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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市域铁路 S1线工程和东山湖工程建设需要，需迁移该项目规划范围

内的坟墓。现将工程所涉的坐落在瓜屿山范围内坟墓搬迁予以公告，具体

搬迁时间为：公历2021年3月15日至2021年5月15日，请涉及到的坟主亲属

带居民身份证，近日尽快到葭沚街道高铁新区指挥部办理迁坟相关手续。

逾期未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89008519 联系人：周女士 邱女士

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高铁新区指挥部

202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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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盛鸥鸥
本报见习记者罗家辉 俞文爽

3月 11日下午，50棵樟树苗在飞龙
湖畔“安了家”。身穿红马甲的市生态环
境局路桥分局党员们分工合作，扶树苗、
填新土、浇灌水，义务植树为春色添绿。

“三分种树，七分养护。”该局党员郑娴
说，“今后我们会定期做好养护工作，共
同守护这片生态林的成长。”

2021年是义务植树40周年。每年，台
州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
都会共同参与全民植树活动，义务植树，
义务护树。这些年种了多少棵树？这些树
后续如何养护？义务植树要注意哪些问
题？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义务植树已成新风尚

“树有点歪，再往这边扶点”“土还不
够多，再添一点”……这两天，飞龙湖亲
水平台一侧很是热闹，不少单位将义务
植树点选在了这里。他们来植树时，浙江
建腾建设有限公司的养护工人们就在一
旁帮忙，现场传授种树经验。

梁伟军是该公司园林绿化中级工程
师，在植树现场忙着指挥吊机下树。“我
们公司中标后负责飞龙湖生态区香樟树
的种植和养护，这些单位植树节种的树
就归我们养护了。”

树种好后，养护工人一棵树一棵树
检查过去。“黄土不够实的再压一压，水
也统一浇灌一遍，此外还要给树架上支

架。”梁伟军说，按照现在的天气情况，两
个月后这些树就能发芽。“期间，我们会
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浇水和除虫工作。”

“其实我们这边地方比较局促，有的没
有平整好，有的要按照设计标准去打造。”路
桥区飞龙湖生态区建设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说，了解到相关单位的植树需求后，他们选
择了亲水平台西侧区块，能容纳百来棵树。

记者了解到，其实除了植树节，在新
年伊始或其他时间节点，全市各地也会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全民参与义务植树、
共建绿色家园已成新风尚。据悉，台州每
年平均参加义务植树达 80万人次，种植
各类苗木约300万株。

护树也是义务植树的一种形式

植树节种下的树，后续怎么养护，能
不能成活？市民晓敏曾跟随公益组织参
加植树，她非常关心小树的“后续生活”。

“目前各地植树一般都是结合工程
开展的，地点会选择在公园、绿地等处，
也就是说后续会有专业的养护队养护这
些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处
副处长林雪锋坦言，市民植树意识很强，
但有时技术还不够成熟。

林雪锋说，有的人觉得植树没什么
技术难题，随便种下去就好了，这也是导
致以前义务植树成活率不高的原因。“现
在大家植树后，养护队还要重新检查并
夯实泥土，成活率就高起来了。也存在有
的新树因天气原因死掉，后期会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补植。”

据悉，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7%，
林木总蓄积量、森林蓄积量均高于全省
平均，我市还先后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大家参与植树活动，不应局限于一
定要种树。给小树松松土、除除草、施施
肥、剪剪枝等，参与养护、抚育等都是参
与义务植树的一种形式。”林雪锋呼吁，
树木管护很重要，不能重植树而轻管护。

“不断种树却又不用心管护，如果生长环
境不好，树木同样长不好。将现有的树养
护成参天大树，才达到我们的目标。”

林雪锋提醒，如果一定要种树，也应
选择一些珍贵树种、彩色树种或经济树
种等，种在房前屋后、园地或通道基础设
施绿化里。“疏林地可以补种一些经济树
种，灌木林地也可以种一些高大的乔木，
以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生态功能。”

全市每年平均80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种植各类苗木约300万株

义务植树，管护同样重要

图为路桥生态环境分局党员在飞龙湖畔义务植树。 本报记者盛鸥鸥摄

本报记者章 浩
本报见习记者罗家辉 俞文爽

蒙上眼睛，和视障人士一起走盲道，
感受黑暗中走路的感觉；牵起盲人叔叔的
手，担当起博物馆的讲解员，和他们一起
感受看不见的历史和美好；让我做你的

“眼”，大家一起摸索做陶艺……

这便是黄岩区残联牵头组织，联合当
地盲协、君汉教育推出的“和你一起‘看
见’美好‘闪亮星’公益活动”，活动旨在架
起残障人士和小朋友间的桥梁，倡导孩子
们从小关心和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同时
也让残障人士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丰富业
余文体生活。

黄岩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闪亮
星”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数年，通过体验
盲道等活动，能让孩子们感受残障人士生
活的不易，从小培养乐于助人和感恩的品
质，同时也希望通过活动，呼吁全社会对
残障人士多一分关爱。

项目实施机构君汉教育老师陈女士
告诉记者，从活动现场看，成效非常显著，
很多小朋友都有很深的感触，纷纷表示

“要爱护眼睛”“不要在盲道上停车，妨碍
盲人叔叔出行”等等。

据了解，去年以来，黄岩区残联在无
障碍设施建设和残疾人文体活动上，以无
障碍“三进”的要求，强力推进多个重点项
目，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出扶残助残氛围。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上，黄岩区残联严
格按照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创建东城街
道百花社区，西城街道西街社区、迎春社区
3个省级无障碍社区，并切实做好无障碍设

施日常维护与管理，确保其发挥功能。
同时，精准开展个性化无障碍家庭改

造方案，截至 2020年 11月，共为 540户残
疾人家庭进行改造，更大程度地实现残疾
人生活便利化。

在丰富残疾人文化生活方面，黄岩区
残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以农村文化礼堂
为平台，开展残疾人文体、特殊艺术进农
村文化礼堂活动，经统计，各类巡演、文艺
演出活动达1000多场。

另外，残联部门工作人员还积极发掘
有爱心的企业家，加入到扶残助残工作中，
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交流和就业机会。

走进视障人士的生活，体验盲道、摸索做陶艺……

黄岩残联有个暖心的“闪亮星”公益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王文炜）“真是太感谢
了，免去了我来回奔波的麻烦！”3月10日上
午，温岭市城南派出所联合宁波市鄞州区
行政审批中心，办理了温岭首例“圈内通
办”户籍业务，为在宁波的台州籍居民陈先
生更换了新的户口簿。

陈先生是温岭城南人，一直在宁波务工。
日前，他准备和相恋多年的女友领证结婚，却
为之前不小心遗失了户口簿而发愁。正在着
急的时候，他想起从网上看到的“圈内通办”
的消息，人在异地也能办理户籍业务。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陈先生来到了鄞
州区行政审批中心，并最终在鄞州、温岭两
地警方的共同帮助下补换了新的户口簿。

据了解，根据户籍业务“圈内通办”工
作方案，自 3 月 1 日起，在宁波、绍兴、舟

山、台州推出户籍业务“圈内通办”服务，
圈内户籍居民实现了四市辖区内包括居
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以及出生户口登记等
部分户籍业务在圈内任一户籍窗口就近
办理。

据了解，此便民举措放开的三大类 33
项业务，占所有户籍业务的 70％。其中居
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 4项业务为即审即
办类。居民户口簿换领、补领等 26项业务
为流转办理类，受理地窗口在申请受理提
交后，数据通过窗口平台发送至户籍地公
安窗口，按规定在 30 分钟内作出审核意
见。市区外夫妻投靠落户（限城镇区）等 3
项业务为流转审批类，因涉及的审批环节
相应多，具体根据各事项的承诺确定审批
时限。

33项户籍业务“圈内通办”

“圈内”台州人在当地就能轻松办理

本报记者周子凝

“咳咳咳”……最近，天台县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来了一位胸
骨后疼痛的患者。在医生追问病史
后，得知这位患者前两天吃饭时，
有鱼刺卡在食道里。但她在家直接
喝米醋，然后吃饭团，把鱼刺给硬
顶下去了。

当即，医生就给他安排了急
诊胃镜，结果看到了大面积的擦
伤，食道黏膜已部分剥脱，表面还
有渗血。

异物卡食道该怎么办？多数人
都是用力咳嗽想把东西咳出来，或
者赶紧就些醋、食物把它咽下去。其
实，这样做的危害很大。

该院消化内科医生洪倩倩在
前两天就碰到一位鱼刺卡在食道、
需要急诊胃镜的患者。“在胃镜下

显示，鱼刺一头牢牢扎在食道内
壁，疑似有白色黏液附着。”洪倩倩
回忆道，很有可能是穿孔了，还会
继发感染。

随后，她在护士的配合下，慢慢
将鱼刺拔出，顺势在创面上打了两
个夹子，避免了开胸手术的风险。现
如今，患者在经过住院治疗后已经
出院了。

“若这鱼刺再向里进半分，可能
就会刺破血管，危及生命！”洪倩倩
说，老百姓进食不注意，容易将鱼
刺、鸭骨、枣核等异物卡在食道。

此 外 ，她 还 碰 到 过 硬 币 、吸
管、石头等奇奇怪怪的食道异物，
若处理方式不当或不接受正规的
治疗，很可能会导致食道黏膜损
伤，更严重的就是异物刺破食道
引起食道穿孔，继发感染、主动脉
破裂、气胸、食管纵膈瘘等危及生

命的情况。
洪倩倩说，日常生活中，老百

姓总会有一些土办法，比如试图
将异物咳出来或者用米醋、米饭、
馒头等食物把异物顶下去，对于
尖锐异物，如枣核、鱼刺等，如此
做法是很危险的。“尖锐的异物经
过食道，到达胃部，再通过肠道，
很可能会导致肠穿孔，进而引起
腹膜炎等情况。”

对此，洪倩倩建议市民，当感
觉有异物卡在食道后就不要继续
进食了，应马上前往正规医院的
耳鼻喉科、消化内科等科室进行
就诊。

洪倩倩提醒，市民在进食时需
养成良好习惯，细嚼慢咽，避免囫
囵吞枣。尤其还要教育儿童，切勿
将纽扣、硬币、吸铁石等小物品放
进嘴里玩耍，以防误食。

鱼刺卡在食道易引发食道黏膜损伤

“吞饭团顶鱼刺”土方法有风险

本报讯（通讯员阳旭晖 何仲斐）为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消防产品，进一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台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监督执法人员联合黄岩区市场监管局，对部
分消防产品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发
现有市民反映网购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不合格等问
题。

“消防产品的合格证拿出来看下，平时你们自己
有检查店里面的灭火器压力吗？”3月11日上午，在黄
岩环城南路泰顺消防设备经营部，执法人员详细了
解消防产品进货渠道、销售情况，并对灭火器、应急
照明灯等消防产品进行检查，详细核对其“身份证”。

“我们消防产品只经营实体店，没有在网上销
售。”泰顺消防设备经营部店主表示，前段时间有顾
客到店里面充装灭火器时反映，网购的灭火器在演
练时喷出的不是干粉，而是类似水泥块状的东西，
然后把全部灭火器拿到店里换装。

针对店主反映的情况，执法人员进行了详细记
录。在检查期间，前来购买的顾客表示不懂得如何
辨别消防产品真假，执法人员便向他们传授了辨别
灭火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灯等消防设施的方法。

在罗曼大酒店，执法人员随机抽查了酒店微型
消防站，灭火器、水带等消防设施的生产日期、钢
印、压力等情况，检查中发现个别灭火器压力不足。

“这个灭火器一个月前在网上买的，放在这里也没
有使用过，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压力就不足了。”酒
店顾经理向执法人员说道。

对此，消防人员提醒，网购方便但一定要擦亮
眼睛，力避因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而危及生命。

执法人员手把手
教授如何辨别真伪优劣

消费者反映
网购消防器材不合格

近日，春茶正式开采，天台县千名茶叶技术人员下乡指导茶农春茶生产和防
护工作。图为三州乡技术人员对茶农开展技术指导。 本报通讯员胡国灿摄

春茶指导正当时春茶指导正当时

本报讯（通讯员陈 怡）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银行
卡，再出售给他人，就能轻轻松松赚钱。面对这种好事
可别心动。近日，椒江警方一天就刑拘了7名嫌疑人。

3月2日，椒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接到“断卡”线
索，有人利用银行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通过侦查，
民警当天就抓获了一名卖卡的犯罪嫌疑人梁某。当
天晚上，民警相继抓获蒋某、刘某、李某等 6名犯罪
嫌疑人，他们竟是同一家KTV的员工。

30岁的梁某来自重庆，据他交代，去年11月，前同
事丁某联系他，“只要卖给他一张银行卡，每月就有
500元的收入。”在金钱的诱惑下，梁某到椒江各大银
行办理了9张银行卡，将银行卡和U盾都卖给了丁某。

“每介绍一个人卖卡，我就有300元的提成。”尝
到甜头的梁某，在自己卖卡的同时，还拉上身边的
同事参与其中。为了谋取钱财，蒋某、刘某、李某等
人纷纷办理了银行卡，在明知所卖的卡用于犯罪的
情况下，将卡交于梁某，再由梁某将收购的银行卡
交于丁某。据统计，去年 11月至今年 3月，7名嫌疑
人共出售50张银行卡，非法获利4万余元。

目前，梁某等7名嫌疑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被椒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丁某刑拘在逃。

警方提醒：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将自己的银行卡
卖给他人，银行卡一旦出现违法行为，都要追溯到
账户所有人。

靠出售银行卡赚钱
7名KTV员工被刑拘

日前，临海交警组建“临海新居民志愿者服务
队”，对上下班途中存在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

本报通讯员金林伟 冯晓霞摄

现场劝导现场劝导 牢记交规牢记交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