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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卢 剑

一到黄昏时分，玉环市清港镇同善
塘河边便开始热闹起来：河岸两侧步行
道上，临近的居民结伴散步。河岸旁的
迎宾公园里，一队队广场舞爱好者随
着音乐翩翩起舞。色彩斑斓的儿童游
乐区里，三五个小朋友正在嬉戏打闹。

近年来，清港镇坚持以“两山”理
念为引领，以人水和谐为目标，全面
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昔日黑臭河如今
变身“城市封面”。2020年，同善塘河
成功入选省级美丽河湖。

黑臭河蝶变重生

“你们不知道，同善塘河以前有

多脏……”一谈到同善塘河，家住河
边的周大姐就有话说了，“河岸两侧
违建厂房里污水从黑洞流出来，一到
夏天，人到河边就得捂着口鼻过。”

同善塘河属芳清河系，是玉环
市十大河系之一，也是清港镇最大
的河流，全长 6.762 公里，自东向西
贯穿清港全境。同善塘河在整治前，
沿岸企业众多，违法建筑泛滥。除了
工业企业排放污水，非法畜禽养殖
户也将生活污水等直排河道，水环
境遭到毁灭性破坏，老百姓对母亲
河避之不及。

自2003年起，清港镇对同善塘河
实施综合整治。2013年，浙江省正式
启动“五水共治”行动，清港镇借此东
风，将同善塘河整治工作列为镇重点

工作之一。自“五水共治”开展以来，
该镇累计投入近 1亿元，相继完成了
芳清河系整治，同善塘滨水景观带
一、二、三期建设，建成游步道 13.4
公里，新增沿河绿化面积11.7万平方
米。随着河道拓宽、清淤疏浚、生态堤
防、岸边绿化、亲水平台等一批项目
的实施，河道沿线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现在好了，河道干净，还能经常
看到有鱼在水里游，平时散步的人也
越来越多。”说到这里，周大姐开心地
笑了起来。

老建筑彰显韵味

清港镇在治水的同时，大力开展

河岸建筑修复工作，努力建设一条
“有文化内涵”的美丽河道。

“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是
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它承载着这座
城市的文化积淀。”清港镇副镇长王
天福说，“我们借着‘五水共治’及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大力修
复河岸古建筑，努力留下这份历史
情怀。”

如今，经过多年的修补，同善塘
河又恢复了往昔的文化韵味。漫步在
清港玉升街头，一家家老店、一幢幢
老房子映入眼帘。作为清港镇的商贸
老街，这里仍保留着往昔的建筑风
格，中药铺、理发店、裁缝店……玉升
老街、柏树台门这些古建筑重现，诉
说老清港曾经的繁荣。

昔日黑臭河变身“城市封面”

清港：魅力同善塘 遇见城之美

本报通讯员曹晶华

“繁忙的工作中，有许多暖心小
事，让我感到天台有一种胜似故乡的
归属感。”张其军是天台红石梁集团
旗下红石梁房地产开发公司洪三工
业园区项目总经理，作为红石梁集团
招引的人才，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人
才新政码”，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
点，即可享受天台县人才新政的多项
专属增值服务。

这样的人才增值服务举措，在天
台还有许多，人才安居、子女就学、医
疗保障……每一项都做足深化“三服

务”内涵文章，让人才留驻天台创业
创新无后顾之忧。

今年，投资2.15亿元的天台经济
开发区创新中心即将投入使用，正在
装修的“一站式人才服务综合体大厅”
将实现人才事项咨询冾谈、对接办理、
联络联谊等各项需求一站式办结……
良好的人才环境，贴心的服务举措，成
为天台打开引智大门的“金钥匙”。

据统计，截至今年 2月，天台经
济开发区内企业人才资源总量已达
两万人，“十三五”期间，引进和落地
高层次人才项目 17个，接收高校毕
业生5600余人。

天台经济开发区——

打造最优引才环境

本报讯（记者孙金标 通讯员
潘国志）3月 14日上午 7时 30分，
伴随着一声枪响，246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超马”选手冲出拱门向前
跑去。当天，豪成柏澳·2021浙江温
岭定时赛在温岭九龙汇公园举行，
选手们绕着 3.2公里的赛道，开启
我市今年以来正式赛事第一跑。这
也是温岭作为今年全国“超级马拉
松”赛事的揭幕战。

本项赛事为定时赛，比赛时间
为 6小时，以选手在此期间跑出的
距离作为最终成绩，并按照跑步
距离长短评定名次。

经过 6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赵
国虎斩获男子组冠军，成绩为88公
里。女子组涌现一匹黑马，冠军被
温州虹马马拉松俱乐部的敖萍平
收入囊中，成绩为 78.4公里。她和
另外两位女选手蔡文华、易红一
起，打破了原先72公里的女子赛事
纪录。

温岭：：““超马超马””好手好手
竞逐竞逐66小时定时赛小时定时赛

本报通讯员蒋超颖

“以前我们要‘看天’用水，旱季
时，就没水用。现在用水再也不用愁
了。”日前，临海市尤溪镇八年村竹家
山自然村的村民孙美娟一边洗菜，一
边笑着展示她所用的自来水，“这清
泉水我们一直在等，终于等到了！”

八年村竹家山自然村现有常住
人口 247人。由于村子地势较高，山
下的自来水难以通到山上，再加上这
几年村里旅游业蓬勃发展，全村的用
水量大增，村民们经常因为缺水而发
愁。去年 7月，竹家山供水站建设工
程的开工，让大伙儿看到了希望。该
供水站内配有一体化净水设备、管理
房、自控系统及清水池等主要设施，
建成后，日制水规模达 120吨，且仅
供竹家山自然村一村使用。

“这项‘民生工程’解决了我们村
多年的用水难题。现在，供水站流出
来的水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整个村包
括民宿的日常用水，而且水质很好，

水压也很稳定。”八年村党总支委员、
村委会委员张德军说。

为了让农村老百姓从“有水喝”
到“喝好水”，临海从 2018年起实施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去
年，临海市政府将农村饮用水提标工
程列入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加快农村
饮用水设施改造提升。目前，由临海
市水务集团下属的运维团队全面接
手供水站，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的运
行维护工作，确保各村级供水站建得
成、管护好、用得起、长受益。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的推
进，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居民的用水
难题，实现了城乡同质供水，让农户
告别‘用水难’，喝上‘放心水’。”临海
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惠蓉说，去年，临
海共完成 245个村农饮水达标提标
改造，新增受益人口 18.4万人，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通过 2018年至
2020年农饮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
临海共完成 418个村的农村饮用水
提升改造，新增受益人口36.3万人。

通过农饮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提升改
造418个村，新增受益人口36.3万人

临海：让农户告别“用水难”
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记者泮永翔 通讯员陈
鑫鑫）“困扰多年的场地问题终于能
够解决了。”3月10日，在得知台金高
速公路养护应急救援中心项目新场
址开始进场清表后，浙江省交通集
团高速公路台州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蒋永健内心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新场址位于仙居县下各镇下华
自然村，紧邻台金高速下各出口，为
高速路段中心点，周边路网众多，可
辐射覆盖范围广。从项目落地开始，
下各镇党委政府以“全面优化企业
营商环境，全力攻坚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奋力打好项目建设
主动仗。

当天，扩容项目顺利进场清表

土地 78.3 亩，将为浙江省交通集团
高速公路台州管理中心、仙居自留
地车业有限公司、浙江华统肉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解决实际用
地难题。

除了帮助解决企业用地难题，该
镇还为当地出口200万元美金以下的
企业投保政府保单，着力解决外贸企
业最关心的“出口风险防控”问题。

“投保政府保单，企业无需付费。
投保后，可以为企业解决有单不敢接
的困境，企业也可以凭此申请专属金
融产品，避免有单无力接。”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仙居政府平台负责人
王莹莹说，此次共为24家企业投保，
替企业节省保费约33万元。

解决企业用地难 投保政府保单

下各：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

3月14日上午，温岭市泽国镇武装部举行2021年春季新兵欢送仪式，17
名应征青年胸佩红花，即将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本报通讯员詹宇雯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孙金标孙金标摄摄

欢送新兵赴军营欢送新兵赴军营

2021年3月14日，谐音“爱你爱一生一世”，又正逢农历“二月二”，被大量
网友追捧为今年“最佳领证日”。为满足新人婚姻登记需求，昨天，椒江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放弃周日休息，全员加班（备勤）为新人服务，当天共办
理结婚登记28对。图为一对新人在领证后“晒”幸福。 本报记者李昌正摄

爱在爱在““最佳领证日最佳领证日””

（上接第一版）耿展宇得知后赶了过
去，泡茶给她们喝，一句“发不出工资
找我要”，让她们吃下“定心丸”。

回忆起往事，女工胡露琳有点不
好意思。她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当
初对能否拿到工资心存疑虑的人之
一。捷坤公司就在家门口，她现在每
月有两三千元收入，很知足。

“没有耿主任的话，我就不会留
下来，日子也不会越过越好。”她说，

“耿主任那么年轻，太可惜了！”
这样的感激之情，也流露在所有

认识耿展宇的社区干部群众言语里。
官坝社区居委会原主任吴学应

说，在耿展宇心中，脱贫攻坚是最大
的事。

官坝社区由两个村子合并而成，
有吴、梁两个大姓。2016年 5月耿展
宇联系这里时，社区班子并不和谐，
集体经济薄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推动班子团结，合力谋发展。

社区就在金海湖新区通往毕节
市区的小海大道边上，上下班经过时
留意到的一块空地，被耿展宇“瞄”上
了：这块地平整后，可以用来出租。

说干就干。向上争取扶持费用
后，平整土地资金还有缺口，耿展宇
二话不说，自己拿出2万元钱先垫付。

平整后的土地，租给了一家汽
车销售公司，变成了社区创收的宝
地。仅这一项，官坝社区就有了 15万
元的年收入。眼下，社区所有 70岁以
上老人的农医保费用，全部由社区
缴付。

与此同时，在耿展宇的引导下，
官坝社区还组建了专业合作社，委托
给社区的致富带头人梁守贵统一经
营管理。

梁守贵曾在宁波慈溪种植大棚
蔬菜多年，2014年回乡创办了一家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了求稳，一直
处于“小打小闹”状态，10多个大棚的
规模。

耿展宇问：你有经验和技术，何
不扩大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梁守贵也有这打算，却又怕找不
到销路。

耿展宇说：这个你放心，我帮你
联系！

两人一拍即合。耿展宇帮梁守贵
联系了 20万元贷款，又个人借给他 5
万元钱。梁守贵的大棚增加到 60多
个，种植面积发展到100多亩。官坝社
区 173户贫困户，因此年户均增加收
入600元。

官坝社区只是一个缩影。
500亩马铃薯种植基地、500亩魔

芋种植基地、1000亩天麻种植基地、
300亩车厘子种植基地……在耿展宇
的积极推动下，青龙街道产业扶贫硕
果累累。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所有的产业扶贫项目，利益均
联结到贫困户，并优先吸纳贫困户
就业。

扎根基层一线，脚沾泥土芬芳。
耿展宇牺牲后，事迹传遍四面八方，
有网友深情缅怀：你是海，拥有宽阔
和博爱；但我宁愿你是山，守护这方
高原，永不离开……

他用一生，诠释初心使命

一句“姐”，让孙春有了继续前行
的勇气。

认识耿展宇时，孙春的丈夫是所

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那时他管我
叫嫂子，说我丈夫社区里的工作忙，
让我多担待，把家事料理好。”

2017年底，丈夫不慎摔伤，成了
半植物人。三个孩子都在上大学，突
如其来的横祸，几乎把孙春压垮。

“ 以 后 ，我 就 叫 你 姐 吧 ，姐 更
亲！”耿展宇来了，他宽慰孙春，无论
如何要把丈夫照料好，有什么困难
就找他。

就在牺牲前不久，耿展宇还去看
望过孙春他们。“他抱着我丈夫说，大
哥你放心养病，家里有我呢。”一想起
丈夫摔伤后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耿展
宇却抱着他说话的暖心场景，孙春的
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青龙街道党工委书记罗健说，阳
光帅气有亲和力，把毕节当故乡，把
群众当亲人，把同事和社区干部当成
兄弟姐妹，这是大家对耿展宇的一致
评价。

“耿哥！欠您的情，这辈子我再也
还不上了！”

在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
员胡海涛眼里，耿展宇就是一个热
心大哥。2016年下半年，他和女朋友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被彩礼钱
难住了。耿展宇知道后，当即借了 5
万元钱给他。置办婚礼时，耿展宇又
忙前忙后。

他说，耿展宇的好，自己会永远
记住。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耿
展宇在原双山新区工作时的同事文
平说，当初一起到双山新区的“三支
一扶”外省志愿者有三个，最后只有
耿展宇留下。

“展宇认准的事，一定会做好。”

妻子冯倩说，2011年 5月，还在读大
学的她与耿展宇相识于去武汉的动
车上，听说毕节很穷，就说有机会要
去看一下，“没想到，他还真的过来
了”。

更让她震惊的是，同年 8 月，耿
展宇报考了“三支一扶”志愿者，并
且选择了毕节。他是家中独子，家境
殷实，父母坚决反对。但他却坚定地
说，年轻人就应该到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去。

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耿展宇
的选择。耿展宇与冯倩的爱情，最
终也修成正果，女儿小悦悦出生
后，更是给这个小家庭平添许多快
乐。工作很忙，但耿展宇很顾家，下
班回家早的话，就会陪着冯倩和女
儿逛逛公园。

耿展宇分管脱贫攻坚后，这样
的陪伴越来越少。但冯倩不怪他，有
时候周末休息，还陪着他一起走访
贫困户。

“爸，今年春节回家一起过年”
“妈，这段时间很忙，等摘掉贫困帽子
我就回家一趟”“等街道通过脱贫验
收，我们就带女儿一起去新疆旅行一
次”……

曾经对父母和妻女的承诺，耿展
宇没能兑现。但他却在脱贫攻坚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用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书写了了不起的人生。

耿展宇牺牲后，文化水平不高的
孙春专门请人写词并制作了一块牌
匾，浓缩了无尽哀思和感恩之情：

山难渡，水难渡，血洒脱贫路；车
行处，马行处，展宇帮千户……青春
过而立，拳拳守初心；浩气存天地，殷
殷担使命……

耿展宇：爱留乌蒙山水间

（上接第一版）在《台州市山塘综合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总表（2021- 2023
年）》上，记者看到，完成300座山塘综
合整治、建成210座美丽山塘的目标，
已按地区、按时间进行排表。

“此次我市将梯次推进全市1309
座山塘的安全评定工作，并根据山塘
安全评定结论，制定山塘综合整治方
案。其中灌溉、供水、生态等功能已基
本丧失或综合整治技术上不可行、经
济上不合理的病险山塘，将实行报
废。”张志勇介绍。

依照规划，到 2023年底前，我市

将对屋顶高坝、饮用水水源山塘等重
点山塘全面完善高标准管理措施，建
成 210座“有上坝道路、有管保范围、
有管理用房、有监测设施、有标识标
牌、有管护组织（人员）、有规章制度、
有经费保障”的“八有”“美丽山塘”。

水库运行管理将迎大提升

治水兴水，台州在“硬件设施”
上下足功夫，在“软件设施”上也毫
不含糊。

在三年行动中，“三化”“三通

八有”成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三
化”即我市将在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基础上，全面推行即水库管理产
权化、物业化、数字化改革，提升运
行管理水平。“三通八有”即道路
通、电力通、通信通和有人员、资
金、制度、预案、物资、监测设施、放
空设施、管理房。

围绕改造提升及管理升级，我市
一年一成效的规划十分明确：

到2021年底前，全面完成小型水
库核查评估，制定完成“整治提升”类
小型水库“一库一策”和小型水库系

统治理“一县一方案”。
到 2022 年底前，全市小型水库

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100%完成登
记，安全管理责任制全面落实；县级
国有和涉及公共安全且无管理单位
的小型水库实行县级统管；全市小
型水库物业化管理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水库水雨情自动监测率达到
80%以上，视频图像监测率达到 70%
以上。

到 2023年，除在建工程外，全市
所有小型水库基本实现“三通”和

“八有”。

“诊疗”除隐患 筑牢安全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