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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览

本报讯（记者郭天宇）4月 24日
上午，全市民营企业党务工作者学历
与技能“双提升”班开班仪式举行。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海滨，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周先苗出
席开班仪式。

据了解，开展千名民企党务工作
者培训，是市委组织部、市委两新工
委与市总工会、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
实施“民企党务工作者‘双提升’培养
计划”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市委
新时代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十
二条”意见精神、加强新时代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

此次“双提升”班突出“企业党建
业务+工商管理”主题，汇聚党政校
企多方力量，建立“举旗帜、强党建，
百业千企红领学习联盟”，搭建常态
学习交流平台，形成互学互比互促的
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抓好新时代非公党
建工作、建强民企党务工作者队
伍，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非公党
建工作的重大意义，站在讲政治高
度来定位，紧贴中心大局去推进，
持续争先创优走前列，以高质量党
建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把台
州 非 公 党 建“ 金 字 招 牌 ”擦 得 更
亮，为打造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建示
范城市作出应有贡献；要坚决扛起
新时代台州非公党建工作的使命
担当，以更高标准强化政治引领，
更大力度深化红色护航，更严要求
建强组织体系，更大决心来创树特
色品牌，更优理念推进工作提质；
要努力争当新时代民企党务工作
者，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党建
工作的“内行人”、克难攻坚的“破
题人”，在服务群众、凝聚人才、推
动发展中体现作为。

我市开展千名民企
党务工作者培训

本报讯（记者钟露雅）4月 24日
下午，我市首届青年华服日主题活
动暨温岭市“拾花酿春季”青年文化
节在温岭九龙湖举行。数百位青少
年华服爱好者以打卡的方式，亲身
体验各类中华传统文化项目。

“全体端身正立，拱手……”参
与者在司仪的指引下，整衣敛容，毕
恭毕敬地行深揖礼。这是本次主题
活动的体验项目之一，现场还设有
茶道花艺、书法折扇、礼射投壶等多
个项目。参与者们只要完成3个以上
项目，即为打卡成功，可领取相关纪
念品。

此外，现场还开设了国潮市集。
非遗糖画、捏面人、民国银饰，各类
传统手工艺品应有尽有。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
义，给我们这些华服爱好者提供了
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让我们在
游玩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
文化。”现场体验者江巧红说。

共青团温岭市委副书记吕沪航
表示，此次活动是弘扬华服（中华传
统民族服装）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的有益尝试。

当天下午，台州市青年文化创
意联盟也正式成立。

我市首届青年华服日
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彭 洁）4月24日下
午，路桥区管子文化促进会第二届
会员大会在新桥中学大会堂举行。

会议通过路桥区管子文化促进
会章程，同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领
导组织机构。

管子，即管仲，春秋时期法家代
表人物。以“弘扬管子文化 共建精
神家园”为宗旨的路桥区管子文化
促进会成立于2015年4月30日。6年
来，促进会开展了包括组团参观管
仲纪念馆、三赴安徽颍上进行学术
交流、组织管师仁纪念活动等各类
管子文化的促进活动。

2015年5月以来，路桥区管子文
化促进会还组织开展了“管子文化
台州行”活动，先后走进温岭大溪翁

岙村、黄岩江口唐家岙村、玉环玉城
环东村、三门郑畔村，弘扬管子文
化、新桥管氏文化，所到之处受到当
地村民的欢迎。

去年，重建文昌阁工程完工，成
为新桥的新地标。在这个过程中，从
最初资金的筹措、历史记录的还原，
到管子思想和管氏家风的传承等诸
多方面，促进会都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就管子文化进行研究探讨，
是对路桥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重
要补充，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传承
和弘扬管子文化的道路上，路桥区
管 子 文 化 促 进 会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路桥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罗邦云说。

路桥：传承弘扬管子文化

本报讯（记者曹思思 通讯员
林 洁）“玉城街道城中路60号，门口
道路市政窨井盖异响……”日前，玉
环“云瞭望”平台收到一条信息，玉
城街道网络生态“瞭望哨”指挥室立
即转报给有关部门，及时将问题解
决了。

一根“网线”搭起基层服务。今
年 2月，玉环市开通“网络民情直通
车”，利用“云瞭望”平台按答复、处
理、完结的流程闭环，处置该市各
地、各部门“哨兵”发现上报的社情
民意，不断拓宽民声传递渠道，解决
好网民的合理诉求。

前阵子，家住大麦屿街道新园

村的老游，因为家里的一口水井
和亲哥哥大吵一架，老游气不过，
发了微信朋友圈吐槽。该村网络
理事长杨守宝看到后，第一时间
将问题反馈至“云瞭望”平台，并
主动上门调解矛盾，最终双方达
成协议。

“作为基层网络理事长，就是要
服务村民、引导舆论，尽可能维护社
会稳定。”杨守宝说。

自开通“网络民情直通车”以
来，玉环共发现上报交通信息、环境
卫生、安全隐患、小区物业、器物损
坏等各类社情民意 2000多条，其中
95%以上得到有效解决和反馈。

玉环：开通“网络民情直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陈益林）日前，
温岭市人力社保局在温岭市行政服
务中心设立“老年人特色服务”窗
口。这一专窗主要为老年人、残疾人
等行动不便者开辟绿色通道，通过

“咨询—陪跑”，提供优先服务和帮
办代办服务。

专窗配备两名工作人员，一名
负责窗口指导线上业务，帮助老年
人熟悉线上或掌上APP 操作，一名

负责主动服务，穿梭在服务区提供
“一对一”全程帮办、导办。设立专窗
后，退休、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待遇核准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核准支付等项目，可实现
即来即办。

“老年人特色服务”专窗的设立
是温岭人力社保局加快政务服务数
字化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
项举措。

温岭人社启动
老年人特色服务

本报记者庞晓栋文/摄
“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就得有

所作为。”从小至今，金万根一直牢记
着母亲教育自己的这句话，且始终践
行着。

金万根是天台县人民法院的退
休干部。1970年参军、1996年以军队
正团级身份转业到天台县人民法
院，金万根逐步成为法律方面的行
家里手。

2005年 7月退居二线后，金万根
没有选择在家享清福，而是“自找麻
烦”，干起了诉讼调解、上党课、法院
工会建设等工作，可谓是每天“节目
不断”。

排忧解难有门道
“通常来说，法律知识丰富、拥有

群众基础和社会经验的人更容易被
大家信任，比如我们这样的老同志，
做起调解工作的效果就很好。”金万
根说。

2011年，金万根会同法院其他 7
名退休干部，组成“诉前调解团”并担
任团长，积极开展调解工作，主要负
责民事纠纷。

近年来，随着县里涉及土地征
用、房屋拆迁等矛盾纠纷的行政案
件大幅上升，2019年开始，县法院将

“诉前调解团”的“业务”延伸到了行
政诉讼。

做群众工作，最大最难的是征地
拆迁。但即使如此，金万根仍有自己
的调解门道。

平桥镇洪某，诉当地政府错发二
轮土地承包权证。接到该案后，调解
团调查核实后发现，由于政府工作人
员疏忽大意，将本该属于洪某的 3厘
半承包土地错发给了第三人方。

案件虽简单，但是金万根了解到
第三人方的家境特别困难，一旦撤销
该承包权证后，会给第三人方造成一
定的损失，于是带领调解团同志与当
地政府多次沟通协商，同时努力做好
当事人的工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政府
方同意拿出一定的资金补偿给第三
人方，第三人方愿意将该 3厘半承包
地归还原告，政府随即变更了承包权
证，该案得到圆满解决。

“要有共情能力也是做好调解工
作的关键之一。”金万根说，还要在双
方把事情说完的基础上，找出主要矛
盾的主要方面进行解决，最后做好回
访安抚工作。

传道授业有方法
俗话说，“学到老，活到老”。如果

说做调解是金万根的最大坚持，那么

读书看报就是他的最大爱好——每
天晚上，金万根都会抽出 1—2 个小
时看书，并随时用笔记录心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就
是把行不了的路行出来，把见不到的
风景展现在眼前，把遇不到的人和
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此外，对了解
掌握当下的时事政治非常有帮助。”
金万根说。

也正是因为金万根的“见多识
广”，天台老干部局法院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的每月党课，基本都由他来
讲授。

殊不知，这也是一种考验。
全国两会精神如何传达，才能

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并在实
际工作中得以贯彻落实？《民法典》
实施前后有何不同？党史讲解从何
入手会更接地气？面对这群老同志，
金万根时刻都在思考如何授课才有
效果，讲些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们感
兴趣。

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
好。为此，每节党课前，金万根都会花
上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准备：内容要与
大家的实际工作生活有关，讲课语言
得是口语化、简单化的。

在他的授课和管理下，大家纷纷
觉得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等方面都
有较大的提高，受益良多。

金万根：“自找麻烦”的调解员
·银耀窗口““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彰显核心价值观

图为金万根在工作图为金万根在工作。。

学党史 明初心 开新局

本报讯（通讯员朱曙光 陈传
撑）近日，三门技师学院组织开展了
一场“红色初心之旅”毅行活动，300
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 12公里，
历时 3个多小时，前往亭旁红色教育

广场。
本次活动主题为“重温红色党

史，践行青春誓言”。三门县人民检
察院是此次毅行之旅第一站，走过
法制长廊，同学们了解到法律的庄

严神圣，进一步懂得学法、知法、守
法的重要意义；在亭旁红色教育广
场，全体师生认真聆听了亭旁起义
红色故事，并在校学生会主席王磊
同学领誓下集体宣誓，表达了继承

先烈遗志、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
想信念的信心决心；在亭旁起义纪
念碑前，全体师生举行了庄严的扫
墓仪式，用集体默哀、向烈士敬献
鲜花、鞠躬致敬等方式，表达对革
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走
进亭旁起义纪念馆，听着讲解员生
动的讲述，同学们仿佛穿越了革命
的烽火硝烟，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
的岁月。

三门技师学院——

红色毅行缅怀先烈

近日，在仙居县皤滩乡中心小学
内，100名小学生手持画笔，同时绘制
100幅红色主题的彩色画。当日，该小
学党支部举行“手绘百年党史 传承
红色基因”主题绘画活动，小学生在
党员教师的指导下将党史知识、红色
故事、伟大成就等，手绘成一张张彩
色画，让学生在绘画的过程中领悟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百名小学生百名小学生
手绘百年党史手绘百年党史

本报讯（通讯员徐 意）4月22日
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当天，天台
县雷峰乡组织青年志愿者对崔岙溪
河道内白色垃圾、漂浮物、水草进行
拾捡清理。经过2个多小时的连续清
理，河道变得更干净整洁了。

“现在，大多数村民都能自觉把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专用垃圾桶
内。保持河道洁净，让村民喝上好水
也逐渐成为当地群众的共识。”雷峰
乡崔家村驻村干部何肖龙说。

近年来，该乡还加大对垃圾分
类环卫系统的资金投入，购置了大
量的垃圾处理设备。与浙江徐博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首个
垃圾分类回收站点。建立科学完善
的回收制度，专人上门收集、运输易
腐垃圾，将易腐垃圾经过机器处理
后还肥于田；上门收集有害垃圾、可
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专车送到垃圾
处理中心处理。目前，该乡垃圾分类
工作已趋系统化。

雷峰：垃圾分类日趋系统化

本报讯（通讯员李嘉惠）走进临
海大洋街道大洋小区，只见工人正在
各自的点位上抓紧施工，挖沟槽、砌
筑检查井、铺设管道……各项建设工
作如火如荼进行。

“大洋小区从去年 11 月开始施
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50%左

右。大洋小区是 20年的老小区，原来
污水管网堵塞严重，经过改造后，将
实现雨污彻底分流，污水全部纳管。”
大洋街道污水零直排区项目常务副
经理俞龙说。

污水零直排建设工作的推进，为
一个个老小区注入新活力。

在东塍镇中心校，一排排教学楼
的立柱边上多了一根根崭新的白色
长管，管道从楼顶一直延伸至地下，
上面贴有明显的“雨”“污”文字标识。
这些新安装的管道，让学校彻底告别

“雨污混排”。
“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日常上

课，我们利用寒暑假时间抢抓工期，
已提前完成东塍镇中心校的污水零
直排项目。”临海市水务集团排水公
司经理项旸说，“目前整个东塍镇的
污水零直排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0%。”

截至目前，临海市有 11个镇（街
道）的“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已基本完
成，今年将再完成 6个镇（街道）的创
建任务。

临海：抢抓工期推进“零直排”

（上接第一版）
那段时间，还有许多台州籍海外

华侨为我市捐赠口罩、护目镜等防疫
物资，盛小红团队同样加班加点、积
极配合。“作为央企，在特殊时刻就应
该有担当，尽所能为防疫工作出力。”
盛小红说。

深入市场 勇于创新的
“拓荒牛”

每年夏秋季，是许多农副产品
与海鲜水产销售的旺季。为帮助农
户和养殖户们拓宽销路，解决运输
难问题，两年前，盛小红负责牵头邮
政“乡村振兴”，充分利用邮政 EMS

“极速鲜”、邮乐网和线下邮政综合
服务平台资源，创新打造“线上线下
订购+基地直采直供+邮政专属配
送”的服务模式。同时，还与上海各
家航空公司建立合作，开通冷链专
线、航空极速达等服务。“让农户、养
殖户们不多花一分钱，享受更快捷
高效的物流服务。”

此外，在海运市场方面，盛小红
同样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20
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海运“一柜
难求”、价格不断高涨，这给台州外贸

企业造成很大困扰。“年后订单上涨
了 20%，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但因为
集装箱预订不到，成堆成堆的货物只
能囤在仓库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菲时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贸总监
方厚龙仍心有余悸。

面对全新的海运业务领域，她带
领团队充分运用邮政强大的国际网
络和商业专线等资源，积极对接省政
府“四港联盟”，为企业衔接海运、空
运、中欧班列等渠道争取更多优质的
国际运能资源，并成功拿下全省第一
单海运寄递业务。

其团队还积极打造集装柜，进一
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每票业务都
为客户争取到了优质且价格实惠的
渠道资源，并为他们定制个性化服务
方案。”盛小红表示，通过“快递出海”
模式，台州邮政已成功为菲时特、苏
泊尔、利欧等企业发运产品至国外。

退居二线 奋战一线的
“老黄牛”

2020年底，盛小红从台州市邮政
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的职位
上退居二线，但闲不下来的她仍保持
着原来的工作节奏，跑业务、洽谈合

作、培养新人……继续奋战在一线。
“以前当领导的时候，盛总几乎就天
天加班，现在退居二线了，她还是一
如既往，有时候甚至直接睡在单位。”
同事黄芯说。加班成了盛小红的常
态，但她乐在其中。有时候处理完工
作上的事，也会习惯性地在办公室坐
坐。

食堂员工老陈告诉记者，盛小红
也是单位最晚吃饭的人。“她每次下
来吃饭时，几乎没什么菜了，她也不
在意，有什么吃什么，匆匆吃完又去
忙了。”老陈说。盛小红有时还会忘了
吃饭，等到想起时早已错过饭点，就
去楼下面馆点碗面吃。“我对吃的没
什么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包括穿
的衣服也很随意。”她笑笑说。

虽然对吃穿不甚在意，但对于员
工的培养，盛小红却毫不含糊。“只有让
每粒金子都发光，才能把邮政各项工
作做好。”这是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邬曜宇就是盛小红一手带出的
员工，90 后的他如今是台州邮政寄
递事业部国际营销中心的经理。“盛
总很照顾新人，对我们非常好。前
年，单位有一个去俄罗斯拓展交流
海外仓业务的学习机会，本来是盛

总去的，但她觉得要让年轻人得到
更多锻炼，就在领导面前推荐让我
去。”邬曜宇说。

在邓龙德心里，盛小红同样是改
变自己命运的恩人。11年前，23岁的
邓龙德从江西来到台州务工。那天是
正月初三，气温降至零下。他独自在
台州邮政大门口徘徊时，恰巧碰到在
单位加班的盛小红。他鼓足勇气走上
前，询问是否招人。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邓龙德的
坦率朴实打动了盛小红，被顺利留
下。此后，他全心投入工作，从一名揽
收投递员渐渐成长为物流项目管理
人员，负责多个重要项目的运营。“我
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到如今在台州
成家立业。盛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
这辈子都感谢她。”邓龙德动情地说。

年过半百的盛小红长了不少白
发，有同事劝她去染个发，看起来显得
年轻些，她却不在意地摆摆手：“人到
了这个岁数，肯定要长白发，顺其自然
也挺好。再说，头发白不白无所谓，最
重要的是有没有发挥生命的价值。”

尽管和盛小红已十多年未见，但
台州邮政温岭分公司的姜高文回忆
起这位老领导时，依然记忆犹新。“那
时候，我们晚上七八点从外面投递回
来，很累，但看到盛总办公室的灯仍
然亮着，就觉得很温暖很安心。”

“三牛”邮政人盛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