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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有
关规定，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

一、基本情况
规划名称：温岭经济开发区智

能制造装备配套园区（长新塘区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产业发展调整）。

规划范围：南至规划水系及温
岭经济开发区东部新区、西至五一
河及延伸线、北至雨伞浦、东为海
塘，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70亩。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查阅方式

1.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http://www.wl.gov.c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温岭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装备
配套园区（长新塘区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产业发展调整）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已放
至建设单位，公众可以联系建设单
位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有关公民、法人、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wl.gov.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或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

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常住地址等，
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建设单位：温岭市东部产业集
聚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林荣
联系电话：057686680611
地址：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

管理委员会
邮编：317500
邮箱：807457085@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6 月 3 日-2021 年 6 月 18 日
（信函以邮戳为准）。

公示单位：温岭市东部产业集
聚区管理委员会

公示时间：2021年6月8日

温岭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装备配套园区（长新塘区块）控制
性详细规划（产业发展调整）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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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筱筱文/摄
“等光辉村一期小区的水电、道路都

弄好了，我才能放下心来。”光辉村一期小
区是开发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拆迁区块的
回迁房，了解到村民迫切居住的呼声后，
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光辉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徐昌喜连日来不停奔波，督促
基础设施工作落实，了解乡亲们的需求，
及时调解矛盾纠纷。

今年58岁的徐昌喜几十年如一日辛
勤耕耘，凡事带头做表率，团结干部、群众
劲往一处使，为光辉村带来了喜人的变
化，得到村民们的认可点赞。

“临危受命”，一心谋发展

光辉村是开发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涉
及的主要行政村之一，人口以务农为主。
自工程启动建设以来，村民恋土情绪浓
厚，担心失去土地，对开发建设缺乏信心，
加之村班子不够健全、村党支部书记空缺
等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工程建设进度缓
慢，推进乏力。此时，徐昌喜“临危受命”上
任光辉村党支部书记。

徐昌喜意识到，开发大道东延工程的
建设，是关乎光辉村发展致富的机遇。于
是上任伊始，他整合村两委班子，勤走、多

访党员和村民代表听取意见，并带头与拆
迁办签订自家老房子的拆迁协议，对拆迁
重点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他的带动
下，他的亲戚朋友、村里的党员干部相继
配合，再由村干部分片分组包干到人，房
屋拆迁工作顺利推进。

“就在那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头发白
了。”徐昌喜说，针对村民对拆后没地方
去、回迁房建不起来的担心，他日以继夜
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他的家
也成了光辉村“第二村部”，一到晚上就特
别热闹，来打听消息的、来寻求帮忙的、来
闹事的人都有。妻子皱眉，儿子埋怨，他看
在眼里，嘴上安慰着说：“忍忍，再忍忍，等
路通了就好了。”

实干巧干，冲锋总在前

处理涉及村民青苗补偿等事情时，徐
昌喜凭借着自己的实干、苦干、巧干和韧
劲，一点点消除了乡亲们的顾虑和不满。

“以前大家都骂我，现在大家都说我好。”
如今，一幢幢小康楼拔地而起，居住

环境也更好了。除了农业收入外，村民们
还多了租房等收入。现在不管碰到什么事
情，乡亲们都愿意找徐昌喜交流解决。“徐
书记好，有责任心，而且经验足，办法多。”
村民杨阿公笑着说。

徐昌喜的冲锋在前，为其他党员树立
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战中，“我参加”“我报名”声音此起彼
伏，党员们踊跃报名参加，紧急成立了一
支应急服务队，打头阵、做先锋，守护全村
安全。村民也不甘落后，捐口罩，为值守人
员采购食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党员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
落在岗位上，把村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徐昌喜说。

对于徐昌喜，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光
辉村驻村干部徐道才评价说，他为人正
直，号召力强，让村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
力不断增强，老百姓也愿意主动配合他。

徐昌喜：冲锋总在前 一心谋发展

徐昌喜徐昌喜（（左左））正在听村民心声正在听村民心声。。

“数字社会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系列报道之十

6月7日上午，仙居县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邀请了
30 名商场商户和企事业
单位安保人员参加突发事
件处置培训，传授突发情
况应对技巧，倡导全民共
参与，警民同治理，加强全
民反恐防暴预防意识。

本报记者蒋虎雄摄

处突培训授技巧处突培训授技巧

本报讯（通讯员徐喜霞 记者盛鸥鸥）6月 5日，记者
从天台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天台
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依法审查各类环保行政非
诉案件，为现代化和合之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新
闻发布会通报了2019年以来涉环保行政审判工作情况，
并发布了三起审结生效的典型案例。

据悉，三年以来，该院共立案审查环保行政非诉案
件23件，其中2019年12件、2020年10件，2021年截至目
前1件，呈逐年减少的良好发展态势。

从案件特点来看，涉及环境保护类行政案件以行政
非诉案件为主，行政诉讼案件较少。此类行政案件的环
境违法行为所涉及的污染种类多样化，包括大气污染、
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种类。违法行为中，又以未建
成环境保护设施或未经验收、验收不合格这类违法行为
数量占比较高，达69.6%。此外，从被处罚人类型看，以企
业为主，占比65.2%。案涉的行政相对人对环境污染违法
的认知重视程度不够，存在法律意识淡薄，对违法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性认识不足等问题。

此外，天台法院还发布了排放污水被罚案、环保设
施未经验收被罚案、擅自拆除危废仓库被罚案等三起环
保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天台法院依法审查
环保行政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何文斌 李依梦）近日，在椒江区
枫南东路与经东路红绿灯路口，一名 3岁男孩因发
高烧处于昏迷状态，浑身抽搐不停。就在这万分危急
的时刻，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民警、辅警及
时伸出援手，警车秒变救护车。

6月3日下午3时许，海门派出所民警祁高帅带
领辅警卢济伟等人出警结束返回途中，经过枫南东
路与经东路红绿灯路口时，看到一位抱着孩子的母
亲正面露难色地挥手拦车。民警见状后，立即停车
上前询问。

看到警察，这位女士瞬间泪流满面，她告诉民
警，抱着的孩子只有 3岁，午睡醒来便高烧不退，还
时不时抽搐，家里又只有她一人，又惊又怕，甚至来
不及给孩子穿好衣服，就匆忙抱着孩子，准备拦车
赶往医院。

了解情况后，民警决定用警车将这对母子送
往医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民警不断用警车扩
音器、警灯和警笛警示，一边提醒过往车辆及行人
及时避让，一边快速赶往医院。原本需要 10 多分
钟的路程，仅用 5分钟就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
宝贵时间。

后经医生诊断，男孩系正常发烧并无大碍，见
男孩挂上吊瓶并安然睡下，民警、辅警们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下了。孩子的父母对民警、辅警的热心救
助深表感谢。

3岁男孩高烧昏迷
警车5分钟送医

本报记者周子凝文/摄
“因为身体原因，我很少出门，这是我第

一次走出家门，而且不需要掏一分钱。我用手
机拍了好多照片和视频，回去和家人分享。”6
月7日下午，参观完三门大孚易恬园后，来自
路桥区螺洋街道的余阿姨激动地说。

当日，由台州市残联主办，各县（市、
区）联办的“瞻仰‘浙江红旗第一飘’，亲触

‘大孚易恬园’台州市助残大型公益活动”
在三门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200余名
残疾人走出家门，齐聚于此。

作为椒江区残联团队的领队人，孙师
傅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今天天气好，大
伙出游热情高，听着讲解员细致的讲解，我
收获了很多。”在三门亭旁起义纪念馆里，
他一边拿出手机拍下一幅幅画面，一边认
真地聆听一段段红色历史。

作为本次活动的手语老师，临海市特
殊教育中心何卫红感触颇深。“对于残疾人
士们来说，迈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
么多人聚在一起，他们都特别开心。”何卫
红说，由于部分是聋哑人士，他们只能通过
手语来沟通。从他们的肢体与神情中，可以
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为了能够让他们有参与感，我全程陪伴
在他们身边，作为志愿者，我有责任也有义
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何卫红说。据
了解，各县（市、区）残疾人士组成9支小分队，
每个队伍配备3至5名志愿者为他们提供帮
助，如清点人数、保障人身安全、拍照、领队等。

“本次公益行活动来到三门亭旁，大家
可以借此机会感受红色历史文化，从而反
思美好生活的不易，从而珍惜当下的每一
天。”台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义保
说，今年是建党百年，各级残联组织感谢社
会各界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与支持，他们
将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党的生日。
接下来，各级残联组织将不定时举办助残
活动，丰富全市残疾人群体的生活。

全市200余名残疾人士走出家门，感受红色文化

市助残大型公益活动在三门举行

残疾人士们听讲解员讲解亭旁起义的红色历史残疾人士们听讲解员讲解亭旁起义的红色历史。。

本报记者周子凝

当下，我们正处于数字信息社会，手机
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必需品，但在小部分人
眼里，它却成了绊脚石。

因刷抖音、刷微博、刷朋友圈耽误了正
事儿，因怕信息泄露拒绝用手机进行金融
交易……有一些人，他们担心自己的时间、
金钱被手机剥夺，从而不喜欢甚至是抗拒
使用智能手机。

碎片化信息占用时间

纵观身边，不少人有这样的习惯——
只要一得空，就喜欢掏出手机，在触摸屏上
点点划划，各类APP都要浏览一遍，再看一
眼待处理的一条条信息。

时间，就在手指尖上溜走了。

而“80后”朱女士成了身边人眼中的
“异类”。就在上阶段，她关闭了微信朋友
圈，手机里的热门软件，如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软件被她一一卸载。“我觉得看这些信
息，特别浪费时间，一打开手机，不自觉地
就会陷进去。”

朱女士说，身边的人总会抱怨她不够
“接地气”，实际上，她只是想更贴近生活。
“我知道，手机可以带来各种便利和大量的
信息。但也因为信息量太大，反而让我产生
恐惧。”

在她心中，放下手机，是对现实生活的
一种尊重。

1984年出生的黄先生，是椒江某单位
职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只喜欢看15秒
视频，图片化的信息，稍长一点的文字就会
只抓片面词句。”黄先生觉得，信息被分成
一块块碎片，一旦习惯，人会渐渐失去耐

心，形成一种惰性。
黄先生向记者展示他的手机，只有简

单的几个生活常用软件，娱乐软件为零。
“我更倾向看纸质书籍来获取知识，这样，
更能沉下心来，对工作也有帮助。”

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而抗拒使用

出门消费，扫一扫二维码，简单的一个
动作，只需几秒钟，便能完成付款，再也无
需掏钱包。眼下，手机支付正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

可同时，也有人担心一个个“数字陷
阱”会盗取密码、窃取隐私。

上两天，52岁的张阿姨用手机转账 3
万元，由于银行转账信息没及时发到手机
上，一时间，她紧张得手足无措，觉得这么
一大笔钱丢了。“我立即去银行查看，幸好，

没有出错。”张阿姨平时手机用得不多，更
别提用手机付钱、转账了。

她说，出门买菜都是带现金的，基本不
用手机。“手机就偶尔用来和孙子打打视频
电话，钱还是自己经手比较放心，尤其涉及
到大额的，得去银行办理。”

经过这一次后，张阿姨直接“拉黑”了
网上支付。

“身边的人不理解，为什么我年纪不大
却跟不上时代。”1970年出生的肖先生，日
常里抗拒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如果要买东
西，他会拜托爱人去操作。

“微信我绑定了银行卡，但平时也不怎
么用。支付宝没有开通，淘宝平时也不用，如
果要买东西，我还是喜欢去实体店。”肖先生
的顾虑主要是，他觉得现今的网络社会并非
百分百安全，信息泄露情况时有发生。“不怎
么用手机上网也好，反倒远离一些陷阱。”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排斥被“数字”

本报讯（通讯员王 欣 陈胡萍）“自从有了固定
摊位，做手艺方便多了，挺好的。”在临海东湖小商品
市场“便民服务点”，修鞋摊摊主柯大爷一边修鞋一
边说道。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将和合文化融入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实践，连日来，临海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整合街区资源，深入推进“和合街区”创建，在
城区设置第一批修补类的“便民服务点”，以进一步
规范市容环境、服务群众生活。

这些天，在东湖小商品市场，该局古城中队的
执法队员们正在为修补类小摊贩施划专门的区
域，并在各个摊位设置“便民服务点”的牌子，规范
店家经营。

据了解，自临海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三年
攻坚行动以来，市容环境秩序得到明显提升，“店内
经营”基本已成沿街商户共识，流动摊贩得到有效管
控，但在特定街巷角落仍存在修补类摊贩占道经营
的情况。

经过排摸，目前共发现东湖小商品市场北面、巾
山中路与无名小巷交叉口等修补类摊贩集中点位3
处，计摊位11个。

“考虑到这些修补类摊点所提供的服务是市民
日常所需，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我们决定
设置修补类的‘便民服务点’，把他们集中起来规范
经营。”古城中队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临海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正在开展“和合街区”试点创建，打造“和睦
相处、包容共享”的街区治理新体制，接下去他们会
综合考虑周边市容管理和街区市民的需求，推出第
二批、第三批便民服务点。

临海：设便民服务点
建“和合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