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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梦祥）为进一步提升
群众防诈意识，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
发态势，11月 2日，我市 9位主持人被聘
任为“台州反诈宣传大使”。

据悉，今年以来，我市公安部门聚
焦新型犯罪发展新动向，坚持“打防治
并举、以防为主、以打为要、以治为基”，

将“金钟罩”“反骗码”“开卡码”等预警
反制系统推广覆盖至 545 万名群众，精
准劝阻受骗群众 48.4万人次，挽回经济
损失 2.2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降发案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5至9月，全市受理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数同比下降 7.15%，实现 5、6、8、9

四个月单月同比下降，其中8、9两个单月
实现同比环比双下降，工作成效明显。

防范电信诈骗，做好手机卡、银行卡
防范同样重要。为此，市公安局与三大运
营商、各银行联合开展“两卡”打击治理专
项行动。全市共打掉“两卡”涉案团伙 65
个，抓获嫌疑人 1418 名，采取强制措施

1210人，惩戒 1418人，训诫 208人，收缴
银行卡1597张，手机卡56875张。同时，市
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开卡码”，截至目前已
在全市各银行网点、各通讯运营商网点全
面铺开，累计扫码 116万余条，发现红码
150余人次，黄码7.7万人次，累计拒绝开
户1万余次。

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

本报记者章 浩

10月29日，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西安落
下帷幕。记者从台州市残联了解到，本届全
国残运会上，台州市有 25名运动员参赛，
共获得7枚金牌、16枚银牌和6枚铜牌。

比赛期间，赛艇、自行车、跳高作为台

州在全国残运会上的夺金项目，成绩尤为
突出。赛艇项目台州的 3名参赛运动员取
得骄人成绩，共获4枚金牌。

其中，蒋灵涛在赛艇PR3级混合 2000
米、赛艇PR3男子2000米夺得两枚金牌；王
熙熙在赛艇PR3级混合 2000米、PR3女子
2000米双人单桨获得两枚金牌；另外，邵莎
莎在PR1级女子1000米单人双桨和PR1级
女子2000米单人双桨中各获1枚银牌。

自行车项目中，台州12名参赛运动员
奋力拼搏，共夺得12枚奖牌。选手潘国顺在
自行车 1公里计时赛和自行车 3公里个人
追逐赛中获1金1银；叶馨在自行车45公里

公路大组赛、自行车15公里个人计时赛中
夺得两银；李莹除了在上述两项比赛中夺
得两银外，还在自行车H1-5混合团体接力
中获铜牌；颜海丽则在自行车3公里个人追
逐赛、自行车70公里公路大组赛、自行车15
公里个人计时赛中各获得1枚银牌；还有毛
安安和朱勇泽分别在自行车500米计时赛
和自行车4公里个人追逐赛中获得铜牌。

田径、篮球、射箭等作为残运会的传统项
目，台州这届选手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田径项
目台州3名选手张豪杰、谢万选、陈震宇共获1
金4银，其中张豪杰在男子跳高听障中获得金
牌，在男子110栏听障中获银牌，谢万选在男

子800米听障、男子1500米听障中都获得银
牌，陈震宇在男子铅球F40级中获银牌。

篮球项目上，谢凯丽在聋人篮球女子
组中获金牌。选手钱鑫鑫、郭文杰则分别在
射箭VI-2级 30米团体赛和坡面回转 SB-
LL2项目上获1银1铜。

跆拳道是残运会比赛中较为“年轻”的
项目，但台州选手依然取得了好成绩，应林
坚、张斌、林杰3名参赛选手获得1银2铜。

“本届全国残运会上，台州健儿以高昂
的斗志和出色表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
这必将激励广大残障朋友继续奋发进取，为
台州增添光彩。”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7金16银6铜！台州健儿全国残运会成绩喜人

本报记者李筱筱文/摄
近日，在中国柑橘博览园品种园

里，工人们正在施工安装滴水管。滴水
管装好后，农户就能用手机遥控，给大
棚内的柑橘滴水、施肥。近年来，黄岩
区澄江街道以橘为媒，明确“大美澄
江·橘源小镇”为发展定位，倾力打造
省级“农业特色型”美丽城镇样板。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滴水管是由街道引入，能根据
气温、湿度变化，进行自动调节，非常
智能。”品种园的管理人员彭德通，也
是黄岩凤来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他种了 100 多亩柑橘，涵盖 100 多个
品种，销往全国各地。“引入智慧设备
后，果子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柑橘、红糖、罗幔杨梅是澄江三大
特色农业。“澄江农业特点是融入村民
的生活习惯，很多种植户都是普通农
民，对高新技术了解甚少。”澄江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朱禹安说，为此，街道牵头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大力推进数字
农业、智慧果园等，进一步提质增效。

智慧果园基于卫星遥感和无人机
航拍技术，结合地面数据调查采集工作，
实时监测果园生长环境和果树生长状
态，通过农事活动记录仪对农事操作进
行抓拍和智能分析，实现生产操作全程

可追溯；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平台算法分
析，能够预测病虫害发生，并通过模型给
出农事操作、植保、施肥等处方型方案。

近年来，澄江街道坚持发挥本地
特色优势农业，做强红糖、杨梅等优势
农产品，做优永宁江沿江蜜橘种植带，
做好中华橘源美丽田园综合体创建。

小镇颜值“美上添美”

硕大的蜜橘从橘篰里翻滚而出，
正面写有“中华橘源小镇”字样——
这座雕塑，便是澄江街道的入城口。

澄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毛海东说，街道正在打造橘文化特色
街，并与台州学院合作设计植入橘文化
相关内容。同时，计划将诚信长廊改造
成橘文化美丽城镇建设专题长廊。

近年来，澄江街道建成了游客服
务中心、空中栈道、人行景观桥等基础
设施，每年承办柑橘旅游节等活动，年

游客量突破80万人次，带动了农家乐、
民宿等产业发展，实现富民惠民。

今年，街道还启动实施10公里长的
松岩山游步道，将中国柑橘博览园、松岩
山进行串联，让小镇颜值“美上添美”。

“我们秉持美丽城镇建设永远在路
上的执着，专班化推进、清单化管理、高
标准推进美丽城镇迭代升级，让创建成
果更惠及百姓，真正把澄江建设成台州
市区的美丽后花园。”毛海东说。

“大部分村民矛盾纠纷都能通过
调解破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街道。”澄江街道仙浦喻村村干部
喻文勇，前些天成功调解了一起由水
管漏水引发兄弟争吵的矛盾。

党建引领网格+党小组微格治理、
用好“善治永宁”信息系统……在社会
基层治理上，澄江街道加快构建三治融
合、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善治格局，并
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实现
智慧城镇与美丽城镇深度融合。

澄江：以橘为媒打造美丽城镇样板

图为澄江街道入城口图为澄江街道入城口。。

本报讯（记者张梦祥）“各位运动
员请准备，3，2，1，开始！”10月 31日，
随着发令枪一声响，“追寻红色印记
之重走红军路”徒步竞赛在天台县坦
头镇欢岙红色革命老区开跑。

据悉，该竞赛赛程设置约3公里，
吸引数百名体育健身爱好者参加。

坦头镇党委书记张圣明介绍，选
手们从红色基地下周村出发，沿途穿
越红军岭，最后回到下周村。“我们在
途中设置了多个打卡点，选手和游客
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在古驿道和传

统村落旁，感受坦头镇片区化组团发
展、建设全域大花园的丰硕成果。”

据悉，徒步竞赛是台州市第十届
体育旅游休闲节（天台站）其中一环。
本次休闲节还设置了激情排雷、蒙眼
探人等亲子互动项目以及篝火晚会、
露营等配套活动，吸引本地和周边城
市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
该镇还设置了补给点和医疗救助点，
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和合姊妹等
群体积极参与，与医务人员一道共同

为选手保驾护航。
“我们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把举办体育旅游休闲节等赛事与当
地旅游宣传、旅游品牌展示相结合，
走出‘红色+体育+旅游’新路子，也
为高质量发展、打造共同富裕标杆县
东部先行地注入新动能。”张圣明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坦头，感受
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帮助坦头进一步挖掘文化
旅游资源，提升知名度，促进全域旅
游的发展。

坦头：探索“红色+体育+旅游”发展新路

本报讯（通讯员钟心慧）“这么多年找不到家，但
一看见哥，我就认出来了。”直到见到哥哥弟弟时，吉
云兰才敢相信，自己终于找到家了！

24年前，云南一个小镇上，老吉从派出所回来，
魂不守舍，他的女儿吉云兰失踪了。20多年，寻人启
事印了一批又一批，女儿依然毫无音讯。

当时，吉云兰几经辗转到了台州临海，在白水洋
结了婚。但她一直想找到自己家人，无奈不识字，只
记得老家在云南，范围太广无从找起。

今年10月，吉云兰隐约想起老家是在云南的镇
雄县，父亲叫吉“gang”，于是来到临海市公安局白水
洋派出所。云南镇雄同音同名同姓的人不计其数，单
单“吉刚”就有百来个，社区民警老李对着电脑查了
整整两天，突然在一个“吉冈”名字边看到“长子 吉
杨”，这正是吉云兰哥哥的名字。

老李第一时间联系“吉杨”户籍地的派出所——
坪上镇派出所，经过核对，很快确认了吉云兰就是老
吉失散24年的女儿。

第二天，吉云兰在派出所见到了家人，所有的
委屈都在这一刻化解，一声“哥”惹得面前的大男人
湿了眼眶。“感谢警官同志，要不是你们，我这个妹
妹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哥哥紧握老李的手，连声
道谢。(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二十四载寻亲路
失散兄妹终团圆

本报讯（通讯员何文斌 记者李筱筱）“喂，110
吗？你们快点过来救人……”10月 29日下午 3时 05
分，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枫
山新村某号楼 1单元二楼，一名男子悬空挂在二楼
阳台外，随时有坠楼危险。接警后，民警立即带上辅
警赶往现场，并与报警人联系了解详细情况。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男子脚被卡在二楼阳
台护栏上，人处于悬空状态，动弹不得。民警设法救
人，无奈二楼门被反锁且无人在内。

情况紧急，民警一边联系男子父亲速来开门，一边跑
到三楼阳台，向下放救生绳，缠绕在男子身上，并辅以救生
圈增加拉力，确保男子不会随时坠楼。一名辅警将救生绳
稳住，民警则试图破门救人。此时，男子父亲匆匆赶到，门
被打开，悬空男子终于被民警救下，脱离生命危险。

经了解，男子许某，24岁，有点智力障碍。当天下
午，许某的父亲有事外出，许某一人在家，他在阳台
低头拿东西时不慎掉下，脚卡阳台外，人处于悬空状
态，万幸三楼邻居及时发现报警。

“多亏了你们，要不然后果不敢想象……”见到
儿子安然无恙，许某的父亲握住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男子悬挂阳台外
民辅警紧急救援

11月是浙江省消防安全宣传月，黄岩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嘉年华、火场逃生演
练、消防主题绘画作文大赛等寓教于乐的消防宣传活动。连日来，该大队已接待多批师生
进队参观实践活动。图为黄岩区新前中学学生体验登消防车。 本报通讯员何仲斐摄

学生体验登消防车学生体验登消防车

本报讯（记者郑 红）“真假虫草的区别还
是挺大的，主要可以看这几个地方”……11月
2日上午，在黄岩新城吾悦广场，市场监管部
门、药店、眼镜店等在此设立服务台，为市民
提供测量血压、义诊、药品鉴别等服务。

当天，台州市“安全用药月”活动正式启
动。该活动以“安全用药 坚守初心”为主题，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依托民生药事服务站、
送药上山进岛服务点、柔性服务站等平台，建
立免费药品安全宣传点，积极发挥药品安全
科普先锋志愿服务队伍的作用，将药品基本
常识、疫苗安全、老年和儿童特殊群体等安全
用药科学知识送进千家万户，营造人人关心
支持、全社会共同关注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日常生活中，许多市民不懂药品作用、
不知如何正确用药、不懂如何鉴别药材真
假，他们亟需有专业知识储备的人，为其答
疑解惑，引导她们正确用药、合理用药。

今年，随着民生药事服务站的设立，这
些问题正一点点得到解决。民生药事服务站
是2021年浙江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今年以
来，我市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推动站点建
设，目前全市已建成民生药事服务站36家，
实现9个县（市、区）及台州湾新区全覆盖。

“从测量血压、血糖等基础检查，到医疗
器械使用指导、个人自用医疗器械维修代办
等专业服务，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
的药事服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
监管处副处长冯阳春介绍，民生药事服务站
是台州药事服务的一张“金名片”，在药品质
量安全的管理，提供优质便捷药事服务方面
树立了标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满足老百
姓知药、懂药、购好药、会用药的需求。

台州市“安全用药月”活动昨启动

36家民生药事服务站
提供“家门口”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