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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网点地址：
分行营业部：椒江区中心大道129号（葭沚大转盘南侧）

电话：89021035、89021179

路桥支行：路桥区东路桥大道8号（鑫都大酒店对面）

电话：89218010

黄岩支行：黄岩区城关塔院头路43-59号（区政府斜对面）

电话：89190713

温岭支行：温岭市城西街道横湖路351号

电话：82834015、82834001

临海支行：临海市巾山东路192号

电话：89361721

玉环支行：玉环市玉城街道泰安路310号绿地财富中心

（大剧院对面）

电话：87471009

交通银行“渔夫贷”，助力渔企、振兴乡村
“渔夫贷”是基于渔民的物资采购（维修）场景，根据渔业部门提供的渔船作业数据，为台州辖内从事海洋捕捞行业的渔

民，提供购油、购冰、维修等资金支持的特色产品。该产品授信额度最高50万，授信期限最长3年，贷款利率最低3.85%。

1.户籍所在地位于台州乡镇（不含城关镇）

行政管理区域内或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

2.年满20周岁，且不得超过65周岁。

3.按规定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

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三

证登记的“船名”“持证人”或“船舶所有权人”

要求一致，渔业船舶在台州市范围内海洋渔

业行政部门注册登记。

4.“渔业数字信用评价体系”综合评分不

低于60分。

5.借款人及其配偶信用记录良好，当前融

资和对外担保五级分类均为正常。 浙里办APP兴农e贷

申请流程

扫描“兴农E贷”二维码或者通过“浙里
办”APP-渔省心-渔夫贷进行申请

贷款对象

本报通讯员张鲜红文/摄
“今天需要 200箱葡萄柚，下午我们

帮你一起送。”12月 27日早上 8时许，温
岭太平火速志愿者冒着严寒，再次来到位
于坞根镇白壁村葡萄柚种植户柯金方的
果园，帮他一起采摘葡萄柚。

今年68岁的柯金方和朋友合股，在白
壁村大岩头种了180余亩葡萄柚、红美人
和春香柚，今年收成比较好，但销路远不
及往年。到目前为止，老柯的果园里还有
12万余斤葡萄柚、2万余斤红美人和 2万
余斤春香柚急待出售。柯金方的果园是露
天的，光成本就投下去40余万元。近段时
间寒潮来袭，葡萄柚、红美人不耐寒，如果
不快点销售出去的话，很可能会被冻坏，
可眼下的市场行情急坏了柯金方。

上周六，太平火速志愿队从坞根镇农

办得知情况后，决定帮忙销售。经过火速
微公益群、志愿者朋友圈转发后，不到半
天时间就接到 100箱葡萄柚的订单。“火
速”一边帮柯金方销售，一边组织志愿者
力量帮忙采摘，防止果子被冻坏。

受助的不光是柯金方。这波寒潮来袭，温
岭太平火速志愿队一直奔波在助农路上。石
桥头镇红美人种植户王栋，也是“火速”的助
农对象，这次他家果园里还挂着2万余斤红美
人，“火速”同样抢时间联系销路、帮忙采摘。

“火速”负责人王祥云是一家企业的负
责人，他周边的企业家朋友每次见“火速”
发布助农信息，都是几十箱几十箱地下单，
这次也不例外，共订走500余箱红美人。

12月 26日晚 8时，火速志愿队接到
购买2200个红美人的大单，第二天早上9
时前必须到货。于是当晚，10多名火速志
愿者连夜帮助果农采摘、包装，一直忙到
凌晨 2时许。刚刚过去的双休日，火速志
愿队已经帮王栋销售1万余斤红美人。

受火速志愿队帮助的还有坞根葡萄
柚种植户金友夫，他家的 10多亩葡萄柚
还有万余斤滞销，志愿者正积极帮他销

售。最近，太平火速志愿队已帮助石桥头、
坞根等地果农销售了两万余斤葡萄柚、红
美人等水果，为果农挽回10余万元损失。

今年，石桥头、城南、坞根等地红美

人、葡萄柚滞销现象比较普遍。“火速”计
划尝试新的销售渠道，将与电商等单位合
作，通过公益直播带货的形式，继续帮助
果农销售滞销水果。

一边帮忙采摘 一边发布信息助销

寒潮来袭，“火速”助农

火速志愿队队员正在帮果农抢收葡萄柚火速志愿队队员正在帮果农抢收葡萄柚。。

本报讯（记者张 怡）“谢谢你们，在这
么冷的天气给我送来红糖姜茶。”12月28
日清晨6时，在椒江岙里缪环卫工人之家
门口，环卫工人们接过志愿者递上的一杯
杯热腾腾的红糖姜茶。

“最近寒潮来袭，气温断崖式下降，为
给环卫工人送去温暖，我们组织23名志愿
者开展‘博爱牌姜茶，暖胃又暖心’志愿服

务公益活动。志愿者们前一天花了4个小时
做准备工作，洗姜、去皮、切片，今天凌晨4
时开始熬煮，最终打包分装成900多杯红糖
姜茶。”市博爱者协会会长杨兰娇说。

在经中路，环卫工人童阿姨正如往常
一样清扫着街边的落叶，虽然已经“全副
武装”，但裸露在外的脸还是冻得有些发
紫。志愿者递上红糖姜茶时，她连声道谢。

“我当环卫工人已经11年了，每年冬
天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早上气温只有
2℃左右，虽然戴着手套，但不出十分钟，
手就会被冻得没有知觉，这杯红糖姜茶来
得正是时候，感谢你们在寒冷的冬天为我
们送来温暖。”童阿姨笑着说。

与此同时，在白云山西路，暖心的一
幕也正在上演。来自河南安阳的胡大爷

近来有些感冒，为不给其他工友增加负
担，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喝完一杯
红糖姜茶后，他拿出自己的保温杯向志
愿者询问：“我能不能再接一杯？”原来，
胡大爷的老伴也是名环卫工人，负责打
扫的区域在学院路，他想给自己的老伴
也带一杯红糖姜茶。“天气这么冷，我想
让她喝点姜茶暖暖身子。”

捂在手里 喝在嘴里 暖在心里

一杯红糖姜茶 温暖环卫工人

本报讯（通讯员王晨旭）寒潮来袭，气
温骤降。昨日一大早，玉环市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坎门中队执法队员，就为环卫工
人、过往行人等送去熬制好的姜茶。

“天气冷了，喝姜茶对身体好，暖心又

暖胃。”执法队员李娉娉说，暖心姜茶设在
海城和合街区的“街长驿站”中。

“这么冷的天气，为我们送姜茶，真的
很贴心。”路过的大爷一边喝姜茶，一边坐
在街长驿站内和执法队员聊天，对坎门中

队送姜茶的举动赞不绝口。
“冬天天气寒冷，考虑到很多户外工

作者的辛苦，我们坎门中队结合‘街长驿
站’的基础设施，为周围有需要的人提供
热饮和休息驻足的场所。”坎门中队副中

队长赵崇岚说，为此他们专门推出一项新
业务，给大家提供暖心姜茶。

不仅如此，玉环的街长驿站还提供常
备用药、雨伞等用品，为辛苦在一线的户
外工作人员和特殊群体等提供帮助。

天冷了，来“街长驿站”喝杯姜茶

本报记者谷尚辉

前不久，丁伟林接手了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他通过环统数据调取了企业能源使
用情况，并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筛选出
一批新的名单让各地一一进行核实。通过
梳理，他逐渐摸清了碳排放企业家底。

从 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加入环保队
伍，丁伟林如今已是环保领域的一名专家，
是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综合处高级工程师。

时常工作到半夜

2017年底，在结束第一轮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有关工作后，领导交给他一个重要
任务，负责台州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工作。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十年一次，困
难多任务重，更难以干出亮点成绩。

台州有16万多个单位，为全省第二多
的地市，困难可想而知。

2018年进入到普查最关键的阶段——
入户调查阶段。为确保数据采集“真、准、
全”，丁伟林创新采用了“两同步三核查”工
作机制，严守数据填报质量。同时，率领团队
对全市重点行业的1000多家单位开展核查。

一家企业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天核
查五六家企业，回单位都晚上七八点钟了。为
了工作的条理性，每日核查完，丁伟林又坐在
电脑前，梳理发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

质量上去了，但国家软件填报进度又
提前了，如何兼顾质量和效率成了新难
题。为了给各县（市、区）争取更多质检时
间，丁伟林顶住压力，采取进度填报先松
后紧的方式，在最后关键一周，他时时调
度，一干就是到深夜。

在丁伟林带领下，2020年，台州市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获得全国
优秀报告一等奖，他本人也获全国普查先
进个人荣誉。

用心为企业服务

2020年 9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警示案例通报台州医化行业存在突出
环境问题。为此，全市掀起了一场医化行
业环境综合整治大行动，丁伟林又扛下了
督导仙居医化行业整治的任务。

仙居医化园区正是警示案例曝光的
地方，园区地下水受到污染，整治任务繁
重，压力较大。

接到任务后，丁伟林第一时间来到园
区。在看到园区的整治力度后，他颇感欣
慰，但同时也碰到了新问题。他发现按照
整治方案要求，有些企业不能批新项目，
这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

“整治的目的是促进行业转型升级，不是

限制发展。”为此，他专门汇总情况，沟通汇报，
经过多方努力，企业顺利完成了项目审批。

为了及时掌握整改情况，他几乎每月
都去园区检查。在一次例行检查中，丁伟
林发现一家企业用水平衡的问题。

“从图上看，废水产污率达到 65%左
右，好像是合理的，其实忽略了好几个来
源。”丁伟林仔细一算，企业真实的产污率
不足50%，说明有一股水不明去向。

企业工作人员也表示，自来水确实一
直有渗漏，但一直找不到渗漏的地方。

既然问题原因有了，那就把症结找出
来。丁伟林针对自来水渗漏和地下水污染问
题提出，对全厂重要点位安装水表计量，对
每个车间也按照要求进行计量，实现车间水
平衡。加强抄表比对，后期将计量点安装智
能模块并接入到全厂的过程监控系统。

如此一来，问题迎刃而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丁伟林感

慨，环保事业需要用心投入，就像一种工
匠精神，他将继续用工匠精神做好工作。

工作夜以继日 作风细之又细

丁伟林：用工匠精神做好环保事业

“绿水青山守护人”

本报记者张梦祥 本报通讯员金林伟 洪梦媛

高速出口设卡巡查、推广车驾业务网上办、全力支援
核酸检测演练……连日来，临海交警大队联合临海交通、
卫健等部门，以各种切实有效防控措施，坚决切断疫情传
播途径，筑牢疫情防控“两道门”。

24小时严防死守

“你好，请问你们从哪里来？请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配合测温。”12月21日上午，何礼构正配合防疫部门对相
关车辆驾乘人员进行拦停登记。

今年54岁的他是临海交警大队白水洋中队的一名辅
警。“从12月12日接到通知，一个班次12小时，大家全天轮
守，差不多每天要拦截1000来辆车。”何礼构说，中队警力
有限，还要支援括苍和双港出口，这些天大家都是连轴转。

何礼构说，其实白天都还好，晚上实在是有点冷。每当后
半夜执勤时，他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原地跑步取取暖。

除了辅警这一身份，何礼构还是白水洋镇小海门村的
村委会副主任。这些天他一下班，就要回村里参与执勤。由
于连续作战，工作强度大，他的黑眼圈十分明显，整个人
显得颇为劳累。不过，何礼构却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越战
越勇。他说：“疫情不结束，坚决不撤岗。”

何礼构的忙碌，是这些天来临海交警坚守防疫一线的缩
影。据悉，此轮疫情发生后，临海交警积极动员，连夜赶赴一
线进行封控工作。在辖区内13个高速出口以及214省道桐岩
岭、104国道岩坑等2个外来车流密集的国道口合理分配警
力，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服务防疫两不误

守好城市“大门”的同时，守好市民日常接触的办公场所
的“小门”亦十分重要。为此，临海市交警大队车管所快速反
应，第一时间开展窗口防控工作措施，加强办公场所和工作
人员安全防护，主动优化服务模式，多措并举，给广大驾驶
人、车主办理相关车驾管业务，提供最优服务和便利保障。

12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临海市车管所，办理业务的市
民在安保人员的提醒下，测温、出示双码后方才进入大厅。

“目前，日均办理业务的群众1000余人。我们利用门口
的小喇叭循环播放防控提醒，同时推行分散就座，定时对车
管业务大厅进行通风换气，对柜台、座椅及自助设备进行清
洁消毒，全力为广大群众营造整洁、舒心、放心的办事环
境。”临海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车管所所长狄文涛说。

此外，临海市车管所还全面推广车驾管业务“网上办”，
引导群众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浙里办平台等办理业
务，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感受到网办业务的便捷性。

临海交警——

守好“两道门”
保护一城人

本报讯（记者郑 红）换季寒潮威力非同一般，昨日
我市气温依旧低迷，北部地区在0℃以下，其他地区也只
有0℃左右。加上“湿冷魔法”攻击，全市多地下雪或雨夹
雪，市民们直呼“冷出新境界”。

上周末，天台山、括苍山等高海拔山区的雾凇带来
了一片欢腾。昨天早晨 7时许，仙居、天台、临海先后下
雪，高海拔山区下的是雪，城区也下起了雨夹雪。许多小
伙伴纷纷掏出手机，拍下了这少见的画面，甚至连微小
的几颗雪粒子也不放过，微信朋友圈也接连被刷屏。

低温加上雨雪的加入，昨天体感湿冷，“冻手冻脚”的
感觉比较强烈。好在这波雨雪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今天雨
水渐止，天况慢慢转好，2021年的最后两天将有明媚的阳
光相伴，最高气温也会慢慢“恢复元气”，从个位数冲回到
两位数，只是早晚的气温仍然较低，还在5℃以下。

不过，接下来气温反弹并不会十分明显，毕竟已经
是数九寒天，变冷是趋势所在，本月 31日受弱冷空气影
响，气温还将出现小幅下降。

“湿冷魔法”攻击
昨天全市多地下雪

本报讯（通讯员江晨怡）12月 21日下
午，黄岩区江口街道山后洋村河道里，一女
子半截腿浸在河水中，情绪不稳欲轻生。危
急关头，接警赶到现场的民警卢文伟猛冲
上去，紧紧拽回欲跳河轻生的女子。

当日下午 3时许，黄岩公安分局江口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坐在河边，
行为异常，有轻生迹象。值班民警卢文伟
立即带领几名辅警，火速赶往现场。卢文
伟一边安慰女子，缓和紧张气氛，一边看
准时机，快速冲进河里，紧紧拽回该女子。

经了解，该女子是一名外来务工人

员，与同宿舍老乡发生争执受恐吓，才有
了轻生念头。

民警经过数小时心理疏导，耐心劝
慰，该女子情绪逐渐平复，表示愿意跟随
民警回厂区。

“外面冷，你上我们的警车，这就送你回

厂里，解决你和老乡的矛盾。”民警还递上衣
服，让女子披上御寒。回到厂里，民警联系了
厂区负责人，当面调解该女子与老乡的矛盾。

经过调解和劝导，该女子情绪稳定，
对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懊悔，也对民警表
示了感谢。

民警冲入河中 救回轻生女子

这两天气温骤降，仙居县大战乡开展“情暖冬日 衣暖人
心”志愿服务活动。日前，已连续9年向家乡捐赠5000多件羽
绒服的乡贤徐卫勇、郑林敏夫妇再次出手，给乡里的残疾人、
孤寡老人等送去羽绒服等“爱心包”。 本报通讯员柯盈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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