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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筱筱文/摄
6月 15日，2022年台州中考正式拉开

帷幕，我市9个考区、109个考点、2307个考
场迎来 67843名考生，莘莘学子们以纸笔
为戎，满怀憧憬逐梦考场。我市今年的中考
时间为 6月 15日至 6月 17日，昨日，语文、
科学科目已开考，接下来，数学、历史与社
会道德与法治、英语科目也将陆续开考。

早上 7点，记者来到椒江区第二中学
考点。距离开考还有两个小时，考点外已
陆续有学生和家长到来。在现场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考生戴好口罩、接受测温后，有
序进入考点，家长则即送即走，未多做逗
留，，给考生们创造了一个安静有序的应
考环境。

有的考生捧着翻开的书页，选择再
“啃”上几页知识进入考点；有的则和同学
聚在一起，相互加油鼓劲；还有的考生信心
满满，大步向前。

“加油！”家长王女士目送孩子进入考
点后，准备先回去，等孩子考完后再回来
接。王女士说，学校在中考前就向家长发了
倡议，出于疫情防控考虑，建议家长不在考
点前聚集。

“不要急。”8点10分，大部分考生都已进
入考点，考点外有些冷清，个别考生跑着进

入考点，考点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温馨提醒。
为了给孩子在中考讨个好彩头，不少

家长和老师特意将红色“穿”在身上，祝福
考生们旗开得胜。

“不放过每一点疏漏，不放弃每一分希
望。”“深呼吸，笑一笑，心态平常不焦躁。仔
细看，精心想，全盘统筹必能成。”“人易我
易，我不大意；人难我难，我不畏难。”……
考点外，温馨标语为考生们加油鼓劲。

中考，疫情防控不松懈。现场，考务等
工作人员经入口处查验健康码、行程码、48
小时内核酸证明进入。

“每个考点，都有我们防疫同事值
守。”椒江区第二中学考点防疫副主考、海
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齐鸣介
绍，考试前一天，已指导学校对考点进行全
场消杀，考试期间，对考场每天进行至少一
次的消毒。

“通过提前踩点和排摸，我们已指导学
校备全防疫物资，并为备用隔离考场提供
好相应的紫外灯、防护服等物资。”齐鸣说，
他们还帮助学校在校内搭建了临时核酸检
测点，该校近日在此处做了全校的核酸检
测。据了解，中考期间，考点提供应急核酸
检测加抗原检测，有一辆送检机动车会在
考点等待，以备不时之需。

考生赴考时应尽量提前出行，为入场

检查、体温检测留下足够的时间，并自觉服
从考点学校及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和要
求。需要注意的是，开考 15分钟后不准入
场（英语科开考铃响后不得入场），考生在

非考试时段应佩戴口罩，出入考场请保持
有效安全距离。

多年的积淀，只为此刻的厚积薄发，加
油，少年们！

中考启幕，全市67843名学子逐梦考场

图为在椒江区第二中学考点，同学们进入考场。

本报记者张梦祥文/摄
“来啦，喜欢吃什么就多拿点，一定要

吃好玩好。”6月 11日上午，在天台县始丰
街道慈恩村，许式晓正忙着招呼前来自助
烧烤的客人。

烧烤摊、家庭农场、民宿……许式晓涉
猎的行业不少。虽身有残疾，但阻挡不了他
一心向上和不断拼搏的决心。

在他的带动下，如今村里不少人跟种
油茶、开设烧烤摊。这也成了村民发家致富
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自强不息先致富

2006年，一场突发车祸，让许式晓昏
迷了 7 天 7 夜。好不容易救了回来，却造
成他脚筋断裂收缩，留下终身残疾。之后
的两年，许式晓在康复中度过。康复需要
大量资金，家中积蓄越来越少，孩子们都
还要读书，许式晓下决心要重新担起养
家重担。

2008年，许式晓看中獭兔养殖行当，
经过一番考察学习后，他办起了全县第一
家獭兔养殖场。“一开始养了几百只，后来
有六七户人家跟着我一起养，我们就成立
了合作社，基本上每个月出栏数可达 3000
余只。”

4年后，养殖獭兔行情开始走下坡路，
许式晓及时把握市场行情，果断转行，回村
承包荒地种植油茶。而后，他又顺势开起农
家乐、办起自助烧烤摊。直到2016年，许式
晓将产业整顿升级，成功办起街道第一家
民宿，打造吃住游一体化服务。

成功没有偶然。“当年为了开农家乐，
我和妻子两人还特地去培训考了厨师证。”
许式晓告诉记者，虽然每天都很忙，但为了
提升菜品，他们毅然报名了厨师培训，每周
都抽出一个晚上去进修，前后花了半年多
时间。

随着生意一日日红火起来，他的农家
乐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当时外地游客老
是问我天台哪里好玩，我虽是本地人却也
说不上来。”这让许式晓很是困扰，他又去
参加了导游培训。如今，遇到外地游客的提
问，他都能侃侃而谈。

在许式晓办的民宿一楼，橱柜里摆
了不少茶油和果酒。“这些都是我们自
己做的，要是有客人看到喜欢，就会带

点走。不用出门，我们在家里就能解决
销路。”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许式晓种植的油
茶已超 200多亩，自助烧烤摊位达 37个，
民宿房间达 17 个，受到了各路游客的一
致好评。

言传身教帮共富

早年，许式晓还在养殖獭兔时，他便大
方鼓励身边人一起养殖，共同致富。安科村
的葛益棋便是受益人之一。

葛益棋因自身残疾，一直对自己没信
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主动找到许式晓
学习獭兔养殖技巧。得知葛益棋没有资金，
许式晓二话没说主动垫资帮他办起养殖
场。在许式晓的全心帮助
下，葛益棋摆脱贫困，并修
建了新楼房。

许式晓的大气远不止
于此。

自助烧烤摊做出名气
后，来往的顾客越来越多，
经常出现等位的情况。为
了化解顾客长时间等位的
尴尬，许式晓主动向村民
抛出橄榄枝，邀请他们一
同开设烧烤摊，还免费传
授经验。

不少人觉得许式晓有
点“傻”。许式晓则说：“时间
等久了，顾客体验也不好，
以后可能就不想再来了。为
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就
会跟其他摊主联系是否还
有位置，然后劝说顾客先过
去用餐。”

如今，慈恩村每走几步
就会出现一家自助烧烤。村
民在竞争中合作，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因村里大部分年轻人
都外出工作了，现在留在
村里的多是老人。看到不
少老人每天都要将新鲜的
瓜果蔬菜运到城里去卖，
许式晓想帮帮他们。“反正
烧烤摊每天都要买菜的，
有些当季蔬菜就直接向村
里人收，老人家们也不用
到处叫卖。”他说，他们每

天都会提供玉米、番薯等当季蔬果供来
往顾客食用，往年一个冬天下来，基本上
要吃掉 10来万斤番薯。

值得一提的是，为帮助因病致贫、因残
致贫、因残返贫的弱势群体，在天台县残联
的帮助下，去年，许式晓创办了工艺品加工
厂，为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家庭带去希
望。“就是做塑料仿真植物，特别简单，残疾
人在家就能做。”许式晓说，为了方便大家，
他会派专人上门指导、包学包会，还负责送
货上门、收货到家。

“现在工艺品加工厂已有 40 多名固
定员工，基本都是残疾人。”正因自身不
幸，许式晓深切希望能为更多的残疾朋友
提供就业创业机会，带领他们脱困致富，
过上好日子。

许式晓：让更多的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掉队》系列报道

图为许式晓图为许式晓。。

连日来，临海交警开展新国标电动车淘汰置换
大宣传活动。图为6月15日，交警在白水洋镇政府广
场组织的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宣传活动场景。

本报通讯员金林伟 丁晓飞摄

本报讯（通讯员赵 云 李赛佳）“我没有参与快
餐店的经营，我只是挂了名。”近日，一起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的被告人陈女士，委屈极了。

她所说的这家快餐店位于温岭市箬横镇，原告老
王是卖猪肉的，为快餐店的供货商。老王称，2019年7
月至9月，他陆续向快餐店供应猪肉、肉排等肉类货
物。截至2019年9月，快餐店尚欠货款5.4万余元。

多次催讨无果，今年3月，老王向温岭市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快餐店合伙人陈某被老王列为被告。

陈某提出异议，称快餐店是其和陈女士的婆婆
徐某等人共同经营的，他们都有筹钱给徐某担负快
餐店的亏损，没想到徐某跑到外地去了，留下一屁股
的债务，老王不能单单告他一人。快餐店之前登记的
个体经营者为陈女士，老王遂将陈女士也列为被告。

开庭时，陈女士由丈夫陪着来到法院。陈女士
说，在她和丈夫结婚之前，婆婆让她挂名快餐店的经
营者。当时，婆婆称自己的征信出了问题不能挂名。
陈女士不好拒绝，便同意了。

但是，陈女士从未参与快餐店的经营。这一点，
陈某和老王都表示同意。

只有挂名，未参与经营，陈女士可以免责吗？根据相
关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
者为当事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
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法院对此案进行调解。考虑到陈女士的实际情
况，陈某表示愿意承担其中一部分。最后，三方达成协
议，陈女士和陈某各支付给老王4.2万元和1.2万元。

法官说法：因工商登记的信息有公示效力，登记
经营者虽未参与经营，也未从经营者获利，但对外仍
要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担责任后，登记经营者可向实
际经营者按照内部协议约定进行追偿。

快餐店拖欠货款
挂名老板赔了4.2万元

淘汰置换大宣传淘汰置换大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周柳男）“怪我太
大意了，她妈妈在我们这里上班，想
着是熟人介绍就没检查身份证，没想
到她还没满 16周岁。”椒江区一劳动
密集型单位的部门经理懊悔不已。

6月 12日是“世界无童工日”。近
日，椒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了一
起非法使用童工的案件，该案件是人
力社保领域职能划转后，该局办理的
首起人力社保领域案件。

据调查，该单位非法使用的童工
柯某于2021年年底从老家来椒江，柯
某妈妈见女儿空闲在家，就介绍她到

自己工作的单位上班。
该单位负责人在招聘时，未核查

柯某的身份证就直接录用其上岗。直
到今年4月该单位因存在非法使用童
工被投诉至椒江区人社局，椒江区人
社局经核查发现，柯某于 2006年 6月
出生，参加工作时年龄未满 16周岁，
属于童工。随后，椒江区人社局将相
关证据移送至椒江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进行处理。

收到移送函后，椒江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随即对该单位进行立案查
办，调查后发现该单位违法使用童
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禁止
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 364号）
第六条及《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最

终对该单位做出罚款 2.25 万元的行
政处罚。

近年来，外卖配送、快递和餐饮
等劳动密集型单位用工需求激增，企
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再加上经营单
位法律意识淡薄等因素，非法使用童
工的情况时有发生。

“非法使用童工是用工‘高压
线’，一用即罚。随着人力社保领域
的处罚职能划转至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我局也将加大在该领域的执法
力度，发现一起，严查一起。”椒江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机动中队负责
人陈杨提醒，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要
仔细核查员工身份；父母也应履行
好监护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
权益。

上岗前未核实员工身份
椒江一单位被罚2.2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