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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何文斌）椒江大桥原本3分钟的
车程，一辆警车却“龟速”行驶了 15分钟，这是怎么
回事呢？原来，这辆警车正在护送一位坐着电动轮椅
行驶在机动车道上的老人。

9月1日上午10时许，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接
到报警称，有一位坐着电动轮椅的老人，在椒江大桥
章安往椒江城区方向的机动车道上行驶，情况十分
危险。

接警后，章安派出所民警、辅警开着警车迅速赶
到现场，只见一位老人坐着电动轮椅行驶在机动车
道上，旁边车辆纷纷避让。为确保老人安全，辅警立
即下车，上前拦住老人，告知他这是机动车道，来往
车辆多，很危险。

由于轮椅太大放不进警车，辅警一边帮忙推轮
椅，一边提醒老人，要走护栏外的非机动车道，并向
他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同时，警车一路尾随护送，直
至将老人送到安全地带。

轮椅老人误入车流
警车一路尾随护送

本报讯（通讯员孔若敏）9月2日，温岭市公安局
城东派出所民警面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盗窃电瓶
车的嫌疑人吴某，用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最终以“零
口供”将其绳之以法。

8月 31日晚上 9时许，城东派出所接到市民林
先生报警称，其停在城东街道九龙湖路边的电瓶车
被偷了。办案民警调取中心现场及周边的视频监控，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吴某，并于 9月 2日 8时许，在吴
某的暂住处成功将其抓获。

经侦查，嫌疑人吴某是一名惯犯，2011 年至
2021年间，曾多次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民警
审理发现，吴某的反侦查能力较强，自被抓获归案后
一直拒不承认其盗窃电瓶车的违法事实，他认为“只
要不承认，公安机关就没办法”，还摆出一副顽抗到
底的架势。

然而，经验丰富的办案民警，又怎会让前科累累
的吴某逃避法律的制裁？民警在吴某的暂住处找到
其盗窃电瓶车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和裤子，还找到被
盗电瓶车的钥匙，并在其暂住处附近找到了被盗的
电瓶车。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原本百般抵赖的吴某
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

目前，吴某因构成盗窃，被温岭警方行政拘
留 15日。

惯偷百般抵赖
民警零口供定案

本报讯（通讯员曹仙芝）“太感谢你了，还专程给
我送来身份证！”近日，玉环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户
籍民警辗转 1个多小时，来到位于海山乡横床村村
民张大爷的家中，看到民警给他送来的身份证，张大
爷连连致谢。

据了解，横床岛是玉环市海山乡管辖的一个岛
屿，岛上人口约1500人，在岛人员以老年人居多，居
民进出岛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轮渡，连邮政快递都到
不了家中。在“一标三实”入户信息采集中，陈丽敏了
解到岛上的三位老人没有身份证，主动上门为老人
办证送证，将“办证窗口”搬到群众家中。

小细节推动大温暖，新城派出所努力打造“三
能”办证窗口队伍，聚焦老年人和特殊群体办理证件
的需求，通过“上门办证+绿色通道”等举措，为群众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今年以来，该所通过窗口“优先办”，掌上“随时
办”，主动“上门办”等形式，为辖区群众共办理流动
人口登记2266个，各类证件556份。

内修外练守好关，该所依托每周例会，定期组织
开展业务培训和集中学习，强化窗口民辅警的职业
道德修养和业务办理水平，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效能。

“办事前总担心材料没带齐，现在可好了，动动
手指就能把证件办好了！”“下载个APP就能把想办
的证都办好了，老省事了！”在窗口民警手把手地教
授下，许多老百姓已经能在一窗通办2.0平台应用上
熟练办理各类证件，深刻享受到该所推行的网上网
下服务机制改革带来的轻松便捷。

新城派出所：
小细节推动大温暖

9 月 5 日上午，椒江区大陈镇消防队员将台风
“轩岚诺”刮倒的树木及时清理，恢复了道路畅通。

本报通讯员徐晨江摄

清理倒伏树木保畅通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

“佳琪（化名），恭喜你考上了大学，
真替你高兴！”8 月 26 日上午，在温岭市
箬横镇浦东村，佳琪的家中热闹极了，
还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当天，箬横镇民
政办工作人员和残联旭日志愿者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围坐在佳琪身边，祝贺她
考上了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并为她送上
慰问物品。

佳琪是一名听力障碍患者，求学之路
并不平坦。“我从小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能
上一所大学。能走到今天，除了亲朋好友和
老师的关心关怀，最感谢的就是‘添翼计
划’了。”佳琪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家庭重病或残疾
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2015 年浙江省民
政厅推出一项集中养育康复的“添翼计
划”项目，其主要是为有需求的 7岁至 18
岁“折翼天使”免费提供集中养育和康复

训练。
箬横镇残联专职委员江于萍介绍，

为让“添翼计划”更接地气，镇里就将民
政、残联、妇联、团委、学校等部门单位资
源力量充分整合起来，创新实施“添翼计
划”“1+4+13+N”模式，围绕“添翼”青少
年实际需求，联合全镇 4 家“残疾人之
家”和 13 家中小学校、幼儿园及社会志
愿团体、教育基金会，将项目与“圆梦助
学”等其他救济类项目服务有效衔接，并
延伸至基层一线，让“折翼天使”在接受
康复训练的同时，享受到助学金等一系
列“添翼”福利。

箬横镇第一位通过自学单招考入大学
的残疾小伙小林，就是“添翼计划”的受益
人之一。

“我身患先天性白化病，且自小就伴有
严重眼疾。多亏了‘添翼计划’，让我圆了大
学梦。”小林说，他不仅可以到指定地方进
行康复训练，还获得了一笔助学金，“大学
前两年里，为我报销了大学学费和住宿费
约1.2万元。”

据了解，7年来，箬横镇先后开展“添
翼计划”150余期，服务贫困家庭重病及残
疾青少年近 2000人次，其中有 21人通过

“添翼计划”圆了大学梦。

箬横：“添翼计划”帮助21人圆了大学梦

本报记者郑 红

疫情发生以来，餐饮业经历了诸多不确
定性。今年以来，台州以浙江省食责险试点工
作为契机，创新推出“无忧”系列食责险，助力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抗击疫情、防范意外风险。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6.31万家食品经
营单位投保食责险，其中公益险财政投入
419.89万元，保额 6.5亿元；商业险企业投
保保费累计149.58万元，保额22.8亿元，有
力提升了食品经营单位抗风险能力。

9月 1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服务规
范》《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费用测算规范》两个
台州市地方标准正式实施。“地方标准填补
了行业空白，为食责险提质增效提供了示范
借鉴。”台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标准提质，实现“域上延展”

作为浙江省食责险试点市，今年我市
以市场为导向，创新推出“无忧”系列产品，

在餐饮行业、食品流通和生产领域分别推
出“食疫无忧”险、“食惠无忧”险（含“冷链
无忧”）、“生产无忧”险。通过层层递进、迭
代升级，自主投保 1337家，以 92.9万元保
费撬动4.6亿元保额，实现以“无忧”食责险
解民忧、保民生、护经济。

据了解，两个地方标准打破了传统保
险重补偿、轻服务、轻防灾的模式，全面完
善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事前、事中、事后服
务体系。保险公司运用事前风险评估、事中
风险管控、事后风险保障等方式，协助政府
向社会大众输出专业化食品安全风险保障
服务。

“通过常态化开展‘事前风险评估+事
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保障’服务，根据商
家需求定制服务内容，不定期开展‘体检
式’预防检查，协助商家自查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免费为投保商户提供投保牌匾、
外卖封签和可降解塑料袋等。”台州市市
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协调处工作人员介绍，
黄岩、仙居等地还为部分投保经营户提供
防疫消杀补贴。

7月 28日，玉环双敏水产品经营部采
购的一批进口冷链食品在物防闭环管控中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按照相关规
定，该批冷链食品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销

毁），并第一时间启动快速理赔程序。
8月 12日，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玉环市支公司，玉环双敏水产品
经营部王某完成了“食惠无忧”食品安全责
任险的全部理赔手续，获赔 4.3万元，食责
险保障继续有效。

据悉，这是浙江首张理赔成功的“无
忧”系列赔付单。高效、便捷的服务得到了
投保经营户点赞。

该工作人员介绍，“无忧”系列食责险
提供快速理赔通道及预付赔款等服务，对
属于保险责任的重大损失事故且赔偿金额
无法确定的，提供预付赔付。

标准增效，实现“量上突破”

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就如何进一步提
升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救助水平、推动餐
饮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不断探索和实践。
2020年 11月、2021年 1月，浙江银保监局
及台州银保监分局分别与浙江省和台州
市食药安办、金融办联合发文推进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以下简称“食责险”）工作。
2021年底，食品安全公益险在台州实现全
覆盖。

“为保证从业人员的素养和能力，我

们积极加强食责险队伍建设，与台州科
技职业学院建立校政企战略合作，依托
线上线下宣传阵地，对业务员、协管员及
志愿者开展食品安全系统培训。建立与
乡镇基层责任网的协作联动机制，聘请
乡镇网格员兼职食责险日常回访。”该工
作人员说。

我市还积极探索食责险助力共富，
委托第三方专家团队，开展“体检问策”，
根据检查情况提出整改方向和升级建
议，助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同时，整合
各方资源，拟与蚂蚁金服合作，建立“食
安指数”，将投保情况、食品安全监管情
况纳入银行信贷指数，给投保经营户减
利率、增底气。

此外，我市将食责险融入“大食品”监
管，联合高校学生、义工等社会力量，组建
食责险志愿者服务队，强化食责险社会共
治。截至目前，各地志愿者服务队累计参与
疫情防控、食安科普宣传等活动 47次，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3800余份。

“我市将以此次地方标准编制为契机，
积极探索具有台州特色、适应市场需求的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该工作人员表示，通
过标准编制，实现食责提质增效，让其成为
台州社会治理新名片。

通过地方标准提质增效

我市打造食责险“台州样板”

本报记者李筱筱文/摄
水汪汪的大眼睛，时而蹦蹦跳跳，时

而环绕身旁……9月 1日晚，市民夏兆淑
带着爱犬“毛毛”来到椒江云西公园遛弯。
她一路注意爱犬的状态，用随身携带的卫
生纸，捡起犬便装入垃圾袋，丢入附近的
垃圾箱。

“身为养犬人，自觉自律非常重要。”
夏女士说，每次遛弯前，她都会为爱犬拴
好牵引绳，备好卫生纸、垃圾袋。

“看到路上的犬便真的挺反感，想想
如果自己不小心踩到该多恶心，推己及
人，清理自家‘毛孩子’制造的便便很有必
要。”夏女士说，而且小狗有时候还喜欢追
着人跑，很可能会吓到老人或小孩，所以
养犬人应该逢出门必牵绳。

同时，她还为爱犬办理了“犬牌”，定
期为爱犬接种疫苗。她说，以前自己在这
方面意识比较淡薄，但随着文明养犬宣传
的不断深入，平时在社区橱窗、休闲绿地
等地受到相关部门的宣传引导，对这方面
的法规也有了认识，文明、安全养犬的意
识也提高了。

在市区的小区、公园，记者观察发现，

市民遛狗拴狗绳、自觉铲屎的现象比较普
遍。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人王大姐也表示，
以前，早上和傍晚的遛狗高峰期一过，路
边、绿化带里、人行道上就会留下不少犬
便；现在，大家都比较自觉，部分也会听
劝，犬便也相对减少。

“养狗本来就是爱心的体现，但如
果影响到别人安全和生活就不大好，还
是需要约束和规范，只有做到文明养犬
才能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市民小杨
表示。

文明养犬是文明社会的体现，争做文
明养犬人，创建美好家园是每个养犬人的
责任和义务。随着我市文明养犬宣传的不
断深入，遛狗拴绳，随时清理犬便等文明
养犬行为渐成社会新风尚。

此外，记者留意到，为了规范市民文
明遛狗，在市区的多个公园、广场还设有

“宠物公厕”，即公共场所设置的专门为宠
物犬提供的大小便场地。

“作为宠物的第一‘监护人’，除了
陪伴玩耍，也要肩负起文明养犬的责
任，外出遛狗，牵好‘文明绳’，带好‘文
明袋’，你的宠物才会人见人爱。”养犬
人士潘女士说。

牵好绳，带好袋

文明养犬渐成社会新风尚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胡萍 孙胜
敏）“没想到这次报批手续和许可证
办得这么快，多亏了临海建设局工
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十分感谢。”近
日，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
简称临海市建设局）针对临海市慈
宁医院等重大民生项目，点对点精
准服务，手把手贴心指导，全力保障
项目加速推进，赢得了项目相关负
责人的认可。

据了解，临海市慈宁医院项目位于
古城街道紫沙岙原看守所，由温州康宁
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占地面积
29871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16020万
元，预计 2025年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
可解决临海康养人群及精神障碍患者
的就近看病难问题，促进临海市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
为使该项目尽快落地，临海市建设

局主动靠前服务，跟踪项目进度。8月
23日，该局行政审批科主动联系项目报
批负责人来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窗口，
当面指导其办理城市配套费、人防易地
建设核实、人防质量监督、台州市建筑
业管理系统上报手续，以及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平台3.0办理施工许可等所需
材料及注意事项，并制定各个审批事项
办理进度的时间节点，要求尽可能提前
完成。

其间，由于项目报批负责人不熟悉
相关报批手续，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耐
心指导，最终于8月30日晚上成功办理
该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实现项目比原计
划提前16天开工建设。

临海：点对点“保姆式”服务
助力项目早开工

图为椒江云西公园内的“宠物公厕”。

温岭松门是浙江省“鱼鲞之乡”，已形成了生产、加工、包装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温岭
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推动食品生产主体实施“车间革命”，规范提升鱼鲞加工行业。图为市场监
管工作人员指导鱼鲞加工行业开展放心消费建设。 本报通讯员陈梦洁 叶婷婷摄

擦亮鱼鲞擦亮鱼鲞““金名片金名片””

决战决胜全国文明城市·为身边的文明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