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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恩兴）豆腐干炒
肉、凉拌香干……这两天，路桥区机
关事务中心做了不少与豆腐干相关
的菜肴。原来，在 10月 16日，该区防
疫民生热线接到了一起求助电话，

“希望能帮助解决 1000斤豆腐干销
路问题。”

“未包装的豆腐干在常温情况下
不能存放太久时间，心里很着急，这
批货价值在 4000多元，如果卖不出
去，只能扔掉。”求助人叶女士 16日
凌晨从黄岩出发准备送货到椒江，由
于开错路到了路桥，后因疫情原因，

豆腐干不能及时送到椒江。眼看着这
批豆腐干要坏掉，16日晚 8时 30分
左右，她拨通了求助热线。

接到求助后，热线工作人员多方
打听，花了 20来分钟联系到一位爱
心人士。该爱心人士买下了这批豆腐
干，考虑到量较大且保质期短的问
题，他委托路桥区机关事务中心进行
处理。“我们在接到委托后，准备将做
好的菜送到抗疫一线单位和路桥区
社会福利中心食堂。”路桥区机关事
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17日一早就
赠送完毕。

1000斤豆腐干
有了“去处”

本报讯（记者张笑川雨）“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是同底数幂的除法法
则……”10 月 18 日上午，路桥区第
二中学副校长江敏军在办公室以钉
钉 APP 为教学平台，借助平板等设
备，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初二数学课
教学。

知识点讲解、课堂练习、批改讲
解、课后拓展，和平时的线下课程相
差无几。“我尽量增加上课的趣味性，
这样学生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江敏军说，他还会在课程中途临时签
到，考察学生的到课率。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从10月
16日起，路桥全区中小学统一开展线
上教学。路桥区教育局发布通知，要
求各校高效组织开展学生居家生活
和学习指导，确保“离校不离教、停课

不停学”。通知中明确指出，各校要按
照“五育并举”的原则，编制线上教学
计划，科学编排课表，提供学生居家
生活和学习指南，统筹做好学生居家
生活和学习指导。结合各校实际，采
用“一校一平台”，鼓励利用钉钉APP
等直播平台开展在线教学。

从接到通知到实现线下教学到
线上教学的转换，路桥二中仅用了一
天的时间。“我们把所有的课程都安
排在了上午，并把线下40分钟的课程
浓缩到30分钟，确保学生们的学习效
率。下午的时间，则留给他们完成作
业和体育锻炼。”路桥二中党支部书
记、校长王丛晖表示，目前他们共开
设了 6门线上课程，1471名学生参与
线上课堂，到课率达100%。后期还会
增设音乐、美术、心理等课程，时刻关

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路桥区教育局

特别加强对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
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关
爱帮扶和心理干预，关注他们的线
上教育教学落实问题。对在集中隔
离点学生和实施线上教育教学确有
困难的学生，制定“一对一”帮扶方
案，复学后及时开展个别辅导工作，
确保在“停课不停学”中“一个都不
少、一个不掉队”。

“我们有许多学生家长是医生、
公安、社区工作人员，奋战在抗疫一
线，无法时刻登录钉钉APP保障孩子
的网课学习。学生也要每天排队做核
酸，时间不能固定。”路桥小学副校长
吴敏君说，根据实际情况，该校以学
科为单位，布置了“国家云课堂”等平

台的微课，学生只要在规定时间段内
完成学习即可，老师则在微信群里收
集问题，定时答疑解惑。

吴敏君介绍，学校还要求老师在
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状
况，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
化作业，让孩子们在家也能找到学习
的成就感。“除了学科类的知识学习，
我们还布置了劳动教育、科学小实验
等任务，尽量减少孩子们的用眼时
间，实现全面发展。”

据了解，目前路桥区 49所学校、
7.5万余名学生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线
上教学。路北街道阳光社区、中盛豪
庭等核酸检测点还陆续为上网课的
学生们开放了采样绿色通道，让学生
们在不耽误网课进度的情况下，安
全、高效地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路桥：离校不离教 停学不停课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金 迪
本报通讯员张莺莺 许海平

“救人后那名热心司机就默默离开
了，我一定要找到他，当面道谢……”10
月17日下午，市民胡先生来到玉环市区
交警中队，希望民警帮忙寻找一位做
好事不留名的面包车司机。

随后，民警调取监控，一件暖心
事慢慢浮出水面——

10月 14日上午 7时许，胡先生骑
着电动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在经过
玉城街道榴岛大道水果市场路段时，
发生三车碰撞事故。

一瞬间，胡先生连人带车被撞倒
在地，他的大女儿只是膝盖受了皮外
伤，但小儿子人被压在电动车下，单
侧脸颊擦伤，嘴唇破裂，鼻孔血流不

止，意识模糊。
“第一反应想拨打120，但摸不到手

机，应该是被撞飞了，然后整个人都懵
了，只能抱着儿子一个劲喊‘救命’。”回
忆当时的场景，胡先生还心有余悸。

此时，一辆车牌号为浙 J9D52Z的
小面包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位黑衣大
哥。他跑步上前，了解情况后，毫不犹
豫抱起受伤的孩子，上了自己的车。

一路上，黑衣大哥一边安慰胡先生，
一边加大油门，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连
闯2个红灯，仅用5分钟就将孩子送到了
玉环市人民医院，并协助护士一起把孩
子推进急救室后，他才离开。

“感谢他的出现，为我孩子争取
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一家人心里
倍感温暖。”胡先生感激地说，目前，
儿子伤势稳定，已出院在家休养。因

此，他想通过路面监控，找到这位好
心司机，当面致谢，同时也希望交警
部门能免去他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经多番核实，记者得知这位正能
量司机名叫苏良良，今年 33岁，玉城
街道九山村人，从事蔬菜配送工作。
当天，他刚去学校送完菜，路过榴岛
大道时听到车窗外有哭喊声，于是迅
速掉头。

“当时就看到一辆轿车停在路
边，两辆电动车倒地，其中一位父亲
抱着 10多岁的孩子，在地上哭喊‘快
醒醒’，周围路人纷纷拿手机帮忙拨
打 110、120求助。”苏良良说，他只有
一个念头：先救孩子要紧！

“孩子平安最重要，我只是做了一件
力所能及的小事，遇上了肯定会上前帮一
把，以后也会这么做的。”苏良良说。

了解到真相后，交警部门不仅对
苏良良情急之下闯红灯的行为免予
处罚，还为他的救人行为点赞。玉环：热心司机闯红灯为救人

10月18日，在路桥区湖滨路和
内环南路辅路交叉口，执勤警务人
员正在对经过的每个人、每辆车进
行检查登记，确保所有经过人员的
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通行证、出
行报备信息符合防疫要求，并对不
符合要求的人员进行劝返。

本报记者章增宏摄

不漏一人一车

本报记者张笑川雨

“仔细一点，记得按年龄段摆放。”
10月18日傍晚5点半，路桥区青少年
宫主任林娇平一边指挥一边搬运，在
十几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76个装满
水果、牛奶和玩具的布袋子像小山一
样码在了路桥一隔离点门口。这是送
给正在里面隔离的小朋们的礼物。

“我们提前了解了小朋友们的信
息，按照2至6岁、7至10岁、11至15岁
三个年龄段，给他们准备了手工创意、
益智、彩泥等不同类型的玩具，希望孩
子们在隔离点也能过得开心。”林娇平
说。10月17日，路桥区成立了关心关
爱小组，由共青团牵头，负责解决隔离
点孩子们的各类需求。在接到指令后，
青少年宫立马整理出了400份彩泥以
及日常课程中用到的学具。

“之前我们有过给隔离小朋友们
送玩具，但没有像今天这么难！”共青
团路桥区委书记陆婷婷说，静默期间
路桥的玩具工厂都停工了，采购成为
一个大难题。当他们联系上好彩礼品
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陈玲玲得知
玩具是送给隔离点的孩子们，就将仓

库里仅剩的 300多份价值 6000余元
的手工创意玩具全都捐了出来。

解决了采购难题，道路的封锁
也让玩具运输费了一番功夫。“申请
工作证和通行证、提前填报防疫许
可证……一路走来，路经十几个关
卡，我们最终在洪家内环南路跟厂
家的货车成功碰头。”林娇平说，对
方在隔离点外把玩具都运下车，他
们再搬到车上。

“今天要去5个隔离点，为小朋友
送上爱心礼包，接下来还会继续送。”
陆婷婷说，因为年纪小，孩子们在隔离
期间容易出现情绪不佳的问题，玩具
可以有效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如果
隔离时间延长，青少年宫的老师们还
会在抖音上推出各类直播兴趣课程，
把链接发到家长所在的微信群里，让
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课程解闷。”

“礼物收到了，十分感谢，防疫人
员们辛苦了！”“孩子终于不再一直吵
着要看电视了！”“真是意想不到的惊
喜，孩子玩得很开心。”……当天晚
上，家长们纷纷在微信群里晒出孩子
们玩玩具的照片和视频。有了共同话
题，群里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

“隔”外有情

隔离点的小朋友们
收到爱心玩具礼包

（上接第一版）
“该项目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环节，在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请
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图审等
部分材料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我们
先予以‘承诺制’先期办理，再由申请
人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补充
齐全，这样就缩短了三个月的审批时
间。”仙居县行政服务中心投资项目服
务办公室负责人张伟介绍。

今年以来，该县重塑审批流程，推
动首问即责任、承诺即办结、准入即准
营等创新机制，推动工程建设“一站式
竣工投产”,并实行“容缺+承诺”机制，
对700项境外投资项目容缺办理事项
清单的范围、时限、补正方式等内容进
行全面梳理，对企业实行“告知承诺、
容缺后补”。为合规经营、资信良好的
企业开辟业务容缺办理“绿色通道”，
如允许法人代表和股东通过线上电子

签、身份证件影像传输等方式，由经办
人全权代理完成企业办证。

“目前，269项涉企审批事项平均
缩减办事环节 5个、申请材料从 15项
减少到 4项。全县 35个重大项目审批
时间平均缩短50%以上。”仙居县行政
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卢敏介绍。

快捷化兑现打造无感智办
“现在办事真的很方便，几秒钟时

间，我们单位的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新
装申请就完成了，省时又省力。”10月
11日，在仙居县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
中心大厅的自助机办理专区，仙居县
经济开发区沃尔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薛女士欣喜地说。

如今，走进仙居县各个企业服务中
心大厅，一台台崭新的政务服务自助机
格外惹人注目。企业到任意一台自助终
端上，只凭一张身份证，无需填写表单，

一分钟即可完成申请办理事项。
依托“全链式”工业大数据应用，

该县由兑现部门对照相关政策评定标
准，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导入系统
后形成兑现清单，清单中的企业无需
申报即可享受补助。应用通过财政支
付系统直接支付，兑现流程由 7天缩
短至2天。

针对不需要第三方审计的一般性
申报类政策，该县以数据共享或承诺
制方式精简审批环节和申报材料，企
业申报后，部门即时审批、兑完结算，
兑现时长从 90天压缩到 5 个工作日
内。针对资金量大需要第三方审计的
申报类政策，通过流程再造，将申请材
料从平均 20份缩减至 3份，审批环节
从 12个缩减至 4个以内，部门按照企
业投资额完成情况分段预拨资金，政
策兑付时限从半年以上压缩到50个工
作日内。

仙居：优化政务服务 跑出助企“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接下来两年，公司陆续
引进10余台，将塑料细纱筒管生产车
间打造成了一个智能车间。

“以前生产塑料细纱筒管时，一台
注塑机上要配备4个工人，才能满足正
常生产需求。另外，由于个人差异，在
实际生产操作之时，容易出现产品工
艺不稳定，带来产品质量上的隐患。”
张小赧说，自从使用机械手、机器人之
后，根据制定的程序，生产工序更加固
定，一旦发生故障，机器也会及时报
警，最大限度保障了产品质量。

“会说话的纱管”填补
了行业空白

除了质量和生产力，三友塑业在
纱管上的创新也令同行叹为观止。

纺织领域里的人都清楚，纺纱
质量控制的难点在于追溯。纺纱经
历了纤维集中分散再集中的复杂过
程，特别是在细纱这个环节，分散到
了每一个纱锭。如果一个工厂有 10
万锭，就等于纺纱要经过 10 万个小
的生产单元。任何一个单元出现质
量问题，意味着一段不理想的纱混
进了整批产品。

如不能把混纱找出来，问题会源
源不断产生。但是三友塑业却用一根
纱管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在每

个纱管里植入芯片。通过对芯片写入
数据和读取数据，我们就能方便很准
确地判断，出了质量问题的纱来自哪
个班组、哪台细纱机、哪个锭子。”在
生产一线干了 20多年的戴云卿副总
经理是这个发明团队的主要成员，他
在一次技术大会上，把他们的智能纱
管称为“会说话的纱管”。

一只原来只承担卷绕职能的纱
管，摇身一变，成为纺织生产管理中
大数据的承载体。产品可通过对纱管
身份识别管理、生产信息追踪、质量
信息追溯提高纺纱生产工作的效率。
这不仅是行业的创新，还给整个纺织
行业带来很大帮助。

三友塑业：把不起眼的纱管做到亚洲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