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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家，不过我一点也
不孤单。在‘乡村七巧板’，朱叔叔会陪着我
们一起做游戏、聊天。”每到周末和假期，温
岭箬横镇很多乡村孩子都会准时来到七巧
板爱心服务社，朱国兵不仅要照料孩子们
的生活，还要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课余
活动。

今年 45岁的朱国兵被箬横镇村民说
起时，总离不开“热心”二字。他带领七巧板
爱心服务社，开设乡村七巧板学堂，为乡村
里的孩子提供课业辅导、平安教育、实践体
验、趣味活动等志愿服务。20多年来，服务
儿童超过4万人次。

关注“宅家的孩子”

“丢中了！把塑料瓶扔进可回收物，完
全正确！”10月13日上午，箬横镇中心小学
镇北校区内，同学们在七巧板爱心服务队
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心地玩着丢沙包的垃
圾分类小游戏。

同学们积极、踊跃的表现，让带队的
朱国兵频频抚掌大笑。而在 20多年前，站
在朱国兵眼前的乡村孩子，却不是这样的
状态。

1999年，在外创业的朱国兵被父母叫
回了老家田后村，随后担任村团支部书记，
第二年又担任了村委会副主任。

“当时负责村里的治安管理，所以每月
都要对全村开展安全检查。”朱国兵发现，
村里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和留守儿
童，因父母忙于工作，周末或假期处于无人
看管的状态。

“很多孩子的居住环境不太好，因为没
人一起玩，就在床底下养鸡养鸭当玩伴。”
朱国兵决定，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
的课余时间丰富起来。

但要照看孩子，单单凭着热心不够，
还得开展孩子们喜欢的活动。他首先想到

了当时村里小学的几位年轻老师，“村里
的孩子基本都在本地小学就读，周末由我
和老师把他们召集过来。给他们辅导功课
的同时，大家也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好玩
的活动。”

比如“一起抱西瓜”活动中，朱国兵和
村里的瓜农说好，让孩子们到地里摘一个
西瓜抱回家。游戏中，有的孩子会把瓜摔
破，有的孩子抱不动，通常最后大家合力，
把西瓜搬回家。

这个活动，一直作为保留节目持续到
了现在。

共筑孩子“七彩童年”

之后，朱国兵担任箬横镇团委副书记。
2013年，镇里建成“留守儿童圆梦行动暨
乡村七巧板学堂”。2016年 3月，温岭市乡
村七巧板爱心服务社登记成立，以“守护童
年，关爱成长”为宗旨，为留守儿童和外来
民工子女提供服务。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会聚到
朱国兵身边。

江雪娟是最早加入关爱乡村孩子行动
的志愿者之一。她说，现在“七巧板”共有
100多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如专业心
理咨询师、环保爱好者、医护人员等等。

“他们大多是主动要求加入的。”江雪
娟说，现在人多了，活动形式也比以前丰富
很多，“老大”朱国兵定期在群里发布志愿
任务，大家会凭借各自的特长和兴趣认领。

从任务表里可以看到，日常周末假期
里，孩子们能参加各类手工、安全培训等课
程，到了寒暑假，“花样”就更多了。

寒假里的“年味活动”，孩子们能体验
到打炒米、讲故事、写春联、剪窗花、包粽
子、做纸灯笼、揉汤圆等传统手艺。到了暑
假，服务社带着“小候鸟”们走出乡村，开展

“小候鸟看台州”“小候鸟看温岭”等活动，
帮助他们增长见识。

今年8月8日，服务社带着65名“小候

鸟”来到黄岩九紫溪山庄，开展“小候鸟看
台州”第七季夏令营。活动中，孩子们在水
上乐园玩耍，体验射击、滑草等项目，并自
己动手制作了午饭。

“这是我 14年来最幸福的时刻，我永
生难忘！”一位参加活动的贵州女孩，在日
记里这样写道。

帮孩子“圆梦”

“此次捐助活动，我获助2700元。今后
我会更加认真地学习，让这份爱心延续下
去。”今年暑假，在“圆梦助学 筑梦未来”助
学活动中，受赠高中生小王说。

为了保障困境儿童权益，2018年3月，
浙江省妇联招募“圆梦助学”公益项目助学

联盟组织，经温岭市妇联对接，温岭市乡村
七巧板爱心服务社成为“圆梦助学”项目的
合作机构。

朱国兵说，项目精确瞄准低保及低保
边缘家庭学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需求，
围绕“品质助学”的理念和目标，除了助学
经费和物资外，还为孩子们提供了可持续
的帮扶和关爱，“所有孩子差不多都参加过
我们的各类活动。”

经统计，5年来，服务社成功结对36位
学生，并帮助8位学生圆了大学梦，累计发
放助学金17.2万元。

对于这些年的公益活动，朱国兵说：
“虽然每天都很忙，有时自己家的事也会顾
不上，但能看到孩子们的笑容，就是我最大
的快乐！”

朱国兵：拼出乡村孩子的“七彩童年”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35对环卫夫妇圆梦婚纱照，18

个环卫家庭拍摄了第一张全家福，342名环卫工人参加带
薪疗休养……近年来，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让环卫工人及亲属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该局也在关爱环卫工人方面推出了不少新举措，
努力为环卫工人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台州家。

这两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推进环卫“安居工
程”建设，通过盘活各类现有公共建筑、闲置土地及其他
社会资源，积极推进环卫“安居工程”，按照每人 20平方
米的标准，落实居住用房。

在玉环汽摩园区，老旧的园区公租房通过改造焕然
一新，住进了第一批环卫工人。在椒江，原城发集团海东
造船厂的几栋空置宿舍用房，全部以免租金的形式用于
安居工程建设。

每月省下好几百元的房租，工资够用还有结余，环卫
工人阳发富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截至目前，台州已落实环卫安居用房 3.8万平方米，
解决了近1900名环卫工人的居住问题。

2017年起，我市借力“公厕革命”，引入环卫工人休息
中心功能，推进环卫驿站建设，打造了一批功能复合型的
驿站式公厕，给环卫工人提供了爱心休息点，实现了一线
环卫清扫工“在清扫作业过程中能喝上一杯热水、吃上一
碗热饭，有一个歇脚之地”的心愿。

截至目前，已建成该类型的环卫驿站15座。同时，盘
活 26个分布在公园、广场周围的市政管理用房，通过设
施提质改造达到“爱心休息点”标准。

在社会层面，各级公益团体、爱心单位、商家、市民也
都在关心关爱环卫群体，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市总工
会、金融单位率先带头建设共享型“爱心休息驿站”215
个，供一线工作者休憩。

今年是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牵头开展“关爱环
卫工人”系列活动的第九年，累计点亮了2万人次环卫工
人的微心愿，获评台州网络风云榜最具影响力项目。

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教处的工作人员王婷是九
季活动的筹划者和组织者。她说，环卫工人是很容易“知
足”的群体，一点点的关爱都会被他们放大，一点点的快
乐都会倍加享受。

我市连续九年开展相关活动

关爱环卫工人
传递社会温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有关规
定，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

一、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内容：整合后总面积 79.82

平方公里，核心区块东至横淋线、百
丈路；南至横湖东路、西至田园路；北
至中心大道、长江路；用地面积约7.52 平方公里。东部区块东至海岸
线，南至东南工业园区 2号路、西至228国道；北至新河至滨海伍佰屿连
接线；用地面积约 67平方公里。上马
工业园区东至淋石路；南至安澜路、
钓箬路、西至海滨大道；北至下坦路；
总用地面积5.3平方公里。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查阅方式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www.wl.gov.cn/art/2022/10/24/art_1413587_59009012.html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
书已放至建设单位，公众可以联系建
设单位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有关公民、法人、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wl.gov.cn/art/2022/10/24/art_1413587_59009012.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

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真实姓名、
联系方式、常住地址等，以便根据需
要反馈。

建设单位：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76-86680630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松

航中路1号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邮箱：113984007@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10月26日-2022年11月9日（信函
以邮戳为准）。

公示单位：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公示时间：2022年10月26日

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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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彰显核心价值观

朱国兵组织孩子们参与垃圾分类趣味活动。本报记者章 浩摄

本报讯（记者盛鸥鸥）高素质人才培养
取得新突破、校企协同育人取得新进展、专
业建设水平呈现新生态……10月 24日下
午，全市职业教育创新高地工作推进会在
台州市教育局举行，各县（市、区）教育局、
台州高职院校相关负责人围绕职业教育创
新高地建设标志性成果打造、贯彻落实《台
州市临港产业带职业教育发展规划》重点

工作推进情况等进行
交流讨论，在总结经
验、肯定成绩的同时，
共商台州职教“窗口”
城市建设高质量推进
之策。

据悉，自 2021年 1月以省部共建的形
式建设温台职教创新高地以来，台州已形
成市级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协同，职业
院校、企业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建设格
局，深度挖掘、重点培育，成效明显。

“经过近两年项目化清单式地高标准、
高水平推进，我们取得了‘一年成式’的阶
段性成果，并朝着‘两年成是’目标持续迈

进。”市教育局高等与职成教处处长郑琳
说，接下来将继续落实好《台州市职业教育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台州市临港产业带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精准聚焦混合所有制
办学、长学制办学、服务民企发展、职教助
力共富等台州职教亮点，推动标志性成果
提档升级。

如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有效衔接？这场推进会也给出了台州
职业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据悉，围绕助力五
大产业城建设，一批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
等新兴专业和康养、家政等人才紧缺专业
正在积极发展中，职技融通、技术工人“扩
中”“提低”改革得到不断深化，推动打造职

业教育的成长全链条。
“从此次推进会可以看出，从上到下

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职业
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意识越来越
强，高职与中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职
教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如何持续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台州市教
育局党委委员林鉴兵认为，应以职教创
新高地建设和“双高”建设为契机，对标
相关方案要求，梳理目标、明确任务，深
入推进、创出特色。同时，还要聚焦临港
产业带发展规划和各地特色优势产业，
不断优化院校布局和专业布局，以高品
质职业教育聚人、育人、留人。

我市举行职业教育创新高地工作推进会

高质量推进职教“窗口”城市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郭雅婷）“叔叔、
阿姨，这是刷单诈骗的防范贴士，你
们一定要仔细看哦！”10月 14日下
午，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门口，一
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拉开序幕。

活动前，石塘派出所民辅警先
带着同学们学习了解了当前诈骗的
常见手段和防范知识，提高同学们
自身的反诈知识储备。之后，民警向
同学们介绍反诈集中宣传活动的主
题和重点，为同学们做了“反诈宣传
专项培训”，并告知他们在宣传时应

当选取哪些侧重点，应当如何向过
往群众和家长讲解反诈知识、“国家
反诈中心”APP如何安装等。

活动开始后，参与宣传的同学
们在民辅警的鼓励下，向过往的群
众分发反诈宣传单，并仔细地为大
人们讲解他们学到的反诈知识。

看着同学们积极认真的开展反
诈宣传，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聆听孩
子们为他们上的这节反诈课，还在
孩子们的引导下拿出手机安装了

“国家反诈中心”APP。

大手拉小手 反诈齐步走

▶10月21日，临海沿江镇纪委工作人员在龙角尖水库施工现场了解情况。
龙角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系省级一般水利建设项目，眼下正进入水库主体

建设收尾阶段。该项目承担着供水、防洪、灌溉等综合功能，为周边群众的生产和
生活提供切实保障。近期，该镇纪委还深入本地6个临海市2022年度“实干创新、
突破跨越”项目攻坚年项目施工现场，履行纪委监督职责，紧盯项目建设关键环
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跟进，确保民生项目落地。 本报通讯员王妙其摄

沿江沿江：：开展民生项目监督检查开展民生项目监督检查
10月19日上午，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洪家派出所

民警来到坦邱村，为一位行动不便的85岁老人采集
指纹，拍摄照片，办理身份证。图为民警正在为老人
采集指纹。 本报通讯员何文斌摄

上门办证上门办证

本报讯（记者张 怡 通讯员陆琦轩）“您好，我娘
在山上被野猪夹夹住了，你们能帮忙吗？”10月 21
日，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塍所接到求助电话
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救援。

“耗时18分钟，我们就到达能仁山的山脚下，在
与当地村民以及东塍派出所工作人员交流中得知，
还需步行近1小时才能到老人被困的位置。”该所工
作人员王佳健说。

“快点，再快点！”山路崎岖难行，但考虑到老人
在山上多困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救援人员顾不上
处理被树枝划伤的伤口，以最快的速度赶路。

到达现场后，只见被困老人坐在地上，面色痛苦
但没有大面积流血，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由
于现场没有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一行人又没有拆
除野猪夹的经验，救援陷入停滞。

“不拆除野猪夹直接背老人下山，很可能导致老
人二次受伤。我们和东塍派出所的民警商讨后，还是
决定现场拆除野猪夹。”王佳健说，在众人的合力之
下，野猪夹很快被拆解开，老人顺利下山并在医院得
到及时治疗。

据了解，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东塍所多次和东塍派出所开展合作，对非法狩
猎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今年 8月，我们双方合作，先后破获抓野猪和
用气枪打斑鸠2起非法狩猎案件。下阶段，我们将继
续紧密合作，杜绝一切非法狩猎行为。”该所所长方
剑波说。

老人踩到野猪夹
众人合力上山救援

本报记者洪佳祯

理发美发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项目。疫
情常态化防控状态下，作为人流量较多且比较封闭的公共
场所，各家理发店是否严格按照要求做好防疫工作？10月
25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理发店。

当日下午3时许，虽不是人流量高峰期，风剪云耀达店
内仍有3名顾客正在理发。见到来人，门口工作人员礼貌上
前接待。

“先在门口扫一下台州畅行码，测一下体温。”在门口测
温处，记者观察到，桌子上摆有口罩、消毒液、免洗消毒凝胶
等防疫物资。

“前来理发的顾客，都需要进行扫码、测温、查看3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记录这个流程，如果核酸超过3天，我们会劝
离顾客。此外，店里还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晚两次

对店里实施消毒，确保店里的卫生安全。”风剪云耀达店的
店长陈宗超介绍，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该店理发、美容
公共用具消毒设施和制度均落实到位，理发用具做到一客
一消，配备的数量能满足清洗消毒周转的需求。

陈宗超介绍，为配合防疫工作，门店还会督促员工按时
进行核酸检测，每天上班前测体温，抓好员工日常健康监测
并及时做好台账登记。

在椒江MK燕青理发店（珑悦店）入口处，同样摆放有
台州畅行码和防疫物资，前台工作人员邓士雨在查看了顾
客陈女士的台州码后，为其提供了口罩并提醒其正确佩戴。

走访中，记者注意到，大部分顾客进入理发店都能主动
扫台州畅行码、查验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但还不太习惯理发
时佩戴口罩。经店员提醒后，前来理发的顾客也十分配合，
并对此表示理解。“现在疫情形势严峻，全程佩戴口罩也是
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一位正在理发的顾客说。

理发时应全程佩戴口罩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