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事 新鲜事 感人事 烦心事 请拨：88894000责编/版式：周子凝 邮箱:rx88894000@126.com

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5 民生新闻

为身边的文明点赞

本报讯（记者洪佳祯）“台州畅行码”是
用于场所日常防疫管控的二维码，它一般
放置在各个公共场所的入口处。此前，市民
们进入公共场所需用手机支付宝扫一扫，
将扫码结果出示给场所检查人员。现在，为
进一步方便市民使用，“台州畅行码”迎来
重大更新——支持微信端扫码。

市民们首次使用，可用微信扫一扫识
别小程序码，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台州码”，
选择“小程序”的搜索结果，找到名称后有

“政府”备注的“台州码”小程序。打开后点
击右上角，选择“添加到我的小程序”。

首次使用需要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
通过人脸识别验证。验证完成后，即可点击
屏幕中间的图案，扫描场所里的“畅行码”。
下一次使用时，可直接下拉微信主页面，在

“我的小程序”中直接打开“台州码”。
据了解，“台州畅行码”自 2021年 3月

上线以来，已经历多次更新迭代，逐步覆盖
台州行政机关及重点企事业单位、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商超、市场、银行、酒店、
汽车站（公交车）、火车站等人员聚集场所，
目前全市已有22.92万个场所开通了“畅行
码”，累计扫码量 2.619亿次，10月以来日
均扫码量达161.5万次。

上一次的更新中，“畅行码”扫码后
的展示页面实现“四码合一”，包括全省
首创的通行许可提示，并集成了核酸阴
性证明、健康码、行程码等信息。此次更
新后，“台州畅行码”将支持支付宝、微信

两种扫码方式。
得知消息后，记者马上进行亲测。首次

登录验证个人信息仅用半分钟，随后打开
“台州码”微信小程序，就会进入到“请扫一
扫通行场所码”的蓝色界面，点击中间的扫
描图标，就会跳转到扫码界面，这时将手机
对准场所码扫码即可。

另外，把“台州码”小程序添加到“我的
小程序”里，或直接从最近使用的小程序里
进入，再次使用时也方便快捷。

“台州畅行码”再升级，微信扫一扫即可

本报记者周子凝

“我把餐厨垃圾专门装在一个结实的
垃圾袋，这样液体不容易漏出来。其他垃圾
另外分类装，我们家一直这样操作。”10月
30日晚 7时许，家住椒江区永泰花园南区
的徐女士提着三袋垃圾走下楼道，往小区
内的垃圾分类亭走去。

晚上这个点，正是垃圾集中投放的时
间，和徐女士一样，有不少居民也提着垃圾
袋，前往垃圾分类亭投放垃圾。

“‘撤桶并点’前，我们还一度觉得定时
定点扔垃圾有些麻烦，尤其是一天三餐都
在家里烧的，厨余垃圾堆在一起会有味道。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现在倒觉得这种方

式真不错。”对于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徐女士现如今已养成了习惯，每餐饭烧好
后，她会细心地把有味道的厨余垃圾装进
小袋子，到了晚饭点后，再将所有厨余垃圾
并在一起，“我买的垃圾袋也都是可降解
的，虽然麻烦了些，但垃圾分类扔，最后受
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嘛！”

该垃圾分类亭督导员表示，自设立分类
亭以来，居民们绝大多数都能定时定点投放
垃圾，在垃圾分类习惯上，大家也都会把厨
余垃圾专门分出来，倒进相应的垃圾桶里。

对于碰到不正确投放的行为，她也会
在旁提醒、劝导。

此外，多位居民也纷纷认为，人人自觉
践行垃圾分类，就是参与文明城市和低碳

绿色生活建设的最佳体现。
今年来，我市围绕“全国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市”建设目标,全面实施“两定四分决
胜年”和“管理体系优化年”行动。全市垃圾
分类现代化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垃圾分
类工作成效质量不断提高。截至 9月底,全
市 生 活 垃 圾 产 生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量
0.68%，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无害化处
置率均达100%，回收利用率59.87%。

近日，住建部通报2022年第二季度全
国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情
况，我市再度名列大城市组别“第一档”，获
评“成效显著”。自2021年三季度住建部开
展该项评估以来，我市已经连续四季度获
评“成效显著”，在大城市组别排名从第九

名升至第六名。
此外，截至 9月,全市建设集中投放亭

(拉风驿站)2432个,撤除垃圾桶 15.2万个；
1452个居住小区推行“撤桶并点 定时定
点”垃圾分类模式，526条商业街实施“两
定四分”，收运环节新增运输车辆 111辆，
新增运力323.4吨。

其间，台州市分类办积极开展“垃圾去
哪儿”溯源游学、垃圾分类秋风集市、百镇
千亭拉风主题志愿服务、“袋我走”拉风快
闪、全市拉风家庭评选与颁奖、垃圾分类创
意短视频大赛等活动，上半年累计组织各
类精彩活动2763场，形式多样的“拉风”活
动促使垃圾分类习惯入脑入心，逐渐成为
台州人的生活新风尚。

垃圾分类成生活新风尚

本报记者郑 红
本报通讯员黄雪静 陈梦圆

10月24日，党员外卖骑手阿峰（化名）
在配送过程中，发现一单外卖封签粘贴不
规范，便掏出手机将情况反映到了玉环外
卖封签有奖监督平台。

为发挥党组织在外卖送餐行业发展的
引领、示范和凝聚作用，玉环市市场监管局
以“榴岛先锋骑手”党支部建设为切入口，不
断优化“党建+”模式，持续打造高度自律、富
有活力、群众认可的“榴岛先锋骑手”。

在党员骑手的带头示范下，玉环 800
多名外卖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的“侦查兵”，
积极参与阳光厨房、食安封签等监督，发挥

“流动哨”作用。截至目前，发现并协助排查
食品安全问题43个，接到外卖骑手投诉商
家未张贴食安封签51起。

骑手驿站提升基层党建温度

近日，外卖小哥邹远刚照例来到玉环
先锋骑手服务站休息。“午后这个点外卖相

对少一点，进来歇个脚，喝口水。”
邹远刚来自贵州，今年夏天开始跑外

卖，起初，他对于业务和路线还不熟悉，每天
只能送四五十份外卖，加上天气炎热，感觉
十分疲惫。“一个同事跟我说了骑手驿站，我
就常去坐坐，向前辈骑手取取经，学习一下
他们送外卖的经验，现在业务熟练多了。”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玉环市市场
监管局投入 130 余万元，高标准打造了
1300平方米的先锋骑手总驿站，配置休息
桌椅、饮水机、手机充电器等设施，同时，依
托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基层站所在全市范
围内设立分驿站57个，为骑手提供集休憩
饮水、法律咨询、跨省联办业务咨询等集休
憩和服务于一体的暖心港湾。

玉环市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汪旭富介绍，先锋骑手服务站旨在为在玉
环的骑手打造一个集休憩与服务于一体的
温馨港湾，实现“五分钟服务圈+全天候启
用”的便捷服务模式，持续激发大家的干事
创业热情，为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市贡
献更多力量。

今年 7月，玉环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投

入使用第一个智能化、无人化、24小时自
助的玉环先锋骑手服务站，这也是台州市
首个24小时智慧型骑手服务站。骑手只需
通过手机微信平台进行个人注册，凭二维
码和人脸识别双重验证即可 24小时随时
进入无人驿站享受服务。截至目前，该市先
锋骑手驿站已累计服务3500余人次。

积分激励激发志愿服务活力

38岁的贵州人杨长军是“饿了么”玉
环站站长。2003年，他和老乡一起来到玉
环工作，做过厨师，也开过餐厅，2017年进
入“饿了么”玉环站，从外卖小哥做起，经过
努力，升为站长。

2020年疫情初始，他带领团队穿梭在

大街小巷，将“营养”输送到千家万户，让原

本寂静的城市有了温度。在完成基础配送
工作的同时，他还带领团队积极响应相关
部门的号召，快速组织运力，将统筹调配的
爱心物资配送到一线防疫工作人员手中，
其团队也因此收获了“最美青春战‘疫’先

锋”荣誉称号。
玉环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积分激励制

度，联合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企业，创
新推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提升基
层党建温度。对积极参加党建活动、食品安
全监督有力、消费者评分较高的骑手党员
进行加分，累积积分达到要求的，在子女就
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另外，还
将骑手党内活动表现作为基本衡量指标，
志愿服务、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作为加分
项，开展“最美骑手评比”。

今年7月1日，玉环市市场监管局组织
网络订餐骑手党支部开展庆“七一”活动，
并为8名首批荣获“最美骑手”称号的外卖
骑手举行颁奖仪式，对他们过去一年为该
市食品安全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的突出贡
献表示肯定，马艳就是其中一位。

马艳不光对工作充满热情，还十分热
心公益，免费为老人送餐、定期献血，只要
听说有公益活动，她总会第一个报名参加。

今年以来，“榴岛先锋骑手”党支部已开
展公益行动10余次，累计为1000余名群众提
供免费送药、代购生活品、搬运重物等服务。

玉环市市场监管局为外卖骑手“建家”，让他们“发光”

“榴岛先锋骑手”传递城市温暖

本报通讯员吴亦可

10月 29日，虽是周末，但郑雨鑫一早
就来到了省耕路停车场核酸采样点，引导
居民排队采样。

包括1999年出生的郑雨鑫在内，仙居
县南峰街道今年新录用了 63名社工,他们
平均年龄 27岁。这群新任社工，在南峰街
道推出的“社工+三员”培养模式下，正在快
速进入“角色”，成为社区工作的“生力军”。

“门好进，口难开”，是所有新任社工面

临的一大困扰。为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社区
工作，南峰街道搭建“老书记工作室”这一
平台，通过“党员领进门”“新老传帮带”等
方式，全科、系统化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

在此基础上，新社工们深入社区当起
“调研员”，对辖区党员结对情况、老年人及
留守儿童生活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全面
掌握了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和生活需求。

迈开了第一步，还得在实战中历练。借
仙居县高品质城市建设百日攻坚之机，南
峰街道将新社工们安排到征迁一线，与结

对的“师傅”一起进村入户，做相关政策的
“解读员”，在参与征迁过程中学本领、磨意
志、长才干。

“征迁工作确实很累，每次回家满身都
是灰。但学到的东西，是坐在办公室里永远
都学不来的！”有着一头利落短发的黄坦树
社区社工黄翔梅说。

作为黄翔梅的结对“师傅”，黄坦树社
区党总支副书记张影将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悉心以授，“对年轻社工来说，多走、多看、
多琢磨最为重要。”

与此同时，南峰街道实行 4项社工成
长机制，即学习机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
和协作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将重点项目一
线工作履历纳入社工考核，在发展党员和
评优评先时优先考虑。

南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宝林说：“打造
一支专业硬、能力强、素质高的社工队伍，
打响南峰社工特色品牌，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眼下，在各
个社区，新社工们尽心尽力，努力当好居民
的“服务员”，赢来了社区居民的交口称赞。

当好社区“调研员”、政策“解读员”和居民“服务员”

南峰：新任社工快速进入“角色”

近日，黄岩区人民法院澄江街道共享法庭联络法官
尤高云及法官助理戴朝权，受澄江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邀请，与两位区人大代表和澄江街道共享法庭调解员
一起，就两起求助事件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帮助，受到群
众欢迎。 本报通讯员陈柳伊摄

解决解决““家门口的烦恼家门口的烦恼””

本报讯（记者洪佳祯）10月31日上午，椒江区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正式揭牌，意味着椒江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这同样也标志着台州市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工作室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椒江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设在椒江区社会治
理中心，目前专职调解员和十支专家队伍已入驻，调解员
根据不同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对家庭暴力问题，情感纠
纷问题，抚养、赡养、扶养问题，其他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
纠纷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调解服务。

现阶段，椒江区已完成了全区19家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工作室建设任务，其中区级2家、乡镇（街道）级8家、村
（社区）级7家、园区特色2家，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街镇全
覆盖的县市区。

“今年以来，椒江开展家庭婚恋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共
计发现处置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 3330 起，化解率达
98.1%。”椒江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作室的成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妇联组织重要职能作
用，全方位构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链，真正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的产生，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接下来，椒江区将出台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规
范化建设试点方案，完善规范化建设手册，有序推进规范
化建设与长效管理。

揭牌仪式上，主办方为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代表
颁发聘书，为十支专家队伍授旗，为各街道（镇）、村（社
区）以及特色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授牌。

椒江——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工作室揭牌

在全省率先实现街镇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
员李妙根）“就是这
辆车！”近日，在接

到群众举报后，温岭市松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利用“e智
芯”平台，成功锁定涉嫌“抛洒滴漏”的车辆，并通过松门交
警调取了该车辆的相关信息，通知当事人前往调查询问。

起初，当事人不承认车辆存在“抛洒滴漏”行为，直到
看到视频监控显示的画面，才承认了他的违法行为，并接
受批评教育，表示会对车辆加装防漏水设施，小心行驶。
目前，松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松门镇海洋捕捞、海洋养殖业较为发达，水产品运输
较为频繁。不规范运输导致的“抛洒滴漏”现象，不仅会带
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而且严重污染市容环境。自9月份
开渔以来，松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整治运鲜车辆的“抛
洒滴漏”行为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一方面充分发挥部门联
动，利用设卡定点、“白+黑”和科技手段等多种巡查监管
方式，同时在当地政府的微信公众号上鼓励群众举报此
类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松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开展联合检查
6次，检查车辆100余辆，立案查处10起。

今年以来，该镇利用“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的契机，建
立了“松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一支队伍管执法，打破了
部门壁垒，形成共抓合力。同时，利用“大综合一体化”改
革成果“e智芯”平台，大大加快了“抛洒滴漏”违法行为的
查处速度。

松门：“抛洒滴漏”
治理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