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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周子凝文/摄
3月中旬，阳光正好，清风徐徐。玉环

市清港镇台山村潘心元烈士墓前，一位头
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表情肃穆地站立
着，他的名字叫做王保头。

清明还未到，整个烈士陵园稍显空荡，
但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此，“再过一段时
间，扫墓的人会渐渐多起来，这几天，我有
空就会来山头转转，清理杂草、树枝。”

对于81岁的老党员王保头来说，守护
这座墓碑，是他一生的使命与职责。

一个名字，始终牵挂于心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潘心元烈士墓
是一座无名墓。更早前，墓周边的土地是用
于种植庄稼，台山村部分村民在此劳作。

“墓里的是潘先生，他有恩于我们台山
人”“他曾经在村里办夜校，教大家识字”

“他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守护”……自
打记事起，王保头常常听到村里人讲起“潘
先生”，也就是那座无名墓的主人。

稍大些，他就常跟着父亲下地干活。
“墓里这位潘先生是‘湖南爷’，不要忘记他
对我们的恩情。”劳动间隙，父亲总是神情
严肃地对他说，将来得要好好守护。

“‘潘先生’是谁，我得找到他。”王保头
懵懂的脑海里总会冒出这个想法，它就像
一颗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红色烙印也
从此刻入了他的骨血。

时光流转，成年后，王保头当了兵。经
过四年的军旅生活，他对“潘先生”的敬仰
有增无减。

身在外，心总是牵挂着老家这位英雄。

退伍回乡后，王保头一放下行李，就直
奔台山无名墓，“当时，这儿比较荒凉，杂草
丛生，我见到后，心里不是滋味。”

想到父亲当初的话，王保头心一横，就
义务包揽下了无名墓的管理、清扫工作。

1978年，他被分配至海山乡乡政府工
作，其间，他还入了党。

参加工作后，王保头奔波于干江、海山
与台山村三地，只要休息回乡，就会上山打
扫墓碑周边的环境。

“大家都忙着各自的生活，总得有人站
出来、做些事，就由我来当这个‘服务员’
吧。”回忆过往，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159级台阶，走了一辈子

王保头坚信，英雄不该被埋没。
在工作之余，他便四处寻访，考证“潘

先生”的真实身份，足迹遍布了整个玉环。
皇天不负有心人。1985年，王保头从

一位蒋姓老人那得知，“潘先生”名叫“潘心
殷”。后经多方考证，他才晓得，因错误发音
导致误传，“潘先生”应叫“潘心元”，湖南
人，是一位红军干部。

得知“潘先生”的基本信息后，王保头
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觉，也更加坚定了继
续收集资料的信心。

通过相关部门和王保头25年的不懈求
证，1994年，经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认定，
清港镇台山村的无名墓为潘心元烈士墓。

也是从这年起，他正式承担起了烈士
墓的义务讲解员一职。

为做好讲解工作，他把《潘心元英雄
传》读得滚瓜烂熟，并结合身边村民们的口
述，把讲解说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

每每到了清明节、建军节、建党节、国
庆节等节日，王保头会早早穿戴整齐，前往
烈士墓做准备工作。

一场完整的讲解往往需要 1小时，最
多的时候，一天要讲约 10场次，但他甘之
如饴，从不抱怨。“在部队期间，我就坚定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只要人民
有需要，就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望着潘心
元烈士墓，王保头的眼睛湿润了。

已是耄耋之年，可说起潘心元烈士的
事迹，他依然条理清晰、字字铿锵，“年纪大
了，身体也容易出毛病，这两年，就有好几
位年轻人拜我为师。”

在清港镇镇政府工作的林烨就是王保
头的徒弟之一。“从读小学起，我就听王保头
老师讲解烈士事迹。他的讲解激情澎湃，耐

人寻味，十分接地气，又不乏史料佐证。”她
说，有时碰到老师有事、身体不舒服时，作为
徒弟就顶上来，为他分担一些工作，“王老师
既当守墓人，又当讲解员，他的精神值得我
们尊敬。作为他的徒弟，我们会把烈士事迹
讲好讲透，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山脚下至墓碑，一共159级台阶。不过
数百米的墓道，王保头走了一辈子。

如今，走得有些吃力了，可他仍是头也
不回地上山。

王保头：一座墓碑 一生守护

“关注身边那些被人无视的浪费”

台传媒记者李筱筱

纸张虽小，节俭事大。节约用纸，关乎
涵养良好社会风尚，更关乎生态环境保护。
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不经意、不起眼的纸
张浪费依然存在，长时间积累的数量惊人。

纸张浪费现象不容小觑

3月 15日，倪文巨开着电动三轮车在
椒江老城区走街串巷，回收废品。倪文巨介
绍，他在上门收废纸时，就曾多次碰到过崭
新的书或本子被市民当废纸卖。

正在一旁卖废纸板的市民王先生感慨，
读书时，他的很多笔记本只用了一小半，甚
至就用了几页，到了新学期，习惯性买新本

子用，旧本子就被丢掉了，不经意间就造成
了浪费，身边和他类似经历的同学还不少。

办公室中的用纸浪费也不容小觑。蔡
欣欣（化名）是椒江某企事业单位员工，她
就经常发现纸张浪费现象在其身边上演。

“因为打印时的多打、错打，现在我的办公
桌上已经累积了厚厚一叠的废纸，想着打
草稿，然而发现压根用不完，觉得扔了浪
费，就一直放着。”蔡欣欣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办公用纸“习惯于”
单面打印；打印相关材料时，未提前预览和
设置，或未仔细查看校对而出现一些错误，
导致打印成品与预期效果不符，反复重新
打印；不小心多打印……诸如此类的原因
造成纸张浪费的现象较普遍，非常可惜。

生活中，细心的市民还经常在一些餐

饮店看到，有一些市民用餐完毕后，将餐饮
店提供的全新的餐巾纸留在餐盘中，造成
浪费。

纸业是木材消耗的“大户”，生产纸张
要耗费大量木材，同时造纸排污、废纸处理
等产生的废水和垃圾还会使环境受到一定
程度的污染。从这个角度看，浪费纸张就是
在浪费资源，在不自觉中已经给人们赖以
生存的家园增加了更多负担。

节约用纸有妙招

小小一张纸，藏有打开绿色生活的多
种方式。如何避免浪费纸张，家有打印机
和崇尚绿色生活的市民聂敏芝有自己的
小妙招。

聂敏芝说，要从思想上建立起对每一
张纸的敬畏之情，树立“节约用纸、善待资
源”的理念。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可以尽量
通过无纸化办公形式，使用电子文件传送
相关资料，提高办公效率、节约成本。

日常办公中，如有必要需打印，她都会
尽量使用双面打印，节约纸张。同时，打印
前，仔细检查文件内容无误，在保障基本需
求的前提下，适当缩小文件内容的页眉页
脚、行间距及字体大小等，让每页纸能容纳
更多内容，并进行打印预览，确认份数，避
免因布局不合理或多打印造成纸张浪费。

此外，废纸和写过几页还较新的本子
则作为日常打草稿或画画所用。一些较新
的书籍放于互联网上的二手平台进行售
卖，或赠给对这些书有需求的朋友或小辈。

有市民建议：如非必要，应尽量采取无纸化

不起眼的一张纸，背后亦有惊人的浪费

台传媒记者郑 红文/摄
购买家装用品，小则几元，多则几万元

几十万元，万一遇上问题，就怕商家不认
账，消费者有苦没处诉。为了帮助消费者更
迅速地化解“心结”，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凝
聚各方力量，拓展消费维权渠道，搭建调解
室，给消费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消费者在
消费过程中的顾虑减少了，消费的信心和
热情就会提升，商家也将因此受益。

六方联动提升调解成功率

洪家市场监管所辖区主导产业为缝纫
机、家用电器、针织服装、塑料制品、运输物
流以及商贸市场等。2022年，该所作为椒
江区市场监管局试点，先行迭代升级基层
消保机构规范化建设 2.0版本，通过打造

“洪”心小屋调解室品牌，探索消费投诉源
头化解、多元化解新模式。

“我们创新引入六方联动调处模式，
形成特色处理机制和投诉举报数据分析
机制，定期公布调解室经典案例，提炼总
结调解新技巧、新手段，助力提升基层维
权处理能力。”椒江区市场监管局洪家所
副所长谢丹介绍，目前吸收六方调处力量
26人，形成数据分析报告 2期，提炼经典
案例10件。

消费调解室有机共享基层司法所、基
层法庭、派出所的调解经验、法律协助等资
源，在重大纠纷化解时，分诉情提前邀请相
关部门、专家介入，共同探讨，提高调解成

功率，巩固调解成果。同时，通过消费纠纷
诉调衔制度，开展诉调对接4件，涉及金额
20余万元，让消费者吃上消费纠纷调解的

“定心丸”。
该所还在辖区各类装饰城和建材市场

设立调解受理点，建立数字化维权网，通过
视频远程连接，实现数字化调解、培训。通
过视频连接对消费维权站点疑难调解件进
行线上指导 24件，满足案情复杂纠纷“一
站式”化解需求，实现细小纠纷“不出店”、
一般纠纷“不出圈”。

2022 年，该所投诉举报受理量同比
下降 15.90%，投诉调解成功率 64.46%，均
高出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调解维权效能
提升。

在化解消费纠纷的基础上，该所还加
强消费维权与合同规范、执法整治等业务
的有机融合，先后在二手车、装修装饰、校
外培训等重点行业开展格式合同专项整
治，提前消除隐患，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金牌调解员每周三“坐镇”

“现在这个事情理顺了，就按照刚才说
得方式解决，双方签一下调解协议吧。”每
周三上午，温岭市城东街道商贸集居区的
天岭装饰城 4层的老梁调解室，都会接待
不少消费纠纷的当事人，他们都想让老梁
帮忙“主持公道”。

城东街道商贸集居区汇集了天岭装饰
城、恒大装饰城、国际家具城、阳光城、万象
城等多个交易市场和商圈，工商企业集聚，
纠纷量大，其中 70%为建材类纠纷，金额
大、矛盾突出。一些消费纠纷解决不了，大
家都会想到去找老梁“调和”一下。

老梁全名梁保华，是温岭市场监管局
城东所一队的队长，他还有一个身份——

老梁调解工作室的金牌调解员。自1992年
从事消费维权工作以来，平均每年受理近
千件消费投诉，这个于 2022年 6月成立的
调解工作室就是以他个人命名的。

“我看着那些皱着眉头进来的人，最后
开心地离开我的调解室，我就觉得特别有意
义。”老梁每周三上午都会“坐镇”调解室，解
决各类消费纠纷，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也间
接通过对这类案件的干预，发现行业内的问
题，及时介入整改，避免消费者再“踩坑”。

老梁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工作规则：认
真接待每一位来投诉的消费者，做到件件
有记录，事事有答复；受理投诉做到耐心、

细心、周到、热情；处理投诉时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公
平、公正、公开、合理解决纠纷。“只要消费
者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就应该尽自己的
所能，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30年来奋斗在一线，看到消费者的
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经营者也越来越规
范，这是我们消保工作者最高兴的事
情。”老梁说，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商家如
果不能服务到位，就很容易丢失市场份
额。随着现在市场消费逐渐升温，交易市
场和商圈更应该做好服务，减少和消费
者发生纠纷争议。

纠纷调解帮理不帮亲，消费者吃上“定心丸”
“提振消费信心 乐享放心消费”系列报道

王保头在潘心元烈士墓前。

老梁（右一）正在调解一起涉及定制橱柜的消费纠纷。

本报讯（通讯员沈
苗）黄岩区沙埠镇繁三
工业园区工厂众多，日
常有不少运输车辆为
了方便，直接将货物卸

在城市道路上，还有企业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影响了
正常车辆通行停放。近日，沙埠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针对
这一民生痛点，开出了专项治堵“三味药”。

“一个是安排专人专项值班，其次是清理占道进一步
疏通，再是树典型提高执法效率。”沙埠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负责人说。

据悉，自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执法人员已清理占道行
为23起，极大改善了以往交通拥堵的状况，公共停车位占
用情况大幅减轻。

“我下班的时候打开导航，这段路以前都是红色，一
旦发生轻微事故，半天都动不了，现在你看这个路，全是
绿色的，通勤时候的心情都美好了！”沙埠某企业工作人
员张先生指着导航软件高兴地说。

“之前我们也对工业园区的企业进行过通知，希望他
们占道上下货，企业一般都表示知道了，但实际行动还是
我行我素，此次专项行动，我们突出巡查时效和查处力
度，有效提升执法威慑力。”执法队负责人表示，后续还会
持续开展此类行动，将执法成果长效化，同时提醒广大市
民朋友，不要轻易占用城市道路，合力变堵为疏,营造便利
生活环境。

沙埠：清理占道顽疾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余霁虹）近日，天台县坦头镇文
化走亲暨“扫黄打非”进礼堂专题文艺汇演活动在坦
头镇东横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深受广大村民好评。

“打击盗版正气扬，文艺轻骑兵走上场；今天不
为别的忙，专把扫黄打非讲一讲……”舞台上，“扫黄
打非”文艺志愿者们正在演出《“扫黄打非”快板》、诗
歌朗诵《扫黄打非，护童成长》等文艺节目。据了解，
此次文艺演出以弘扬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为主旨，
将“扫黄打非”融入到文艺表演中，让更多群众进一
步了解“扫黄打非”相关知识。

今年以来，坦头镇大力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
以“扫黄打非 创 e坦头”为主题，推出卡通形象宣传
代言人“e宝”，绘制“e宝说扫黄打非”漫画册，开设
护苗小课堂“百万博主说扫黄打非”，同时组建“电商
护苗联盟”，目前已配备138名护苗守护者，其中有8
名抖音达人和百万博主，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实现网上网下同频共振，将一批“扫黄打非”精品节
目送到老百姓身边，线上线下惠及群众4.5万人次。

坦头：“扫黄打非”
进礼堂

为进一步增强村民交通安全意识，强化国道公
路沿线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3月15日上午，临
海市交警大队白水洋中队在351国道沿线村居，开
展以“文明守法平安回家”为主题的交通安全进村
居宣传活动。 台传媒通讯员金林伟 丁晓飞摄

““交通安全交通安全””进村居进村居

本报讯（记者郑 红）这“菜”是生活。3 月 16 日，仙
居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2023 仙居·浙
江第十三届油菜花节将于 3 月 24 日在朱溪镇杨丰山
主会场启幕。活动持续 3 天，涵盖油菜花节开幕式、花
儿音乐会、花田公益购、花海自驾游、户外生活节等多
项子活动。

仙居全县种植油菜约 2.85 万亩，想要感知三月春
风、体验一路繁花的市民，可参与自驾游活动。活动精
心设计了自驾游线路，沿途将经过双庙、杨丰山、白
塔、横溪垟庄等地，一步一景，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沉
浸式体验花海，与卡通雕塑、长腿叔叔气模、艺术镜面
等合影打卡，定格春日时光，届时垟庄的杜鹃花也将
绽放。

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与美丽花海紧密结合，是仙居
文旅农融合的生动实践，自驾游途中，还可打卡美术馆、
体验做豆腐。

除了位于杨丰山主会场，仙居在双庙乡和白塔镇
也分别以户外生活周和花海户外音乐周为主题，设置
了分会场，用艺术和潮流充实油菜花节内涵。游客们可
以体验露营、烧烤、市集、音乐节等活动，扎进自然的怀
抱，三五好友、一首老歌、一米阳光、一壶咖啡，与春日
美好撞个满怀。

高山米、山茶油、仙居鸡、杨梅酥……带不走风景，带
得走美食。活动期间，仙居优质农产品将在浙里云购电商
平台上线，市民可以下单，购买伴手礼。

此 外 ，仙 居 还 将 联 合 27 家 酒 店 、民 宿 、饭 店 等
推 出 优 惠 券 ，如 神 仙 居 铭 竣 酒 店 享 酒 店 住 房 4.5
折，草莓园采摘入园券 1 份，餐饮 9 折，赠送大瓶饮
料 一 份 ；登 云 大 健 康 温 泉 度 假 酒 店 房 价 享 受 商 务
协 议 价 ，温 泉 100 元 /位 ，买 一 送 一 等 。此 次 推 行 消
费 券 是 仙 居 首 次 推 行 的 节 庆 加 消 费 联 动 方 式 ，优
惠力度大，目的是为了促进全县面上的文旅消费，
推 动 游 客 仙 居 深 度 游 ，实 现 大 气 仙 居 文 旅 共 富 的
目标。

这“菜”是生活

仙居两万多亩油菜花
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