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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温现场”系列报道

台传媒记者杨梦倩文/摄
持续高温，让大多数人对出门望而却

步。然而对于交警来说，这却是习以为常的
“烤”验。

在交警里，铁骑算得上最为“烫手”的
岗位之一，工作两年的徐凯伦对此深有感
触。每天早上 7点 30分，他就已到岗，换制
服、戴装备、发动摩托车，开启一天的工作。

早高峰站岗，是徐凯伦每天的第一项
工作。因为车流量密集，容易造成拥堵，他
和同事会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疏导、分流车
辆，保障道路畅通。

虽然是早上，但阳光已经开始毒辣，徐
凯伦在路口不停地挥舞着手臂，来往的车
辆行人在他的指挥下快速且有序地行进
着。不到 10分钟，他前胸后背的汗水已经
将制服浸透，很快又被热浪烘干。

除了高峰执勤，徐凯伦还要参与路面
巡逻、事故处理、违停抄告等工作，一天至
少有5小时在户外。

“夏天是事故高发期，我平均每天处理
15起事故，最多能达到30起。”徐凯伦告诉
记者，铁骑必须在8分钟内到达现场，因此
他常常处理完一起事故后，就得迅速赶往
下一个事故现场，鲜少有时间休息。

为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徐凯伦在执勤

过程中会骑着摩托车。期间，他必须穿戴全
套骑行服，并配备重达 20多斤的保护装
备，仿佛裹了一层被子。“热风一吹，整个人
就像在蒸箱里，从头到脚都是汗，身上没有
一处是干的。”徐凯伦笑着说，他的头盔一
脱下来，跟刚洗完头一样，湿透滴水。

尤其是到了下午两三点，一天最热的
时候，地面温度达到50℃以上，徐凯伦穿着
厚厚的骑行靴，都能感受到从柏油路透上
来的热气。“比路面更热的是摩托车的发动
机，温度能超过 60℃，它会一直对着脚踝
吹，特别烫。”徐凯伦说，经过长时间的暴
晒，摩托车座椅上的温度也会逼近60℃。

“小瓶水根本不够喝，这个 1.5升装的
水，我每天起码喝 2瓶。”处理完一起事故
后，徐凯伦从摩托车后备箱里取出大瓶装
矿泉水，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不过在高温
下，本该凉爽的水已经“烧”成了热水，解渴
的效果大大减半。

尽管如此，徐凯伦从未抱怨过。“自己
成为铁骑后，才能真正理解酷炫帅气背后
的汗水与责任，只要能为守护道路平安献
上一份力，哪怕汗流得再多也是值得的。”

话音刚落，电台里便传来指挥中心的
处理事故指令。徐凯伦在与车主简单交流
后，立即跨上摩托车，向事故现场驶去。

除了铁骑，其实道路上还有众多交
警、辅警，他们顶着烈日，坚守在“上烤下
烙”的马路上，任凭汗水浸透衣背，阳光灼

伤皮肤，只为保障城市交通的畅通和出行
的平安。

交警线上最“烫手”的岗位：

保畅通，无惧“上烤下烙”

徐凯伦骑上摩托车执勤。

台传媒记者杨梦倩

“教育好一个特殊儿童就是解放一个
家庭”是临海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何卫红
一直坚持的信念。

从业以来，她和同事们一起探索适合
每个特殊儿童的个别化教育模式，努力培
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生活能力，不仅
为学生们的人生带去希望，也为一个个不
幸的家庭带来曙光。

用心栽培“残缺的花儿”

2003年，怀着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
爱，何卫红踏进了临海市聋哑学校（后改
名为临海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大门。科班
出身的她怀着满腔热忱，希望把自己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教学工作中。

然而，实际情况远没有她想象中的简
单，很多问题都让人无从下手。“很多孩子
在入学时生活不能自理，也不会沟通，甚
至伴有行为和情绪问题，学习和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何卫红说，她也
曾纠结和彷徨过。

可看着孩子们清澈明亮的眼睛，她下
定决心：既然选择了特殊教育的讲坛，就
要把这条路走好、走远！

从教之初，学校招收的学生多是听障
儿童，由于听力的缺失，缺少语言信息的
积累，听障孩子的语序常常颠三倒四，让
人听得摸不着头脑。

何卫红迎难而上。她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在课堂上和听障儿童打成一片。用耐
心的教导、细致的陪伴和无私的付出，得
到了这些特殊学生们的喜爱和信赖。

“这些孩子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学习
上反而更加认真，愿意花费超出常人的努
力和精力。”何卫红说，她带的几届毕业
生，不仅在临海的各项比赛中取得傲人成
绩，还有十余人考上了浙江特殊教育职业
技术学院。在伟星、杰克等企业，很多学生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岗位。

后来，随着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
用，大多数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入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学校招收的学生也从听障
儿童转为智力障碍儿童，障碍类型也越来越
复杂，有脑瘫、孤独症、唐氏综合征等，且智
力差异大，教学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

从听障教育转向培智教育，对于何卫
红来说，也是一次重新学习。她通过外出
培训、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不断增长自
己培智教育的经验和技巧。用耐心栽培和
引导，让特殊儿童从不会洗脸、不会穿衣
到生活自理，从抓人打人到适应社会自食
其力，一朵朵“残缺的花儿”在她的关爱与
引导下绽放了芬芳。

青春奉献在特教讲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特殊教育的
讲台上，何卫红已经站了 21年。期间，何
卫红不仅收获了孩子的信任，也深切感受
到了家长的需要。

“跟家长接触，我能明白他们的压力
和痛苦。照顾‘折翼天使’，家长们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还不一定能得到回
报。”何卫红认为，特教老师不仅是在教育
孩子，同时也在帮助家长，当孩子拥有了
独立生活的能力，哪怕只是学会了自己穿
衣吃饭，都是在减轻家长的负担。

学校里有个脑瘫孩子，家长为了同时
兼顾她和在白水洋上学的妹妹，每天要往
返临海和白水洋之间，由于站点和学校之
间有一段路程，接送孩子上下学变得很周
折。了解情况后，何卫红的同事便自发接
送孩子。“其实不只是这个孩子，因为我们
和孩子们天天在一起，感情深厚，都想尽
可能去帮助他们。”何卫红说。

“从孩子出生起，这些家长常常要面
对同情的目光和闲言碎语，康复的花费也
不是一笔小数目，每个家庭都背负着重重
压力。”何卫红说，听见孩子喊出第一声

“爸爸妈妈”，家长们总忍不住落下喜悦的
泪水。也是这一刻让她收获幸福：引导孩
子成长，为整个家庭送去希望，这是特教
工作的更深层意义。

在校外，何卫红也活跃于服务残疾人

的各个舞台上，扮演着残健沟通的桥梁。
她担任过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临海市广
播电视台等手语新闻主持，并多次担任台
州市、临海市、三门县等重大会议及活动
的手语翻译工作，扫清聋人朋友和普通人
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时何卫红还积极配合
公检法，担任聋人犯罪案件的手语翻译。

今年，何卫红协助临海市残联成立了
残健共富工坊——紫阳星坊，为毕业的残
障学生提供工作岗位，还为临海市首个孤
独症主题公园的建设出谋划策，为孤独症
儿童的社交和生活提供更多的实践场所。

21年来，何卫红将自己的青春与梦
想都奉献给了特殊教育这方净土。“我没
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多么惊人的举
动，就是用一颗平凡的爱心做好全体特教
老师都在做的最普普通通的事情。”

坚守特殊教育事业21年

何卫红：用爱浇灌“残缺的花儿”

急救技能大比拼

近日，2024年台州市市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急诊重症
医疗技术（院前急救）赛在椒江举行。比赛由市卫健委、市总
工会主办，市急救中心承办，共15支代表队参赛，台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代表队获一等奖。 台传媒记者颜敏丹摄

台传媒记者郑 红
通讯员林信炜 潘娇敏

“万昌中路一些停
车位上了地锁，想停停不了。”近日，有市民向温岭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太平中队反映，对于私自安装地锁的行为很是无奈。

执法队员了解后发现，这是边上一家银行所为，随即联
系上该银行负责人。通过一番沟通劝导，该负责人认识到私
自占用公共资源不对，主动拆除了所有私自安装的地锁。

今年以来，温岭市城管委办公室以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见勤率、管事率、满意率为工作导向，高效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月季花”行动。对占用停车位、人行道的地
锁、水泥墩、乱停放的非机动车等堵点、难点，出台整治方
案，明确查处目标、频次和执法力度。

执法过程中，温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群众工
作+执法+科技”治理体系。针对人民东路等 15条重点道
路沿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调动商户志愿者等共同参与
治理；在主城区 118条主次道路上设立 109名街路长，加
强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管理氛围；在城区主要人行
道上设置166个摄像头，重点监控人行道上的违法事件，
依法办理了一批违反规定设置和占用停车泊位的案件。

半年来，该局组织专项清障行动 16次，出动 132人
次，拆除违规设置的障碍物11个，清理人行道落地小灯箱
58个，人行道乱拉乱挂晾晒衣物138处。

与此同时，为优化公共空间，清理“城市包袱”，温岭各
相关部门强化协同合作，由交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牵头，
建立“僵尸车”联合排查“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

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发布整治通告，结合街路长制，
深入排摸，对疑似“僵尸车”张贴整治提示单。对“道路上
未在停车泊位内”和“泊位内或停车场内停放”两种情况，
进行分类处理，建立“一车一档”，并对违法“僵尸车”采取
责令驶离、逾期不驶离强制扣留等执法措施。

截至目前，通过常态化联合整治和集中式专项整治，
该市已清理处置“僵尸车”156辆，其中清理驶离 136辆，
拖移无人认领“僵尸车”20辆。

温岭——

联合执法还路于民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谢谢你们，我终于可以摆脱被
执行人的身份了!”近日，黄岩法院执行局立案大厅内，被
执行人蔡某将一面锦旗送给执行法官，表达感激之意。这
是黄岩法院“终本出清”专项行动成效的一次生动见证。

2002年，蔡某因未能偿还陈某7000元的债务，被贴上
了被执行人的标签。这个标签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
蔡某心头。随着时间的流逝，利息的累积让这笔债务变得
愈发沉重，蔡某本想找到陈某好好协商，可命运弄人，陈某
家早已拆迁，两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失去联系多年。

在黄岩法院“终本出清”专项行动中，蔡某将心中的苦
恼向执行法官作了倾诉。了解情况后，执行法官立即与陈
某所在地的村干部联系，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陈某。

时隔 22年，两位当事人再次坐到了一起，面对面交
流。陈某被蔡某多年来的坚持和诚意所感动，在一番深入
对话后，陈某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部分利息，以促成
案件的顺利执毕，双方多年的心结终于放下。

据悉，黄岩法院“终本出清”专项行动开始以来，通过
打造“无执乡村”建设、夜间大执行、曝光车集中曝光等形
式，已终本出清700件，出清标的1.93亿元。

“终本出清”现转机
22年债务纠纷终化解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一对一服务，三
级（生活自理者）陪护收费标准，180元/天；
二级（生活部分自理者）陪护收费标准，210
元/天……”为增强医疗服务领域中的透明
度，大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近日路桥区第
三人民医院医共体实施陪护收费公示措
施，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此项措施作为路桥区“护省心”项目的

重要内容，自今年7月起实施，旨在明确陪
护服务的费用标准、收费依据、服务内容、
服务规范等，让患者及家属在享受陪护服
务时能够清晰了解费用构成、个人权益等，
避免因费用不透明而产生的误解和纠纷，
改善住院体验。

据了解，该院在住院部入口、病区护士
站、导医台等显眼位置公示了陪护服务内

容和收费标准，同时公示的还有陪护人员、
机构资质等信息。透明的收费制度促进了
医患之间的沟通，加深了双方的信任。同
时，有利于提升服务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水
平，进一步增强医院的公信力。

7月 10日，正在病区护士站办理相关
业务的家属陈先生说：“现在的陪护收费清
晰明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

适的服务项目，方便、放心。”
“实施陪护收费透明公示是提升服

务品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有利举措，
也是清廉医院建设的重要一环。我们将
继续听取患者意见，优化服务流程，努力
为患者提供更加人性化、透明化的医疗
服务。”路桥区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主任
梁玲芝说。

路桥三院医共体：“护省心”促清廉

本报讯（通讯员叶昱含）7 月 7 日下午 3 时许，在
G1523甬莞高速宁波方向的田西隧道内，一辆货车停靠
在了紧急停车带上，驾驶员立即开启危险警报闪光灯，并
匆忙向副驾驶室方向跑去。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正在视
频巡查的台州湾监控中心执勤人员注意，立即通知附近
力量前往查看。

几分钟后，高速巡查力量到达现场。巡查员发现，有
一名男子浑身抽搐，躺在隧道检修带上。货车驾驶员不断
对其进行胸部按压，并呼唤其名字，但男子没有任何反
应。情况紧急，巡查员立刻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并把这
一情况报告给了高速交警。

随即，台州高速交警六大队执勤人员也赶了过来。在
多方合力帮助下，该男子逐渐苏醒，在场的人悬着的心也
落了下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到达现场，交警协助医护人
员将该男子送上了救护车。

在临行之际，交警登记驾驶员信息后，告知其不用担
心停在隧道内的车，工作人员会将车辆拖离高速，让他安
心陪护病患前往医院治疗。很快，该货车被拖离高速公
路，路面隐患解除。

经了解，驾驶员和该男子系亲戚，当天他们卸完货返
程途中，男子癫痫发作失去意识。后经医院治疗，目前男
子已由家人带回家中休养。

男子高速突发癫痫
多方合力紧急送医

本报讯（通讯员周国平）“真是想不到！
生了孩子，不用去办事大厅办理申领手续，
在医院出院时刷医保码结算医疗费之后，
没几天生育津贴就打进来了。”7月 10日，
说起仙居县医保局“无感智办”系统带来的
便利，白塔镇的吴女士夸道。

2022年，仙居县医保局根据“浙有善育”
促进优生优育的有关规定，启动医保领域政
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全力打造便民高效的“清

廉窗口”。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在医疗机
构产科设置“无感智办”系统，以生育医疗费
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免申即享”为指向，
把生育津贴申领前置到女职工分娩出院时。

在这种模式下，产妇出院结算时，由医
疗机构主动上传生育信息，医保经办机构
自动触发生育津贴申领，女职工或所在单
位很快能收到生育津贴，不再需要产妇前
往窗口申请，由此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从属

地“一窗通办”到全域“一地通办”。
据介绍，目前在仙居，随着“无感智办”

服务的推出，产妇的操作量减少至零，原先
需要准备材料到经办窗口或线上APP办理
的烦恼一去不返。与此同时，为了产妇能尽
早领到生育津贴，医疗机构上传产妇所有
生育信息及资料后，医保经办人员每日上
班及时进行审核办结。

足不出户就能领到生育津贴，赢得了

产妇一致好评。据统计，2023年至今，仙居
县已有2642人享受到了生育津贴，总金额
达6780多万元。

仙居县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继续扎实推进清廉医保建设，聚焦服务提
质，着力打造优服务、惠民生的“清廉窗口”。
同时，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生育待遇“无感智
办”这一项惠民举措，让市民在享受幸福时
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医保服务的温暖。

2642位产妇已“坐领”生育津贴

仙居医保局以“无感智办”提高服务质效

何卫红正在上课。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