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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受台风“潭
美”外围云系和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我市中东部地区普降大到暴雨，东南沿
海出现大暴雨。目前，我市维持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
警。温岭市维持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10月25日以来，我市出现强降雨。
截至 26 日 16 时，全市面雨量 41.5 毫
米，其中温岭 99.0 毫米、玉环 86.6 毫
米。雨量超过 100毫米的站点 55个，雨
量超过 150毫米的站点 9个(主要分布
在温岭中东部及玉环大鹿岛、椒江大
陈岛)。单站累计雨量最大温岭石塘
191.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温岭石塘隔
海岛57.1毫米。

短时间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
一定影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温岭、玉环等雨量较大县（市、区）
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正加快
组织排查农作物受淹情况，及时组织
加快排水排涝，全力降低灾害影响。

当天上午，在箬横镇下轩村，温岭
市红日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福初
告诉记者，从25日晚上开始，箬横就开
始下大雨。短短几小时，暴雨就将一个
月前种的数百亩西蓝花全部淹没。

记者从市农业部门了解到，这次
暴雨，还对部分晚稻、蔬菜及当前近成
熟期的柑橘、文旦等造成一定影响，农
业部门已通过电话提醒、农民信箱、微

信群等多种途径向农业主体发送预警
信息 25.55万条。目前，市、县已组织农
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指导服务119人
次。此外，温黄平原河网从24日就启动
预排，累计排涝6400万平方米。

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出现城市内
涝，我市已落实专人重点盯防9座城市
隧道、13处下穿立交、71处易积水点等
重点点位，同时落实 12支队伍 249人
对泵站、窨井等排水设施开展全天候
排查检修，共排查92处风险点位，处置
短时积水 32处。全市 23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758个风险防范区均已落实责任
人及防灾措施，已转移温岭、玉环等风
险区群众84人。

我市积极防御应对强降雨

台传媒通讯员路伟凤

金秋十月，文旦飘香。10月26日
上午，在浙江省自然博物院，为期一
个月的“万只文旦甜杭城”2024年玉
环文旦农文旅融合主题展拉开序幕。
迎着一路香甜，走进主题展现场，闻
讯赶来的杭城市民和各地游客穿梭
其中，品尝来自北纬 28°美丽海岛的
香甜特产，近距离感受“东海碧玉 人
间蓬莱”玉环的农文旅独特魅力。

展会围绕“文旦”展开，在一楼设
置会客厅和农文旅融合体验区，二楼
设置文旦知识科普展区。进入展区，
目之所及全是金黄的文旦和各色文

旦衍生品，在“柚”见面了体验区，以
品尝、展销、体验为主功能的多个展
位，被团团围住。

玉环市鲜玉奇缘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毛玲君说，此次他们选择
了 14个品类、54个品种的文旦衍生
品，希望通过此次参展能让更多的人
了解玉环，了解玉环文旦，来玉环见
山看海，品尝玉环的农产品。

“这个文旦真的挺好吃的，很
甜。”杭州市民郑女士当天和朋友一
起过来观展，第一次吃到文旦。

玉 环 籍 越 剧 名 家 王 滨 梅 专
程来到现场，并向游客推介玉环
文旦。 （下转第二版）

农文旅融合主题展持续一个月

玉环文旦杭城“圈粉”

台传媒记者刘蒸蒸
台传媒通讯员卢 希

每天早晨，爬上村子里的石门山
顶，“巡视”一遍自家的茶园和橘园，
是石师傅（化名）雷打不动的功课。

蜿蜒而上的水泥山路，来回
15000多步，对石师傅来说，一度成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21年，石师
傅突发脑出血，手术后在台州医院重
症监护室度过了 20天。“当时真怕他
没命了！”回忆起这段经历，60岁的老
母亲仍心有余悸。

从“只要能救回性命”，到能坐、
能站、能行走、能爬山，三年多时间，
石师傅用“坚持就会好起来”的信念

支撑自己的康复之路，更感激一直陪
伴、指导他的那些专业康复师们。

惊魂那一刻
2021年 8月 7日，家住临海的石

师傅突发脑出血昏倒在地，幸亏被家
人及时发现并紧急送医，在台州医院
接受了“左侧脑内血肿清除+侧脑室

外引流”手术。
台州市康复医院康复科护士长

林丽君介绍，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
种，死亡风险高，患者很容易留有不
同程度的偏瘫。“手术是救人性命，而
康复是让病人重新过上正常生活，可
以说是‘康复一人、幸福全家’。”

2021年8月27日，石师傅从台州
医院转入台州市康复医院亚重症病
区，一个多月后又转入神经康复科，
接受系统的康复治疗。

刚转进来时，石师傅对康复训练
不太积极，康复师周慧青鼓励他：“你
才 35岁，日子还长着呢！要相信科学
康复的力量。” （下转第三版）

用三年努力诠释康复意义

从命悬一线到“微商达人”

台传媒记者刘蒸蒸

出发采访前，康复师周慧青一再
给我们打预防针：石师傅不善言辞，
怕是讲不出什么。

结果一见面便直呼意外：几个月
不见，石师傅健谈了许多，不仅有问
必答，还兴冲冲地告诉我们，今天又

发了几百箱橘子、哪里的顾客最喜欢
买他的白茶……

从石师傅身上，我们真切感受到
康复对一个人的意义：康复不仅针对
疾病，更是整个人从生理上、心理上、
社会上及经济能力的全面康复。三年
多来，石师傅在康复师的耐心帮助
下，持之以恒、跬步千里，不仅赢回自

己的人生，也温暖了家人，鼓励了周
围的病友。

康复之路常常艰辛，需要坚定的
信念、科学的方法、家庭的支持、社会
的保障。由于缺乏专业指导，不少患
者出院不久就放弃了努力，错失黄金
恢复期，令人十分惋惜。

延续康复难，难在康复是一个缓

慢的进程，常令人信心动摇、半途而
废；也难在家门口康复医疗资源不
足，病人来回奔波不便。针对医疗资
源不足的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指出，要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加强康复医疗机构建设，
健全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

打通康复“最后一公里”，离不开
个人、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发力。
石师傅和康复师们的努力，值得被更
多人看见，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康复医
学的价值意义。

看见价值

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10月 26日夜幕降临，大陈岛上
两处大面积被泥石流灾害阻断的道
路，目前仍在紧急清障处置中，完全
抢通还需要两三天时间。受台风“潭
美”外围云系和弱冷空气影响，自 10
月 25日晚起遭受了强降雨侵袭的大
陈岛，正面临近年来前所未有的防汛
防灾压力。基于丰富的经验和完备的
预案，椒江区大陈镇靠前部署、紧急
自救，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御硬仗。

“从前晚开始至昨天傍晚，大陈
岛降雨量已近 200毫米，比去年全年
降雨量的六分之一还要多。短时强降

雨，威力和破坏性都很大。”大陈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蒋瑛说，特别是此前大
陈岛已经历了 4次台风的洗礼，导致
山体土壤普遍水分饱和，泥石流、山
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大。“虽然
此次台风离得较远，但我们根据经验
做好了高标准应对的预案，所幸，这
些措施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台风“格美”“贝碧嘉”“普拉
桑”“山陀儿”，接连在周末、中秋假
期、国庆假期等时段来袭后，此次台
风“潭美”对大陈岛的强大破坏力也
在周末显现。大陈镇机关干部等放弃
休假、坚守岗位，冲锋在防汛防灾第
一线。即便是连轴转防御，大家也没

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一夜强降雨后，26日一早，大陈

镇组织人员现场巡查时，发现全岛发
生了几十处大大小小的泥石流、滑坡
等灾害。其中，下大陈岛鸡笼头通往
土地堂路段、上大陈岛中咀路段的泥
石流灾害最为严重，冲刷下来的土堆
占据了60米至100米的路面。

“趁着雨暂停的间隙，我们通过
无人机全面了解了受灾路段的情况。
这些破坏力难以预计，也是近年来最
为严重的一次。我们及时开展行动，
紧急集结岛上所有的挖掘机、铲车等
开展机械清障，针对已清理完成的小
面积塌方路段，还专门设置了围挡，

加强巡逻并做好警示提醒。”大陈镇
副镇长余伟说，此外，大陈镇还及时
与自规、交通等部门进行对接，联系
他们上岛勘察、确定整治方案。

伴随着强降雨的持续，大陈岛多
个山塘水库蓄水量近年来首次超标
高。好在大陈镇科学研判、提前行动，
全面清理疏通泄洪道的同时，还对所
有自动泄洪装置等进行检测和调试。
及时消除风险后，这些山塘水库都顺
利开启了自动泄洪模式。

虽然提前做好了镇区的排水沟清
理、防内涝等措施，目前房屋附近等区
域未受到较大影响，但部分岛民家中还
是遭遇了雨水倒灌。 （下转第二版）

靠前部署 积极行动

大陈岛全力以赴打一场防汛防灾硬仗

10月26日，在玉环市干江镇栈头
制冰厂码头及沙岙坑临时车站上，渔
民们和补网工身穿雨衣，拉网、飞梭走
线抢修破损渔网。霜降过后，是海洋渔
业生产的黄金时节，渔民们为夺取渔
业生产大丰收，赶风头、追风尾，小潮
汛回港后，马上整修网具，添加渔需
物资和生活用品，为适时出海捕捞作
准备。 台传媒通讯员吴达夫摄

抢修渔网赶出海

台传媒记者张笑川雨

青春故事：

10 月 24 日上午，2024“好食来
临”第六届安基山滑翔伞精英赛开
赛，参加化妆飞行比赛项目的李文
斌，和“无脸男”“马里奥”等参赛选手
合影留念。

“相对于越野竞速比赛，化妆飞
行比赛更像是‘体验派’，来活跃气
氛。”李文斌在伞圈外号“猴神”，他说
作为黄岩人，家门口举办的赛事，一
定得来支持。

马拉松、越野跑、潜水……李文斌
酷爱户外运动，2016年跟驴友一起在

杭州富阳体验了一次滑翔伞以后，他
就爱上了这种感觉：“飞出去的那一刹
那，心怦怦直跳，既害怕又兴奋。”

不满足于教练一对一带飞，多次
体验后，李文斌更向往自己操控飞行
轨迹，于是他开始系统学习滑翔知
识。如今，他已经是中国航空运动协
会的滑翔伞高级飞行员了。

滑翔运动易学难精，需要花大量
的时间练习操控。周末只要天气好，
李文斌就会从黄岩开 1个小时的车
到安基山练习精准降落。“我会在降
落的地方放一块‘黄岩麦鼓头’大小
的木板，板子中心有一个瓶盖，通过
精准的操控，降落的瞬间让自己踩到
瓶盖上。”李文斌解释。

经常飞同一个场地会不会腻？李
文斌觉得每次飞行都是独一无二的，

“风向、气温不同，飞行的感受不同，
有时候还会出现气泡顶你，这些都是
小惊喜。”

因此，想要取得好成绩，技术、装
备、天气三者缺一不可。有的时候同
一条航线，上一个选手飞得很快，下
一个选手却盘旋不起来。这种天气的

“不可控”“不确定性”，也正是滑翔运
动的魅力所在。

除了固定路线以外，李文斌还喜
欢解锁未知。“当你来到一个野外，气
候条件正合适，你就起飞。很自由，有
种仗剑走天涯的感觉。”李文斌在空
中最久能待上4个小时。

目前，李文斌不仅自己飞，还是
双人带飞教练，也教学员零基础学习
滑翔伞飞行。“滑翔就是换个视角看
世界，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到飞行的
乐趣。”他说。 （下转第二版）

李文斌：换个视角看世界

台传媒记者卢靖愉

“不带实体身份证也能办成政务服务领域42个部
门的828个事项。”10月24日，临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出门办事不带证件”的便利时代已经来临。

“人来了就能办”
当天，市民许箐笛未带证件来办理学历信息更正，

只见工作人员张慧用一台手机大小的“免证通”对准电
子身份证实时二维码一扫，通过实人核验，即可调取信
息，不出2分钟就办理完成。

不用带原件也无需复印件，人来了就能办，这一
变化刷新了认知，也带来疑问：不用证件是如何证明
身份的？

“身份证是公民合法证明身份且使用最广的证件，
免证要充分考虑法律效力问题。”临海市公安局党委副
书记、政委周志旺介绍，“各行业部门平台推出的电子
身份证只是身份证电子信息，在政务、金融、通信等强
认证领域并不适用。”

近年国务院、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相继出台“加
快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免交证+
办成事”“身份证电子证照应用服务体系”建设等部署，
今年年初，临海便依托“身份证电子证照”，在全省率先
推动政务服务领域“免证速办”改革。

为确保与实体身份证拥有同等法律效力，临海公
安成功链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身份认证技术和省公安
厅身份证电子证照服务体系能力，作为身份证电子证
照的数据支撑。

但身份证电子证照说白了就是一张图片，会不会
被复制转发？临海公安政务服务（出入境）大队大队长
邵潇潇用一句话打消了疑虑：“每次信息交互留存证件
时，系统会自动加注时间和‘仅用于办理某事项’的底
纹，并做到信息全脱敏、调取有痕迹、使用但不留存，甚
至比实体身份证安全系数更高，不用担心肉眼比对存
在误差，也不用担心遗失盗用。”

进入“数字身份”时代
如果连身份证都能免带，那其他证件呢？

“我们将电子身份认证系统与数据共享平台对接，
开辟身份认证专用数据调用通道，各政务部门可按规
定程序实时调取户籍、婚姻、营业执照等信息，本人授
权认证即可办理业务。”邵潇潇说，老百姓还可自主上
传结婚证、房产证等证照到卡包，叠加身份证电子证照
就能使用，痕迹也可精确追溯。

有了“数字身份”，群众平均办事时间可缩短至 8
分钟以内，就连委托办理也有了“数字版本”，更省时
省力。

“以前委托办事都是直接将身份证和委托书交给
员工，不仅麻烦，还会担心证件被另作他用。有时出差
又无法把证件留下，办不成事的时候又希望能多几张
身份证。”潘先生是一家休闲用品生产企业的总经理，
眼下他的烦恼已被轻松解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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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崔旭川
台传媒通讯员范博远

“这两天气温下降，要抓紧剪
枝、施肥，为下一步茶树平稳过冬做
准备。”10月 24日，天台县南屏乡上
杨村的茶园一角，杨重辉正张罗着
茶农一起除草、剪枝。

杨重辉原本在外经商，做点小
本生意。2013年，村里号召村民种植
黄茶，杨重辉便积极响应返乡，成了
首批黄茶种植户。

经过多年经营，杨重辉的茶园
规模已扩大到十余亩。每年清明前
后采茶季，杨重辉都会雇佣二十人
左右帮忙采摘，十几亩黄茶每年能
带来近十万元收益。

不仅如此，杨重辉还牵头发起
注册“上杨飞黄”品牌，以统一市场
价格从农户手中收购茶叶，在上杨
茶叶加工厂进行统一加工，制作标
准化、精品化、专业化的品质黄茶，
最大程度将效益留在村里、流向农
户，实现强村富民。

去年，上杨村黄茶销售额达 120
万元，增加集体性收入3.2万元，400余
户黄茶种植户平均每户增收2400元。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推进，
南屏乡的“天台后花园”定位愈发清
晰，越来越多“新农人”加入返乡创
业潮中。或开展特色农业种植、或经
营起别具一格的创意小店，当下的
南屏，摇身变为“创业小镇”，焕发勃
勃生机。 （下转第二版）

南屏：山区“新农人”
奔跑“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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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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