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筱筱 通讯员杨
妩慧）8月 4日至 5
日，省美丽城镇专
项组副组长于晓
平带队赴我市开
展美丽城镇建设

“三服务”活动，先后调研了解椒江区、黄岩区、三门县美
丽城镇建设。

在椒江区，调研组走访了洪家街道、下陈街道，考察
了心海未来社区、创谷基金港、杰克集团等点位，强调要
以美丽城镇建设为纽带，突出重点抓经济发展，结合优越
的地理位置全面融合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发展。

在黄岩区，调研组走访了屿头乡，考察了沙滩村特色
乡村、宋韵柔川沙滩老街、两岸三度素质拓展基地、山水
古村落布袋坑等点位，全面了解当前项目进度、长效管控
落实情况等，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科学规划，高标准、
高水平、高质量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在三门县，调研组走访了亭旁镇，考察了岙楼村特色
乡村、红色之旅特色线路、赤子剧院等点位，要求充分挖
掘当地红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打造红色旅
游项目，积极塑造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品牌，擦
亮美丽底色。

下一步，我市将梳理工作思路，总结提炼经验，做好
各项工作的统筹谋划和有序推进，推动美丽城镇建设工
作高效能推进、高质量完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省美丽城镇专项组赴
我市开展“三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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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叶明銮）8月 7日晚 11时 21分，
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跳河轻
生。值班民辅警一路飞驰，5分钟就到了现场。

杜桥镇山项片某村，夫妻二人在河水中拉扯，水
已经齐胸了，民警将救生圈抛下去却没有人接。危急
之下，民辅警先后跳下河，想拉女子上岸，但女子大
喊，“如果强拉我上岸，我就撞死在岸边。”

见劝说无效，民警让男子先上岸。“你有什么要求
提出来，上岸再给你解决。”民警与后续赶来的消防队
员站在河里，形成一道人墙，不让女子往河中央去。

此时，女子的母亲和女儿也赶过来了，但女子还
是不想上岸。负责现场指挥的值班副所长和大家商
量后，决定强行将女子拉上来。他们用绳子绑住女子
的腰部，合力将其拉上岸，并送回家。此时，已经是凌
晨1时许。

据了解，40岁的女子徐某因生活不如意，酒后
和丈夫争吵后欲跳河轻生。

河里僵持一个多小时
民警救轻生女子上岸

本报讯（通讯员张庆庆）8月 3日晚 22时 21分，
温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信访工作人员接 12345紧急
电话，市民朱先生反映其于当晚驾驶经过横湖东路
（高架桥往东 50—100米处），发现该处机动车道上
有两蛇皮袋物品，存在交通隐患，建议相关部门及
时清理。

当时夜间大扫除已结束。温岭市市容环卫处紧
急就近调遣环卫管理人员及车辆赶到现场。与此同
时，及时赶到的交警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引导车
辆有序通行。

经查看，现场路段袋装物品疑似鞋类生产垃圾，
虽不属于环卫日常保洁范围，但出于道路交通安全
考虑，现场的管理人员叫来小型环卫车，将蛇皮袋垃
圾抬上车，运至曙光东路中转站，消除了安全隐患。
从环卫管理人员接到通知到现场清理完毕，历时约
25分钟。

垃圾占道存隐患
环卫深夜紧急清理

本报记者周子凝 本报通讯员戴爱萍

“原来垃圾焚烧发电这么复杂！太
神奇了！”8 月 6 日，在温岭瀚洋资源电
力有限公司的操作间内，温岭市锦园小
学一（7）班的同学们化身“小红萌”志愿
者，参观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过程，并
发出惊叹。

现场，在 7层楼高的操控间，只见一
个超大型机械抓手一次性抓起许多发酵
过的“其他垃圾”，投放至焚烧炉的入口。
操作员坐在电脑屏幕前，通过按钮和操作
杆就能对抓手进行“发号施令”。

据悉，温岭的生活垃圾大部分被焚烧
发电。其中，光这家公司能“消化”2/3以上

的生活垃圾。
通过观看显示屏、听讲解员介绍等方

式，孩子们直观地了解到垃圾变废为宝的
全过程。参观完后，温岭市综合执法局工
作人员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丰富有趣的
垃圾分类知识课。

走出温岭瀚洋资源电力有限公司，同
学们又与执法队员走街串巷，开展垃圾分
类实践活动。

“阿姨，请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手册，要
做好垃圾分类！”同学们兵分三路，化身

“拉风宣传员”“拉风督察员”和“拉风执行
员”，深入学校周边的小区、广场、商场等，
有的在桶边督导，有的则拿起夹子和袋子
捡垃圾。他们还跟着执法队员对店铺内垃

圾分类的情况进行检查，对未进行垃圾分
类或垃圾分类标志标识错误的开出法律
文书。

活动当天，同学们还通过制作四分垃
圾桶、表演垃圾分类三句半、书写分类实
践活动感悟等方式，来表达对垃圾分类的
支持与参与。

“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需要潜移默
化、长期坚持的工作。如果孩子们从小能
够树立分类意识，将其当成是一种自然而
然的生活习惯，这对城市的发展影响巨
大。”锦园小学校长颜寿春说。

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他认为教育
得先行。“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我们会结合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同学们在学校就能亲

自参与分类工作。课后，他们又可以把分
类意识、习惯带到家庭，以此带动全社会
形成分类好习惯，让垃圾分类实践成效最
大化。”

记者了解到，去年 1月，锦园小学成
为温岭首个垃圾分类教育基地，为了让垃
圾分类由学校开始向家庭渗透，每一位锦
园学子都化身“拉风侠”，成为家庭垃圾分
类的“监督员”。期间，锦园小学开展了拉
风侠“争章”行动、拉风侠评比等活动，把
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到学生评优评先的考
核中。此外，学校还利用每周班会课，在课
堂中向学生宣讲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鼓
励学生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分类小故事，
在课上进行分享和讨论。

“垃”升新起点“童”享绿生活

温岭：“小红萌”践行分类新时尚 本报讯（通讯员蒋忠慧）“幸好打个电话问问，否
则这 7万元钱就泡汤了。”近日，黄岩的谢某准备借
给朋友章某7万元，用于网上办理信用卡账户解冻，
幸好他打电话向辅警朋友陈志敏咨询，才阻止了章
某转账。

当天晚上 7时许，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西
派出所辅警陈志敏接到朋友谢某的电话，称其朋友
章某向他借款 7万元，用于网上办理信用卡账户解
冻，他准备将钱借给章某汇入对方账户。陈志敏听
后，立即进行阻止，告知这是明显的网络诈骗。

“你们俩最好一起来派出所一趟，学习一下防范
网络诈骗知识。”当晚，辅警陈志敏将谢某、章某两人
带到城西派出所。民警听了章某叙述经过后，明确告
诉他遇到了网络诈骗。起初，他并不相信民警的话，
随着民警结合辖区类似的网络诈骗案例，向他揭示
诈骗分子的真面目，他这才相信自己真的被骗了。

原来，章某因资金周转急需用钱，想办张信用
卡。7月21日上午，章某在手机上浏览网页时弹出一
则信息，说是可以办理透支额度 15万元的信用卡，
他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个APP，填写了相关资料
后，对方要求他先办一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分两笔
往卡里存入 2万元，按照对方指示操作用于刷“流
水”激活信用卡。可是，当他想将2万元转出时，对方
说账号输错了已无法取出，需要再充值 7万元才能
解冻账户，于是章某转而求助谢某。

谢某一听朋友有困难，马上答应提供帮助，转账
前他想起陈志敏曾说过类似诈骗案例，觉得办张信
用卡应该不会这么麻烦，便打电话向陈志敏咨询。

辅警的一句话
帮朋友挽回7万元

《不服“暑”，坚守一线战高温》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李筱筱
本报实习生车新开 夏珂逸

8月 3日，在温岭市宏晟制冰厂制冰车
间内，机器隆隆作响，开足马力赶制冰块。

车间外，已有客户在等候购买。车间
内，吊冰工人储记民熟练地操作吊机将一
排铁质冰模具吊起，放入化冰区脱模，方形
冰条咕嘟咕嘟冒出水面，离开模具，滑至临
时放置区。在氤氲的水汽中，钩冰工人有条
不紊地用铁钩将冰条推入滑道，根据客户
需求，或做成条状或打成碎冰装车。

储冰室门被打开，一阵阵寒气从“冰
窟”中扑面而来，记者顿时感觉全身毛孔收
缩，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制冰、进库、排冰、出库、运输……在-
8℃的储冰室和近 40℃的户外温度下来回
运冰，最高温差近50℃，“冰与火之歌”已然
成为制冰工人的常态。

忙季时，储记民和工友们一个月里有
一半时间要 24小时连轴转，还往往要“身
兼数职”，“忙起来什么都得干，哪里需要
去哪里。”储记民说，他在这里工作近 6年，
主要负责吊冰工作，有时也要去储冰室排
冰、去外面送冰。他边说边指着车间墙壁

上挂着的一排棉袄，“这是我们进储冰室
的必穿装备。”

制冰厂负责人潘笃方介绍，一次制冰
周期最快要12小时，忙季时总是供不应求，
要24小时不停运转制冰。“我们一天最多能
制3200条冰，一条冰近百斤。原本7月是淡
季，但今年 7月出现罕见的连日高温，冰条
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五六千条，总计2万
余条。”潘笃方说，前两天，还有来自嘉兴、
杭州等地的集装箱前来进货，每车三四百
条，多时一次能运走三四车的量。“一般每
年 8至 10月是制冰用冰的高峰期，每月至
少会卖出六七万条。”

不同的冰块用处也各异。用长潭水库
的水制作的白冰主供石塘镇周边的饭店，
用村中水库和地下水制作的黄冰主供周边
的工业园区、核酸检测点等。

别以为在冰厂里工作就不用消暑了。
潘笃方表示，厂里在车间入口处的房间内
配备了一间休息室，内设空调和四张沙
发，供工人们休息。“平时，我们还会提醒
工人们在开车送完冰后，不要一下子就进
储冰室，要稍微休息下、缓一缓再进，否则
容易感冒，也会提醒他们多喝绿豆汤，解
解暑。”

制冰工人：

在-8℃和40℃间上演“冰与火之歌”

图为制冰工人储记民正在吊冰。 本报记者李筱筱摄

本报讯（记者洪佳祯 实习生车新
开 夏珂逸）8 月 8 日上午，台州市垃圾
分类教育培训基地揭牌仪式暨拉风白
金卡发行三周年纪念活动在台州银行
银座金融学院举行。据悉，这是台州市

首个行业教育培训基地，标志着全市垃
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迈入了全新的发
展阶段。

“这是一个集垃圾分类教育培训、公
众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台州市
分类办综合协调处处长陈晓震介绍，该教
育培训基地通过设立垃圾分类微课堂、开
发网络直播微课程、开展垃圾分类进村居
进厂区宣传、设立“小小银行家”课程等，
引导市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广
普及垃圾分类观念，打造公众参与的“拉
风”品牌，促推在全市形成“垃圾分类就是
新时尚”的良好社会风尚。

垃圾分类是关乎每个人生活环境的
民生大事。自 2019年台州垃圾分类公众
教育学院（简称“拉风学院”）创立以来，已
累计培养624名分类讲师和1.5万名督导
员，13万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行业工
作者通过了学院的线上分类知识考试，
110万人次的居民直接接受了分类知识
培训。同年推出的国内首张以垃圾分类为
主题的信用卡“拉风卡”，三年来累计发行
量已超 4万张，有效传递了绿色消费、节
能减排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生活
理念。

该基地负责人胡献鹏表示，他们将

继续发挥作用，让学员充分掌握分类知
识，并结合台州银行“拉风”系列宣传活
动，调动更多群体、更多群众参与到垃圾
分类中。

揭牌仪式还为台州银行垃圾分类讲
师发放聘书，4位宣讲人进行了精彩的主
题宣讲。

当天，市分类办、台州新闻客户端、台
州银行联合推出“拉风行动”21天线上答
题打卡行动。该活动设置了675个奖项、2
万多元话费，市民们通过线上答题学习更
多垃圾分类知识的同时，也能获得积分进
行抽奖。

“拉风行动”21天线上答题打卡活动上线

市垃圾分类（台州银行）教育培训基地揭牌

本报记者张 怡

今夏，“雪糕刺客”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近日，天台县市场监管局
的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某
超市所销售的部分雪糕未明码标
价，现场责令商家立即整改。

“经检查发现，该商家将售价 18
元一支的雪糕、售价33.5元一盒的冰
激凌与售价 1至 5元的雪糕混放出
售，且未执行明码标价，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天台县市场
监管局洪畴所副所长邱喆林介绍，除
检查商品是否明码标价外，执法人员
还按照《食品安全法》检查食品的贮
存条件、标签标识、保质期等，杜绝过
期、变质及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为进一步加强夏季食品安全

监管，我们积极探索以‘三法’治‘三
伏’，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强化
主体责任意识，切实守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天台县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芦伟介绍，“三法”就是以检测为
手段，查添加是否合法；以信息为导
向，查销售是否合法；以举报为辅
助，查售后是否合法。

此外，该局还充分利用“浙里检”
“链上点检”“你点我检”等数字化应
用，为企业、市民提供食品抽检服务。

“以‘你点我检’数字化应用为
例，消费者如对某家店的食品安全
存有怀疑，可以在该平台上输入店
铺地址、食物品种等信息，我们便会
上门抽检，检测结果将以短信、网络
回复等方式告知。”该局食品安全协
调科副科长王陈虹说。

截至目前，天台县市场监管局
共出动 80余人，抽查奶茶饮品 12批
次、各种饮料 12 批次、冷冻饮品 15
批次，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查处未
明码标价行为2起，均已责令整改。

天台县市场监管局——

以“三法”治“三伏”
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

8月5日上午，温岭市青少年宫联合温岭市乡村七巧板爱心服务社，开展“强国复兴有我 科技
伴我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带领孩子们一起走进台州市科技馆，拓展视野，提升科学素养。

本报通讯员朱国兵 张 隆 王蒙晓摄

共筑科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