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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知多少”系列科普②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
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开发建设，
是能够安全、高效地处理各银行
间同城和异地各种支付业务及
资金清算的应用系统，是连接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枢纽和桥
梁，在我国的支付体系中，发挥
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也是中
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
行发挥金融服务职能的核心支
持系统。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由大额
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
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境内

外币支付系统组成。近年来，为提
升便民服务水平，上线运行了全国
综合业务服务平台和数字供应链
金融信息交换平台。

大额支付系统是大额资金汇
划的高速路；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全
天候 24小时为您服务；网上支付
跨行清算系统资金便捷实时到账；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实现多币种境
内支付结算;全国综合业务服务平
台便民惠农，助力小微；数字供应
链金融信息交换平台提供供应链
金融信息交换、资金清算结算等线
上化服务。

什么是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守护电动车消防安全”系列报道

台传媒记者谷尚辉

3月22日下午6点半，椒江江南
首府的周女士一回到小区，便将电
动自行车停到充电区，拿出手机扫
了一下二维码，确认顺利通电就回
家去了。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是周女士
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小区有电
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只要扫码
就能充电。她说，扫一次码能一次
性充 6个小时，刚好可以满足充电
需求。

2018年以来，台州持续加强电
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监管，市消安委
办先后出台《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
桩建设工作规范》和《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要求》，明确充
停场所的建设标准。目前，全市建成
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1.3万余处，充
电口15.8万余个。

老小区的“无奈”

“老小区没规划集中充电区域，

电 动 自 行 车 主 只 能 自 己 想 办
法。”谈起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家住椒江云西小区的陈先生说。
平时，他要用电动自行车到附近
菜场买菜。

据了解，云西小区建于1993年，
面积共有 12.2万平方米，是我市首
个由政府投资实施综合改造的城市
老旧小区。小区无论是在规划上，还
是在配套设施上，跟居民的部分生
活需求存在差距。

“一些住户和我一样，从家中拉
线。有的则直接把电池拆下带回家
充，小的电动自行车就搬上楼充
电。”陈先生说，现在很多人都有电
动自行车，小区没有充电桩，这样做
实属无奈之举。

与云西小区一街之隔的云健小
区，早几年就安装了智能充电桩。但
是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该小区的充
电桩已暂停使用。

该小区的充电桩位于小区出
入口和小公园。小区保安表示，他
到这边做保安以后，就没看到充电
桩使用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暂停

了，既然有充电桩，应该要尽量利
用起来。”

“其实云西小区有充电桩，
只是数量很少。”云健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赛珍说，因
为 数 量 少 ，可 能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充 电 桩 的 存 在 。他 们 已 和 相 关
部 门 协 调 ，选 址 新 增 电 动 自 行
车充电桩。

她说，云健小区的充电桩是因
为电费纠纷导致暂停使用，她正在
协调此事。“其实按照小区人口，目
前的老小区充电桩数量都很难完全
满足居民的需求。”

改变习惯也需引导

近年来，台州推行了智能充电
桩的建设，大多数高层小区都建有
充电桩，实行集中充电。

针对居住出租房“旅馆式”
管理的村、住宅小区，也按照实
有 人 口 居 住 密 集 程 度 、村 居 地
域 范 围 ，合 理 布 局 智 能 充 电 桩
数量。

李赛珍也表示，由于老小区
没有专门的充电设施，很多市民
不得不在家中或者楼道中拉线为
电动车充电，这造成了极大的安
全隐患。

“不过根据我们观察，新建小
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使用率
高，老小区的充电桩并没有得到
充分使用。”李赛珍说，年轻人比
较容易接受新兴事物，也会使用
智能手机扫码付款充电。但是年
纪稍大的人就不太愿意花钱充
电，因为多数充电桩充一次电需
要 1元钱，他们觉得家里的电费更
便宜。

老小区建设时间早，底楼都建
有配套自行车房，空间足够停放电
动自行车。李赛珍说，很多人会将
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自行车房充电，
觉得比较放心，不用担心电瓶被
盗。“这些原因导致很难监管居民
在自家充电的行为，真正要实现集
中充电，不仅需要建设足够的充电
设备，也需要引导市民，让他们逐
渐改变习惯。”

年轻人容易接受集中充电，老年人更喜欢在家充电

充电桩进小区，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娄纯钊）“您好，

请问您去年12月份是否在外面药房
买过药？有医生推荐或建议您在哪家
药店买吗？”近来，仙居县卫健局联合
该县市场监管局，就“医生推荐或建
议患者到院外指定药店购买药械问
题”进行全面检查。

走进该县各家公立医院，在门诊
大厅显眼位置均可见到“严禁医务人
员指定、推荐患者到院外指定药店购
药”的警示牌，上面印有专项投诉举
报二维码。

自去年 10月份开始，仙居县卫
健局将“医生推荐或建议患者到院外
指定药店购买药械问题”列为清廉医
院建设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专
项整治。

在此过程中，该局通过健全机

制、完善制度、管理处方、畅通投
诉通道、严肃处理问责和强化教
育管理等举措，不断纠正公立医
疗机构医疗服务和医药购销中的
不正之风，严厉打击部分医疗机
构医生安排患者去指定药店购药
等行为，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

据悉，该县共完善内控制度 3
条，约谈相关人员12次，专项整治工
作小组暗插一线检查10次。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医德医风建设，规范诊疗行为，优
化就医环境，改善服务态度，保障
医疗质量安全，推动清廉医院建设
走深走实，进一步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仙居县卫健局
党委书记、局长王斌说。

仙居严查“院外回扣”

提升城乡风貌 共建美丽台州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记者近
日从台州市城乡风貌办获悉，今年
全市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任务
已明确，将围绕“全域提升城乡风
貌”目标，紧扣全域共富、城乡和
美、品质提升工作主线，聚焦共同
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和现代化美
丽城镇建设，推动关键领域深化改
革，加快点、线、面协同推进、综合
集成、全域推广，为美丽台州建设
夯实基础。

具体而言，抓好城乡风貌品质
综合提升，全市新增创建省级城乡
风貌样板区试点 13个，力争创成省
级城乡风貌样板区 8个、新时代富
春山居图样板区 2个以上；抓好未
来社区全域落地，新增未来社区创

建 22个以上，建成 32个以上，打造
城镇社区“一老一小”服务场景 42
个以上；抓好未来乡村示范引领，新
增未来乡村创建 20个以上，打造乡
村“一老一小”服务场景 40个以上；
推动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在 15个
以上城镇开展现代化美丽城镇示范
镇创建，建成 10 个左右省级示范
镇；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9 个、267
栋；做好强社惠民服务文章，在 1个
以上城镇或者抱团社区开展强社惠
民改革。

接下来，市城乡风貌办将锚定既
定目标，强化支撑保障，加强宣传督
导，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不断刷
新城乡颜值、提升生活品质。

城乡风貌整治工作任务定了

今年，我市这样干

台传媒记者章 浩文/摄
握紧拳头，伸出大拇指相互碰两

下，就是“朋友”了……上周五，在玉
环市残联举办的通用手语培训班上，
42名学员经过 5天学习，都通过考试
拿到了手语初级证书。

自2008年，玉环市残联便开始举
办手语培训班，到今年已是第 16年。

“每年平均名额是 35人，只要消息一
发出来，很快就会报满。”玉环市残疾
人劳动就业服务所所长姚晓玲说，目
前玉环共有500多位市民拿到初级手
语证书，能够和听障朋友进行简单的
交流。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当天的考场上，谢忠凌拿到了手
势部分的满分，他也是同学们眼中公
认的优秀学员。

“我来学手语，主要是工作需
要。”谢忠凌是玉环市行政服务中心
综合受理员，此前从未接触过残障
人士。

他说，尽管自己没接触过，但周
围同事却碰到过听障朋友来办业务，
双方交流通常都是打字或是家人帮

忙。“学了手语，交流效率能更高。
而且，对我来说，手语等于是一门
新语言。”

“报名学习手语的学员来自各
行各业，大部分都是行政和服务
行业工作人员，如窗口工作人员、
银行职员、医护人员、民警、村居
网格员等。”手语老师龚琼洁说，
学员中年龄最大的 65 岁，最小的
12 岁，大部分人出于工作需要来
学，也有部分年轻人和大学生是
因为个人兴趣。

龚琼洁介绍，5天的培训时间不
长，但大家要学习的内容却不少，不
单要了解通用手语的演变，还要学习
字母和手势两套手语系统。课上还有
互动环节，帮助学员更好地掌握手势
技巧。

在课程最后，她告诉学员，拿
到初级证书只是开始，要想自如运
用手语，还要在今后跟听障朋友多

“说话”。

用手语建立沟通桥梁

据了解，玉环全市共有听障人士
1000多名。

“尽管现在有很多翻译软件，还
有家人辅助交流，但能用手语直接
沟通，可以更快拉近与听障朋友的
距离，快速掌握他们的需求。”玉环
市玉城街道残疾人之家负责人叶星
彤说。

去年 3月，叶星彤参加了手语培
训。“我是2019年开始加入助残活动，

2022年组建了‘拾光聚爱’志愿队，在
志愿服务中认识了不少听障朋友，才
有了学习手语的想法。”

在拿到初级手语证书后，叶星彤
便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练习用手语

“说话”。
每周五，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参

加玉环市残联举办的手语沙龙，
参与情景表演等活动，直接和听
障老师用手势“对话”，提升手语
运用能力。

去年12月，她联合玉环市聋协开

展了“无声披萨师”活动，带听障朋友
到烘焙店做披萨。“活动中，我们克服
了很多困难，也感觉到手语作为沟通
桥梁的重要性。”

她说，大多数听障朋友很愿意和
大家交流，只是交流中存在困难，“当
看到我们用手语时，他们会很惊讶和
高兴。”

当天考试结束后，不少学员都
表示，今后将在工作或助残活动中，
将手语学以致用，更好地服务残障
朋友。

学习手语，更好地服务听障朋友

玉环这个培训班名额很抢手

学员们正在学习手语。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3月 22日，
浙江省肿瘤医院台州院区（台州市肿
瘤医院）胃肠外科主治医师金海朋与
麻醉科主治医师朱敬畏合作，成功完
成该院首例超声引导下手臂输液港

植入术，为化疗患者的静脉输液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

由于肿瘤的特殊性，患者的治疗
周期往往较长，期间需要反复接受化
疗、手术、放疗、靶向、免疫、营养支持
等综合性治疗。为此，静脉通路的选
择至关重要，选择一条使用时间长、
安全可靠、护理方便且能输入各种高
渗透压、高刺激性药物的静脉通道，
已然成为患者顺利完成各种治疗方
案的基础。

今年 65岁的庄老伯是结肠肿瘤

患者，既往曾行胸壁港植入术，护理
还是存在不方便之处，如今疾病复发
需进一步治疗，且需要适当的中强度
体力活动。综合病情及后续治疗需
求，金海朋决定为庄老伯留置左上臂
手臂港（经上臂静脉植入式静脉输液
港），为其建立长期、便于护理的静脉
通路，同时兼顾治疗需求、生活质量。

术后回访显示，庄老伯穿刺点无
渗血渗液，血管通路输液通畅。

什么是手臂输液港？金海朋介
绍，手臂输液港由静脉导管系统和供

穿刺的港座组成，多以手臂贵要静
脉、肱静脉作为入路植入静脉导管，
港座完全埋入手臂皮下的完全植入
式输液港。手臂输液港作为一种新型
静脉通道工具，在临床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应用。

“手臂输液港植入术的成功开
展，成为目前常规开展的PICC（经外
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胸壁港
的基础上，多了一种静脉导管的选
择，同时可以为患者提供个体化治
疗。”金海朋说。

市肿瘤医院完成首例手臂输液港植入术

台传媒记者郑 红

3 月 23 日是第 64 个世界气象
日，主题是“气候行动最前线”。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形势日益严峻，极
端天气多发频发重发，人类社会受
到严重影响。在世界气象日之际，
全市各地气象部门组织了精彩纷
呈的开放日活动，邀请公众零距离
感受气象科技，传递防灾减灾气象
科普知识，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指南。

为了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

道防线，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入推进
气象数字化改革，“智享风云”业务支
撑平台应运而生，以集约化为指引，
以智能高效为导向，通过集成国、省、
市业务资源，打造基于气象大脑的观
测数据采集、数据计算分析和用户需
求应用三个维度的技术底座，构建了
基于天擎大数据的一站式操作支撑
系统。

该平台的应用，为全市气象防灾
减灾提供有利支撑。“特别是升级后
的 2.0版，实现面向防汛责任人的临
灾预警叫应与反馈数据回流，并支持

基于回流数据信息的二次指令触发，
以便捷的人机交互方式提升临灾预
警叫应效能，有力推进极端天气预警
叫应服务闭环化水平。”市气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数字化改革的成效，也惠及百
姓生活。去年，市气象局推出“气象
随行”全新官方服务移动终端，打造
老百姓身边的气象台。该平台收集 9
类气象实况产品和 16类覆盖海陆全
域的预测信息，提供精细化气象数
据和预报服务产品，依托微信公众
号和浙政钉平台实现分灾种全周期

气象条件演变产品的秒级生成，并
支持高精度实况和分钟级预警的分
众化信息定制，为政府气象防灾减
灾决策提供了支撑，为公众日常生
活出行提供参考。

今年，台州气象“智享风云”PC
端、“气象随行”移动端将联手即将
上线的“和合风云”分阈值智慧叫应
机器人，共同构建多维度数字服务
矩阵，持续加密气象防灾安全网，为
高效推动“零时差”多部门响应联动
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
机制再添新动能。

我市持续深入推进气象数字化改革

数字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 丁自
力 王 博）“太好吃了，这个馅不仅
有春天的蔬菜，还有猪肉和海鲜炊
皮，香气十足。”3月 20日适逢春分
节气，布依族姑娘吴小霞吃完青餣
后感慨，这是她嫁到温岭后吃过的
最好吃的美食。

春分，在民间素有放风筝、吃
春菜、做青团等习俗。为弘扬民俗
节气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温岭市箬横镇“石榴红”家园
联合当地妇联、村文化礼堂，开展

“青餣遇见春分，共享‘第二故乡’
节俗里的‘婆婆味道’”主题活动，
通过现场各民族媳妇与长辈们烧
制馅头、做青餣，共同品尝的方
式，共绘家园“同心圆”，传递最美
好家风。

听说又要做家乡美食，家住附近
的阿婆们按捺不住，大家骑着三轮车
拉来柴火、炉灶等工具，而来自箬横

各村居的媳妇们则是购置糯米粉、碱
粉、馅头，甚至把家里的菜刀、砧板等
器具都带了过来。

“青餣是青团在台州一带的叫
法，今天我还是头一次与这么多长
辈、姐妹们一起做这个，感觉很开
心。”壮族媳妇李赛连介绍，她嫁到温
岭几十年，以前跟着婆婆学做青餣，
现在自己都成了“师傅”。

大家围着一张大圆桌，先将粉团
揉成桶状，然后放入炒熟的馅料，再
逐步封口，最后轻轻一按，青餣就做
好了。胡萝卜、春笋、小葱等独属于春
天的美味，以及“婆婆的味道”都包进
了青餣里。

众人齐心协力忙碌一个多小时，
100多个青餣滚烫出炉。“我的手艺
也是从婆婆那里学来的，今天能全部
教给她们，我很高兴。这应该就是‘婆
婆味道’的传承。”参与活动的七旬阿
婆陈奶奶说。

共享节俗里的“婆婆味道”

田间地头化纠纷田间地头化纠纷

近年来，天台县人民法院努力护航本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果
农、果商合法权益。图为3月21日，天台法院法官就一起土地承包纠纷案进行
现场踏勘和调解，当事双方当天达成了调解协议。 台传媒通讯员张梦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