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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梦梅通讯员 任勍

“我捡到两只鸟蛋，其中一只已经孵化出来了，我网上
查了一下是珍稀鸟类黑水鸡，所以请你们前来接收。”日
前，区农业农村局接到一个热心市民小王的求助电话，称
自己捡到两个珍稀鸟类黑水鸡的鸟蛋。

捡到鸟蛋还孵出一只？带着疑惑，区农业农村局立
即派相关救助人员前往现场，及时收容救护。

经过交流，工作人员得知小王是前一天在园区路边发
现一只黑鸟残骸，走近观察旁边还有两颗鸟蛋。小王爱
鸟，并且有养鸟经验，家里还有一个鸟蛋孵化器。因担心
鸟蛋无法再孵化，所以把两颗鸟蛋带回了家。经过人工孵
化，一只黑水鸡雏鸟破壳而出。

经确认该雏鸟为国家“三有”陆生保护动物，名叫黑水
鸡，又名“红冠水鸡”“红骨顶”，善于游泳和潜水，栖息于灌木
丛及苇丛。救助人员感谢并称赞了小王爱心科学的举动，然
后借用孵化器将鸟蛋、雏鸟一并带回救助站。另一个鸟蛋也
已于近日成功孵化。“两只鸟蛋陆续孵化成功，这说明母鸟已
经孵了很长时间，估计有十来天了，并且断孵时间耽误较
短。现在这两只雏鸟在保育箱里接受人工喂养。我们会科
学喂食，尽量弱化人工喂养给它们带来的不良影响。”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

同时，区农业农村局也在此提醒，市民在野外环境见到鸟蛋
或者还不会飞的雏鸟时，尽量不要因过于热心而把它们带回。
对野生动物的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干预它们，让其自然成长。

热心市民捡到“鸟蛋”，
孵出保护动物“黑水鸡”为进一步展示钱塘区乡村振兴工作,尤其

是在美丽乡村建设及共同富裕方面取得的实践
成果,钱塘区将举办“大美钱塘 围垦风光”美丽
乡村摄影比赛。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杭州市钱塘区农业农村局
承办单位：杭州钱塘新区摄影家协会

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广大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投

稿参加
活动主题

参赛作品须紧扣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
求，展现钱塘区乡村振兴新面貌，尤其是在美
丽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果。

产业兴旺。以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业，培育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等为重点。作品要展现现代农业、数字农
业、美丽田园、美丽经济等田园之美，饱含乡村
产业活力。

生态宜居。以美丽乡村、未来乡村、历史文
化村落等为重点。作品要充分展现乡村大美风
光、展现乡村精致和谐，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展现乡村宜居宜业。

乡风文明。以乡村文化、特色节庆、非遗传
承等为重点。作品要充分展现乡村文化之美，
展示淳朴乡风民风，展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存，

展示村民精神自信自强。
治理有效。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

为重点。作品要充分体现乡村的现代化治
理之美，展现各类群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展
现乡村整体智治，展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
谐和睦。

生活富裕。以村集体和农民增收、公共服
务普及普惠、乡村高品质生活等为重点。作品
要充分展现农民收入提高，展现农民生活水平
提升、展现乡村美好幸福生活等。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奖金1000元及获奖证书
二等奖：6名，奖金800元及获奖证书
三等奖：10名，奖金500元及获奖证书
优秀奖：40名，奖金300元及获奖证书

参赛要求
参赛作品统一提供电子版文件，参赛选手

可以单幅或组照形式参赛，组照每组不超过8
幅，每人可投5幅（组）作品，彩色黑白均可，谢
绝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投稿作品
必须保留数码照片拍摄信息(EXIF)，上传作品
为jpg格式，长边不小于3000像素并须保证能
够提供300dpi拍摄原稿，单幅图片大小不小于
4M，否则视为无效作品。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
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
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

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单幅作品拍摄时间不得早于2016年1月1
日；组照作品2020年1月1日至今拍摄的作品
不少于二分之一。

投稿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10月20日（以收到作品

时间为准）
注意事项

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所有参赛作品均不
退稿；主办单位有权将参赛投稿作品用于宣传、
展览、研究以及其他方式的相关推广、刊登，不
再另付稿费，作者享有署名权。

本次比赛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由获奖者自
理。

本次大赛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投稿方式

参赛作品以邮件方式提交，邮件主题请注
明“‘大美钱塘 围垦风光’摄影比赛”，同一个人
的所有作品制作成压缩包，命名方式为：主题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作品名称+拍摄地点（具体到村）+作
者姓名+联系方，压缩包以附件方式发送到大赛
作品征集邮箱hedaphoto@163.com

活动咨询电话：13806519987
欢迎各位摄影爱好者积极参加,期待您的

作品！

■通讯员 姚莎莎记者 徐红燕

自8月26日钱塘消防大队与街道完成委托执法协议
签订后，深入培训指导，以“理论＋实践”模式稳步推进街
道消防委托执法工作，破解“最后一公里”执法落地瓶颈。

9月13日下午，钱塘区消防委托执法首次检查在义蓬
街道开展，消防大队全程参与，做好执法辅助与政策讲
解。检查过程中，街道执法人员结合合用场所检查要点，
全面检查了场所是否违规住人、防火分隔是否到位、消防
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电动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电线
是否私拉乱接等隐患问题。针对检查出的问题详细记录
并提出具体整改意见，要求商家牢固消防安全思想，做实
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此次检查，义蓬街道执法人员整体执法程序合法、处
罚依据合理，对于执法过程中个别错误，大队参谋进行了
纠错指导。下一步，钱塘消防大队将充分发动街道力量，
进一步突出联合执法效能，大举措大力度做好消防执法工
作，做实隐患闭环处理，全方位提升执法质量。

动真格重落实提质量
钱塘消防委托执法显成效

■见习记者 陈婕记者 徐红燕

“甲鱼120元一公斤，螃蟹90元一公斤……”
在义蓬农贸市场水产摊位上，摊主孙老板向顾客
介绍不同水产品的售价。摊位上的水箱里，螃蟹、
甲鱼、梭子蟹、泥鳅、各类鱼虾鲜活跳跃，蓄养用水
干净清爽。

近日，杭州终于迎来久违的清凉，渐浓的
秋意，也弥漫到了农贸市场和家庭餐盘上。“这
不是秋天了嘛，看网上推荐秋天要多吃一些滋
阴润燥的食物，所以我准备了一张食物列表，
来市场看看。”陈女士手里握着列表，上面写着
莲藕、柿子、百合、梨、黄鳝等，她打算在中秋节

前屯点货，等假期邀请朋友小聚。
“我们卖干货的变化不大，这个月上新一种

鲞，平时在卖的有花鲞、白条等，秋冬降温的话盐
笋也适合卖，可以烧鸭煲、烧汤。”义蓬农贸市场卖
干货的老板表示，和干货相比，秋季蔬菜、水果种
类上新会更多些。“正常家养的鸡春天一批、秋天
一批，菜鸡的话基本三个月就可以售卖，柴鸡的话
最起码得半年，春天那批要等到秋天卖，红烧、炖
汤、白切都可以，秋天到了，本地人吃鸭子的更多
一些，这个点都卖完了。”李老板说起家禽类食材
的售卖情况头头是道。

随着季节的更替，除了农贸市场的食材出现
变化，一些线上食材采购平台各类榜单也在实时

更新“菜单”。某买菜平台上的新品实时热度榜排
名第一的是琯溪红心蜜柚，上榜的食物还有鲜活
清水大闸蟹、国产脆柿子、清美火锅豆制品拼盘四
合一。团购平台上也不乏平价亲民的时令果蔬，
云南高山蜜桔550g只需1.99元，新鲜板栗275g
秒杀价为2.99元，新鲜沙地紫薯1100g销量热卖
价只需3.99元。线上食材采购平台不仅紧跟时
令，也吸引了一批不愿跑农贸市场的青年男女走
进厨房，做上一顿美味的秋季佳肴。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秋天真的到了，气温
降低，自然季节更替也让我们的农贸市场、餐桌上的
食物出现了新变化，大家丰收季记得防燥护阴、滋肾
润肺。

秋意渐浓秋味飘香秋宜养生

“大美钱塘围垦风光”美丽乡村摄影比赛征稿

■记者 张华颖通讯员 包依丽

9月12日，因受台风“灿都”影响，杭州普降大
雨。一位在外漂泊了十多年的老人在钱塘区公安
分局临江派出所的帮助下，顺利回到临平老家，结
束了风餐露宿的生活。

当日傍晚7时许，临江派出所接到一位群众
的报警电话称：在经四路纬七路交叉口看到一位
老人淋着雨坐在马路边，好像还受伤了。接警后，
民警潘佳豪立即带队赶往现场。“当时看到老人
时，他就坐在马路边上浑身已经被雨淋透了，我们
发现他还摔过一跤，身上也有几处擦伤。”据民警
潘佳豪回忆，老人表述不清，身上也没有任何有效
证件，无法确认身份。于是民警便把老人带回了
派出所。

“您先喝杯热水，吃点东西，我们帮您简单处理
一下伤口。”观察到老人浑身湿透坐在椅子上瑟瑟
发抖，说话也有气无力，潘佳豪便贴心地拿来零食
给老人充饥，同时用酒精帮老人简单清理了伤口。
等老人慢慢缓过神来，才开始询问工作。交流过程
中大家换着法儿地与老人对话，最终得到了一个含
含糊糊的名字，但是老人嘴里轻声嘀咕着的“想要
回家”却异常清晰。看着眼前回家心切的老人，潘
佳豪下定决心要将其护送回家。

借着仅有的线索，民警在资料库反复比对核
实，终于查到了老人户籍地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
随后，民警潘佳豪跟其家人通话后确认他就是临平
某社区走失了十余年的老人。为了让老人尽快回
家，值班领导李涵在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了临平当
地派出所，两地派出所连线配合工作，在这个台风

夜里展开护送。
“台风来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涵嘱咐

着护送民警。9月13日凌晨1时许，潘佳豪和同事
带着老人顺利抵达了临平，在当地派出所和村委工
作人员见证下，把老人送到了他的家人手中。从其
家人口中了解到，由于家庭变故，十多年前老人就
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没有任何消息。所
有亲人都以为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还能再次见
到，真的像梦一样。谢谢你们！”老人的家人说道。

护送完老人的潘佳豪在自己朋友圈感慨道：台
风，雨夜，老人离家十年。临江，临平，两点连接一
线。你先回家，我们再回家！收获了不少点赞。其
实，潘佳豪是一名刚参加工作还未满一年的青年民
警，此次“临平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让他对为人
民服务”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一句贴心问候十载归家梦圆

■首席记者 许莉莎

从文海南路到新湾路站，今年6月，地铁8号
线跨过钱塘江，正式通行。“能在自家门口开地铁，
感觉很自豪！”今年25岁的徐信道是河庄人，是地
铁8号线的一名司机。

大学毕业前，徐信道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还
是茫然的。“看到在招聘地铁8号线电客车司机的
时候，我心里的目标才清晰了起来，觉得就是它
了！”徐信道说，之所以如此坚定地从事这份工作
的主要原因是该地铁线在自己家乡：钱塘。

白色上衣、蓝色长裤，这是徐信道的工作服。
尽管“入行”并不久，但他驾轻就熟，严谨的工作态
度早已使其成为一名“老司机”。“我们是白班和夜
班交替作业的，夜班一般到晚上11点多结束，虽
然回家晚了，但出了地铁口，周边依然灯火通明，

十分热闹。”徐信道说，从
事这份工作让他深切地
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上下
班路不再是乡间道路，展现更多的是一幅幅城市
靓景。

交通设施不便利、医疗配套缺乏、教育资源短
缺……过去，在徐信道心里，对家乡钱塘的吐槽可
以讲上老半天。“原先去趟城区，要坐很久的公交
车，甚至还需要转车，很麻烦。”徐信道说，一来一
回“天就黑了”。“不仅如此，很多地方都是农田庄
稼，如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变化很大！”徐信道
表示，虽然到处都是吵闹的工地打桩声，但这样的

“吵闹”却让人倍感幸福。
成为一名地铁司机后，徐信道也在自己的工

作中见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群，其中大部分为外来
务工或创业的人。“我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碰到

问路的人，有不少是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徐信
道觉得，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在钱塘生活、工作，
家乡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聊起对未来的期望，徐信道笑着说：“当然是
希望我的家乡交通越来越便捷，生活越来越方
便，无论来自哪里，大家都能在这里寻到获得感
和幸福感，然后共同把钱塘这张名片推送给更多
人！”

95后地铁司机徐信道:
青春献钱塘自信驶大道

⑦

■记者 王慧敏

引人注目的14个橙红色小格子，装着满满当当的崭新
书籍，日前，前进小学的楼梯转角处新来了一个“大家伙”，
《福尔摩斯探案集》《小狐狸阿权》《忠犬八公》《妈妈你好
吗？》……这个家伙的“大肚子”里，放着一本本适合小学生
阶段阅读的优质课外书籍、绘本。

这是本学期开学后，前进小学特意添置的智慧校园共
享书亭，“学校里一共有两个共享书亭，位置都在转角处，
目的就是方便同学了解并进行借阅，我们还在附近设置了
座椅，同学们可以随借随看。”

选择好自己想要借阅的书籍，在电子显示器上刷一下
借阅卡，点击“借还图书”，选择书籍所在柜格号，就能打开
小柜子，取走或者归还书籍。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同学
们就能借到自己的想读的书。

小书柜，大存量，校园内的两个共享书亭内陈列着500
册左右的图书，可以100%覆盖全校同学。“我们的书籍都
是共享书亭合作方提供的，全部都是崭新的，也已经采取
的消毒措施，能让孩子们安全借阅。”目前，共享书亭还处
于测试阶段，校方正在录入学生信息，准备下发借阅卡。

一本书的借阅时间没有期限，但只有阅读归还现有书
籍后，才能进行下一本书籍的借阅，前进小学的借阅卡特意
设置了“一本书”的使用额度，希望以这个额度限制，更好地
鼓励孩子们积极阅读，认真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共享书亭
的显示屏上，还设有“读者排行榜单”，增加借阅书籍的趣味
性、互动性，进一步培养阅读习惯，唤醒同学们的阅读兴趣。

让读书方便快捷，让生活趣味多彩，前进小学计划借
助共享书亭这一载体，促进“书香校园”建设，引导基层少
先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读书活动。

“希望阅读能够成为陪伴前进学子们成长的良好习
惯，帮助孩子们成就自己的梦想，点亮健康成长的人生道
路”前进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共享书亭进校园刷卡就能一键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