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病夏治”正当时

“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药的特色疗
法之一，近日，在省中医院钱塘院区以及
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冬病夏治”门诊火
热开诊，已有不少市民纷纷体验“冬病夏
治”项目。

记者 童志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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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力量
对口腔及牙科诊所（医院）开展集中执法整
治，对相关责任单位涉嫌无证生产经营、使
用未经注册及过期失效产品、未落实购进
验收制度、违法医疗广告内容等违法行为，
保持严厉、高压执法态势。

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次，
检查企业（单位）47家次，发现问题隐患68
个，责令改正12家，警告1家，立案查处28
起。通过阶段整治，强化了日常监管，完善
了工作机制，查处了一批案件，消除了一批
隐患，提升了监管能力，切实保障药品安全
形势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四个最
严”为工作要求，持续开展“药剑”行动，将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初
心和使命，全力保障好全区人民用药、用
械安全。

（徐红燕 余彬 裘斐）

我区坚决打好药品安全
整治阶段“攻坚战”

本报讯 近期，我区成功争取到粮食储
备中心仓库建设项目一期工程2.65亿元专
项债券资金，发行期限为15年，票面利率
为3.13%。该资金将用于新建总仓容超4
万吨的一批高标准储备仓库，建成后将提
高我区粮食安全保障现代化水平，构建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据介绍，该粮食储备中心仓库项
目是我区首座区属粮食储备仓库，总仓容
在全市范围位居前列。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抓住国家将粮食
仓储物流设施作为专项债券支持重点的政
策机遇，组建专项债券工作专班，在项目谋
划、储备和申报上持续加大工作力度，认真
梳理符合农林水利专项债券申报项目，精
心做好资源整合，储备了一批农业农村领
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政府专项债’的
模式，能为高标准粮食储备仓库的建设提
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从而进一步提高粮食
储备的质量和安全。”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区粮食储备中心仓库位于新湾街
道，总用地面积132.2亩，其中一期工程占
地63.9亩。项目将于今年9月开工，预计
2024年12月竣工，主要建设有烘干车间、
大米加工厂、管理用房、一站式服务中心等
设施。

（郝爽 高华）

2.65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助力
我区首座粮食储备库下月建设

■记者 赵彩霞 首席记者 严巍
通讯员 龚雨莎

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
搬进现代化社区，他们如何在快速发展
中，完成从“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
型，并找准自己的新位置，实现自我价
值？前进街道的一个手作社团提供了
新思路。

“小社团”开启“新生活”

“征地以后就闲了下来，自从加入
社团学习藤编后，就又有事情干了，这
样的感觉真好!”杨秀勤是雅兰手作社
的社员之一，自 2015 年征地后，她从
自建房搬到前新社区，一开始很不适
应，而加入社团后，不仅学习了藤编技
艺，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开启了新的
生活。

雅兰手作社由前新社区居民陆雅丽
和涂金兰一手创办，于2021年成立，取
用了两个人名字中“雅”字和“兰”字，组
成了“雅兰藤艺”藤编品牌，目前社团已
经有30余名成员，其中大多数都是像杨
秀勤这样的“失地农民”。

据了解，前新社区是一个拆迁安置
小区，社区现有居民主要来自三丰村和
临江村，占整个小区住户的40%。为帮
助“失地农民”更好地适应社区生活，前
新社区一直在探寻合适的方式，开展各
式各样的活动，提升他们的技能，丰富业
余生活，而雅兰手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
尝试。“一开始只是几个人组成的小团
队，发展到今天，手作社已经成为许多成
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雅兰手

作社的创始人陆雅丽对社团的快速发展
感到意外又惊喜。

“新技能”端上“新饭碗”

为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新居民”
增强自身能力，雅兰手作社定期举办活
动，开办藤艺工匠学堂，免费指导成员
学习藤编，只要有空闲的时间，社团成
员就会聚在一起，互相钻研爱好和技
能。“没有文化嘛，除了种地什么也不
会，接触藤编技艺后，不仅学习了新技
能，还增加了经济来源。”杨秀勤笑道。

精致女包、实用篮筐、生活配饰、玲
珑吊篮……社区创新创业空间有
一整面的玻璃格子墙，展
示的都是雅兰手作社
的手工作品，展陈作
品 50余件。陆雅
丽认为，“失地农
民”肯吃苦、有耐
心，是很好的人力
资源，接下来，她
还想带领团队的小
伙伴学习更多的技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
展空间。

“一直以来，社区都大力鼓励并支
持居民发掘各类兴趣爱好，进行自我技
能提升，雅兰手作社的成功必将为辖区
居民带来新方向，引领大家主动思考，
积极探索致富之路。”前新社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网络地”孕育“新希望”

467人观看，2.5万个点赞——这是

今年4月雅兰手作社第一次网
络直播所取得的成绩。

“直播”始于“创收”。一
次偶然的机会，有热心居民看

中雅兰手作社的编织包，当即以
120元的价格买下，这让社团发现隐

藏在爱好背后的潜在商机。为扩大雅
兰手作社的知名度，拓宽创收渠道，雅
兰手作社成员还集体自学抖音拍摄、
网络直播。

“筹备一场直播跟种地很像，只不
过工具不同，地点不一样了。”陆雅丽
表示，对于雅兰手作社的成员们，网络
直播是块新“土地”，社团成员大多数
人都不懂直播，这一次尝试虽然销量

不多，但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社团，这
样就很满足了。“有一个订单就非常幸
福了，这比粮食收获的成就感还高。”
杨秀勤说。

前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将
以雅兰手作社为“起点”，接下来，还将建
立直播工作室，加强技能培训和服务，带
动更多社区居民进行网上直播，“线上线
下”销售产品。

“一直以来，我区致力于开展被征地
农民就业扶持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鼓励和引导被征地农民学习新技能，并
开展政策宣传、就业创业指导和帮扶，让
他们能够找到人生新目标，走向共同富
裕。”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雅兰手作社网络直播△ 社员在学习藤编

“又有事情干了，这样的感觉真好!”

前进“社区手作”让“失地农民”不失技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戴舒莹

立秋已过，杭城的气温却依旧“火
热”，高温酷热是每天的常态。在超过
38℃的高温天气下，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紧握方向盘，每天周而复始地穿梭在
城市的街巷，为方便市民出行默默挥洒
汗水。他们就是城市的“摆渡人”——公
交车司机。

今年51岁的蔡国方已经开了19年
公交车，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刚开
始，我是在杭州主城区开88路公交车，
后来由于线路优化，2014年转为开302
路公交车。”蔡国方回忆道。302路公交
车往返于学正街和凤起东路顺福路口之
间，途经24个站点，全程27.1公里，“跑
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高峰时

段要开3个小时。”
302路最早一班发车时间是清晨5点

45分。蔡国方提前45分钟从家里出发赶
到站房，在距离发车的前十分钟打开车上
的空调，降低车内温度，做好发车准备。

等车厢内温度慢慢降下来，蔡国方
启动车辆，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由于疫
情影响，在线路行驶过程中，每到一站，
蔡国方都会叮嘱一句：“各位乘客，请戴
好口罩，扫描场所码，出示核酸检测报
告。”偶尔碰到不配合的乘客，蔡国方也
耐心地劝说，没有丝毫埋怨。话说多了，
总会口干舌燥，但为了减少上厕所的频
率，中途再渴都要忍着，尽量少喝水。

行车过程中，炙热的太阳透过窗户
“炙烤”司机手臂，除此之外，因为下班时
间通常在晚上7点到9点，蔡国方几乎
没时间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节假日外出
人流量多，市民公交出行需求更大，公交
司机经常从凌晨忙到深夜，陪伴家人的
时间就更少了。对此，蔡国方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公交车司机，服务好千

家万户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天气再热，公交车也不能停。在这

个火热的季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守
岗位的公交人，才确保了公交系统的正
常运转，让市民的出行更加便捷。

据了解，目前我区有46条公交线路，
437辆公交车，每天都有486名公交司机
奋战在一线，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入
夏以来，为了确保车辆安全运营，保证驾
驶员身体安全，钱塘公交公司给每名驾
驶员发放了清凉包，内含人丹、清凉油、
湿巾等防暑降温物品。各站房也常备藿
香正气丸、风油精等防暑用品，以防司机
突发身体不适。“公司还定期开展高温慰
问，为各站房发放冰镇饮料，并根据需求
开放休息室，供司机休息使用。”钱塘公
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气再热 公交车也不能停

孜孜不倦坚守一线 只为市民“不误出行”

■记者 卢楠 通讯员 詹中英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环评审批办
理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企业对环评审批
的具体要求和政策不太清楚，而企业数
据冗杂、流通不畅，又是进行环评审批时
的一大考验。对此，市生态环境局钱塘
分局采取“配送”上门的服务，指导企业
边收集资料边进行环评编制。

“我们能够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
主要得益于大力推行‘区域环评+环境
标准’改革，对于不在改革负面清单内的
项目实施了降级备案管理，为建设项目
及时提供改革红利，真正做到‘减程序、
减时间、减材料’，大幅提高了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速度，助力项目尽早依法落地
建设。”市生态环境局钱塘分局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为助力企业早日把项目
落地，市生态环境局钱塘分局提前介
入，精准服务,同时把审批服务端口不
断前移，在立项备案前期即开始主动
配合区里各招商平台进行源头预审，
为提升项目审批效能，提前组织相关
专家进行帮扶指导、技术把关，及早发
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企业“少走弯
路”。

“我们还会根据项目上市或者融资
进度等需要，提前告知建设单位环评审
批流程步骤、法定时间等‘硬指标’。帮

助制定时间表，倒排计划，并细化到每个
时间节点，紧凑有序推进环评办理工作，
帮助项目‘按时落地’。”据了解，因为每
个企业情况不一样，市生态环境局钱塘
分局会通过座谈调研、线上会议、电话沟
通等方式进行指导，为整个审批过程提
供“点对点”服务保障，尽可能减少线下
办理时间。

今年，市生态环境局钱塘分局在环
境审批环节真正做到最简化办理、最快
捷办理、最人性化办理，对申报资料不
全、要件不齐等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帮
助指导企业补正，对符合文件要求的，
承诺公示结束后即办结审批事项，切实
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环评审批加速跑。

据统计，今年1-6月，市生态环境局钱
塘分局共受理环评审批40余件，累计
开展上门服务50人次，即办率100%，
备案办理40余件，区内一半项目实行
改革措施，做到了办件受理准确，办结
及时。

“企业支持和信任也将继续督促扎
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共同富
裕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接下来，市
生态环境局钱塘分局将会同杭州医药
港，开展试点工作，进一步深化生物医
药产业方面的规划环评改革，为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
撑。”市生态环境局钱塘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帮助项目“按时落地”

我区实现环评审批加速跑 “配送”上门服务

本报讯 近日，在四川省理塘县召开的
钱塘区—理塘县对口支援联席会议上，区
产业集团向理塘县经信商务局捐赠天空之
城＠塘塘数字电商直播示范基地项目扶持
金200万元。

2022年，在钱塘区帮扶理塘县工作分
队的协调、推动下，塘塘数字电商直播示范
基地项目正式落户理塘县，该基地建筑面
积2600余平方米。据了解，该项目将通过
采取“1+1+N”模式（1个塘塘数字化产业服
务中心，1个塘塘数字人才孵化中心，N个
塘塘原产地企业直播间），致力于打造集直
播培训、网红孵化、直播运营、网红爆款打
造和电商代运营的特色网红产业带基地。

据了解，塘塘数字电商直播示范基地
的建成，将极大地拓宽理塘县域产品销售
渠道，预计项目投入运营后，将完成年度销
售3000万元，间接带动就业200人以上，
拟精准培训电商人才80人；力争三年内打
造成甘孜州一流的数字经济产业中心、数
字化新兴产业发展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
新标杆。

在捐赠仪式上，我区5家爱心企业还分
别向理塘县的4个项目捐赠100万元。

（郝爽 周丹 向超）

区产业集团向理塘县
数字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捐赠200万元

8月9日中午，下沙街道上沙社区
“百莲花”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为户外
一线工作人员发放免费凉茶。2013
年，上沙社区居民何小凤在小区门口
提供免费凉茶，供户外工作者解渴去
燥，今年是“小凤凉茶”开摊第10年，
“小凤凉茶”摊也由负责凉茶摊的何小
凤变成了一支志愿服务队。

据悉，“小凤凉茶”摊提供凉茶、绿
豆汤、银耳汤等消暑饮品，每天送出约
50斤凉茶。

记者 施诗 实习生 王远超 摄

十年不辍
“凉”心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