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曝光类型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车牌号

浙CFH990
浙C58HE5

浙CDC018
浙C1581T
浙C48DZ6

浙C8246B
浙CL3C01
浙CD33S8
浙C3RZ85
浙C507ES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违法时间

2018/8/24 16:40
2018/8/24 16:35
2018/8/24 16:23
2018/8/24 16:12

2018-08-24 16:09:54
2018/8/24 15:49
2018/8/24 15:49
2018/8/24 15:49

2018-08-24 15:48:20
2018/8/24 15:34

违法地点

人民大道时代广场(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东）(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路1017号荣御府(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第三小学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灵海大道人民医院门口(浙江省苍南县)

备注

章*普
卢*华
王*平
戴*楼
杨*凤
吴*缙
蔡*利
陈*黎
杨*益
缪*轫

今 日 谈

县纪委：12388
县公安局：68710135
县资管办：68708528

全县招投标市场
专项整治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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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礼让斑马线

□李 斌

找工作、结婚、买房子、落户、车

险理赔，无论办哪项事情都离不开

各类证件，需要的文档证明材料则

更多。有证走遍天下，哪怕缺少其

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办事遇阻、寸步

难行。所以从钱包到抽屉，总是塞

满各类证、照、卡，“一个都不能少”。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深

入推进，“一窗受理、一站服务”“最

多跑一次”等便民举措，大大便利

了企业和办事群众。尤其“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改革，使营业执照成

为企业唯一“身份证”，大大优化了

营商环境。有鉴于此，在进一步压

减繁琐证明的基础上，能否把诸如

医保卡、养老金卡、公积金卡等，也

做统一整合、甚至“一卡通”呢？

最近，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

明年将在全国推广电子客票，乘

客“刷手机”进站乘车将逐步实

现。技术上说，人脸识别、指纹识

别等前沿科技足以证明“我就是

我”，一部手机在身就可以畅行无

阻。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管理服

务也可以快马加鞭。打通部门间

的“信息孤岛”，减证便民就能有

更大突破。

多一些
“证件便利”

本报讯（通讯员 林频频）

灵溪镇锦园大厦后，临近江湾

河，有一根长七八米的电线杆

底部出现明显裂痕，且向一侧

倾斜，随时都有倒塌可能。接

到群众反映，8月24日上午，灵

溪城镇综合管理大队协同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及时

组 织 人 员 前 往 现 场 进 行 处

理。

“我们进出都不敢走这边”

“台风天就更加害怕了”……附

近居民纷纷表示，这根摇摇欲

坠的电线杆给他们出行带来了

极大不便和安全隐患，便向有

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

问题。

经过调查发现，该电线杆

不属于供电局及四大运营商管

理，是“无人认领”的废旧电线

杆。确保周边居民用电无影响

后，工作人员立即剪断顶部电

线，拆除电线杆并填平路面，切

实消除隐患。

据了解，今年以来，灵溪城

镇综合管理大队已处理网络问

政 11 件、“智慧平台”（数字城

管）12610件、两会提案5件、群

众来电 219 件、灵溪综合执法

平台 665 件、创国家卫生县城

督办件 880 件、文明程度指数

测评198件。

灵溪清理危旧电线杆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明

明）日前，温州市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现场会在我县召开。作

为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示范

县，我县创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做法及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引
起与会人员广泛关注。据了解，

我县结合水利工程管理现状，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省定标

准、分级实施，全面规划、稳步推

进的原则，狠抓水利工程标准化

管理的创建工作，探索实践水利

工程物业化管理和完善水利工

程长效管理机制，让长期以来水

利工程“重建轻管”的弊端得到

解决。

据悉，我县列入水利工程标

准化管理创建的项目共有 7 大

类、79项，涉及5万方以上山塘7
座、200 吨以上集中供水站 24
座、中型水库 2 座、小型水库 20
座、大（二）型水闸 1 座、中型水

闸 10 座、1000 千瓦以上农村水

电站 5 座、二十年一遇及以上海

塘（一线）六段共36.3公里、二十

年一遇及以上堤防四段共15 公

里。其中，马站水厂、五亩笼山

塘、宜山水厂、十八孔水库等 4
个项目被评为浙江省水利工程

标准化管理“典型工程”，得到了

省水利厅的充分肯定。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

施和产业，我县历来高度重视水

利工程建设。特别是 2014 年以

来，我县紧抓“五水共治”的重大

机遇，累计投入 50 多亿元，相继

建成投用了朱家站水闸、沿浦海

塘、横阳支江堤防加固等一批省

重点工程，基本建成了云遮水

库、湖前水闸等工程。开展河道

综合整治，剿灭了 385 个劣 V 类

水体，打造了萧江塘河、赤溪大

溪等一批全省示范生态河道。

实施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新增高效节水面

积 3 万亩，整治山塘 43 座，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人口38.3万人。

我县为全面推行水利工程

标准化管理，强化管理机制，成

立了标化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让

参建的 79 个工程全部落实了管

理责任单位及主要责任人。我

县认真落实资金保障机制，明确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经费来源，

经费保障由弹性转为刚性，两年

来已落实标准化管理经费 2900
万元。同时，我县还建立长效管

护机制，完善运行维护机制，严

格行政监管机制和创新技术保

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水利工程标

准化管理力度，坚持示范引领，

强化长效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运

行并长期发挥效益。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受关注
全市现场会在苍召开

灵溪城镇综合管理大队供图

编辑/ 叶晔 版式/ 苏秋贞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今日苍南 7创作

王珮

没到盛夏的时节，天就已经热辣辣

的。就是太阳落下山去，地上也是火烤似

的。田里的蛙都开起了音乐会，知了呢，

就在树上有一阵没一阵的伴奏着。

这时候，天下地下，只有一处是凉爽

的。小孩子们最最聪明，早就裹个裤衩在

那上蹿下跳，折一把宽阔的荷叶，变起了

障眼法，一会儿蹲下，埋在水里，一会儿窜

起身来，溅得水花，哗啦啦落得浣衣的闺

女一身冰凉。

小闺女横眉怒视，也是没法，那些淘

气包嘻嘻笑，便一笑而过了。

大人们是无暇管这些杂碎的，他们连

跳河里洗脚的时间都没有，只管住大孩子

来干农活，小孩子就算是闹上天去，也是

不管的。大孩子嘟着嘴，心里十分抱怨，

世上最不好的假期顶数农忙假呢。

月亮升起来了，星光洒落四处，屋瓦

上，田埂间，河中央，园子里。小萤火虫打

着灯笼嗡嗡地飞，落在这里，这里亮了，落

在那里，那里发光。

入夜的乡间，是朦胧的。走在路上，

谁也看不清谁。这就扯出很多笑话，比如

一个新媳妇，去请田头的丈夫吃晚饭，走

到田头，天也黑了，她就往地里望，瞧见个

差不多身形的，就腼腆的去拉他的衣裳，

等拉回了家，才发现走了一路的竟是小叔

子呀。

妇女对骂，骂错人的也有，等发现错

了，被骂的可不愿意了，于是这骂战就没

完没了的，第二天见面却又像毫无此事一

样，好像趁着夜黑，做了什么事都能不算

数的。

但是，也是有亮堂的地方，那是谷场，所有

人都聚在那里，他们都忙着打稻谷呢。天

光时下地割稻，正午晒昨天打下的稻，夜

里打今天割来的稻。一轮一轮，要没日没

夜忙上十来天。

每每这时节，就混乱不堪，发生很多

想象不到的事。

一对年轻夫妻，他们一直忙。公婆也

忙，就算公婆不忙，也不会给他们带孩子，

如果帮他们带了孩子，那家里便会乱翻了

天，五个妯娌就会因为带孩子的事吵个没

完。所以当爷爷奶奶的必须得忙着，原本

还牵挂孙子，一想来口粮是实在的，一想

来打稻的声音比起娃娃哭闹的声音可悦

耳多了，便不再含愧了。

一岁半的娃儿被放在竹站笼里，哭哭

笑笑一整天，玩稻杆吃稻谷，早上干干净

净，晚上就臭烘烘极了，站笼里一团糟，身

上也一团糟。终于到收工了，做母亲的可

总算腾出手来给儿子洗那一天没人管的

小屁股，叫唤四岁的女娃子拿尿布，吼了

半天，才发现女儿不见了。

刚刚静下来的乡间又涌动起来。

啊？那谁家的女娃丢了！

是不是谁家玩去了？女孩可也真野。

人人都很着急的样子，都站在家门口

你一言我一语，都说我帮你找找喔，然后

进屋转了转，又回到屋门口和邻人发起慈

悲心肠，叹那小女孩哪里去了。

那家人找遍了边边角角，仍是没半点

痕迹。

有个女人说话了：“在河里吧。”

这个女人前年死了丈夫，后又丢了孩

子，她那孩子就是丢在了河里。也是这样

的夜，她发疯似的找，人们也同情她，也可

怜她，也敷衍她帮忙找。可最终，凄寒的

夜，只有她一个人，套着薄衫，翻遍整个村

子。鸡鸣时，大家都听到了，一声吼，悲

烈、凄绝。

她那冷冷的声音，给这论断添了很多

的可信度，一团乱的母亲相信了。他们去

河边找，找到了一只鞋，再找，冰冷的小女

孩。才四岁。

哦，真掉河里了？真是可怜啊！听说

了的人都抹着眼泪，一想起这小女孩平时

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更是泣不成声。

安慰了一会儿，一看快打更了，想起

明日的活计，便都回家睡去。

剩下这一家子。男人安慰女人，莫哭了，

死了就死了，小孩子不听话，合该留不住。

女人想了想，不孝顺，早知是这样，何

必浪费我们几年米呢？算了，大了也是要

嫁人，也是浪费粮食。越想越通，抹一把

眼泪，回屋哄儿子了。

遇溺的小女孩，当夜就被埋了。无字

无碑，无名无辈，好像从未来过这世上。

古城记（节选）

董文政

背篓、砍刀，我踏着朝阳，走向了极其熟悉

的山谷。

朝阳，照射出的阳光几乎令我窒息，灼痛蔓

延全身，如被放在火焰上炙烤一般。

我提着砍刀，砍开前方的树枝，走向以往的

“伐木场”树，遍布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令人们不

会珍惜。我从背篓中取出斧子，拍拍这棵树，确

定好下斧的位置。我看了看这棵树，苔藓令它

变为深绿色，清晨的露珠沾在树上，反射出浅蓝

色的光芒。

我抡起斧头，使劲儿地砍在树上，露珠如下

雨般落下，给我带来一丝清凉。斧头被拔出又

砍入，砍入又拔出，这个重复的动作，在树的躯

体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斧头又在树干的另一面不停重复，插入又

拔出，拔出又插入。汗水，因为阳光而变为橘色

的汗水，流入我混浑浊不清的眼球。阳光，阳

光，我的眼前是一片阳光。眼睛，无法睁开。我

只好闭着眼睛砍。树，是倒了，但是向我倒下来

了。我睁开眼，只见细小的树枝逐渐变大，变得

更大，几只蚂蚁在树叶间穿梭，如黑豆一般。阳

光照不到了，但掉入我口中的苔藓，滋味却不

好。树，狠狠地砸在我身上。我几乎晕过去了，

眼前一片混乱。得亏这树比较小，要不我就被

压扁了。

我好像被人翻了一下，变为“面朝黄土背朝

天”，这句话形容现在的我很恰当，我的嘴中有

一大堆树叶和虫子，我强忍着疼痛，用手撑地，

坐在叶子上。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一个黑影在我眼前一

直晃动。我揉了揉眼睛，扇了自己十几掌才总

算看清我前方的黑影，原来只是一棵树。我出

了幻觉，太阳仿佛有无数个围在我身边，将我紧

紧包住。无论在哪一边，我永远能看到太阳看

到不止一个的太阳，阳光是红色的，又是黄色的

……每一丝，每一缕，都如同利剑般插入我的体

内。

我费尽全力睁开眼，深呼吸一口，感到胸口

处极其疼痛，大概是肋骨断了，我提着砍刀用绳

子在树上套住，将这棵几乎砸死我的树拖下山

去。我对阳光产生了恐惧感，避着阳光走路。

但，山脚处的树木早已被砍光了。我强忍着恐

惧，冲了下去。阳光，直射着我的眼球。眼球剧

烈疼痛，我捂着眼球，痛得在地上打滚，我的尖

叫声不绝于耳。疼痛，疼痛，疼痛……

我睁开双眼，太阳早已不见踪影，米饭的气

味弥漫着在整个村庄里。我的肚子没有饥饿的

鸣叫，但双眼依旧剧烈疼痛。我找回自己的那

棵树，背拖着它走在小路上。

家，就在前方……房子，家，是为了遮挡阳

光……

我的夏天

刘文起

报载：郑州一小伙子因说普通话不

会说河南话，被同伴打了三巴掌，打成脑

震荡住院。我看了很奇怪。想起我小时

候因调皮不说普通话，老师向我家里告

状，我被父亲打了一巴掌的事，很为河南

小伙子委曲。

真是时代不同，什么事都颠了个倒

了。新中国一建立，那可是全国都推广

普通话啊。但因会说普通话的人少，推

广有困难。我们读书的时候，中小学的教

师都是本地人，不管教什么课，都讲本地

话。可上面要求都用普通话，特别是语文

课，读课文非得用普通话不可。这就难倒

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他们谁都

不会普通话。于是，上面放低要求，就说：

真的不行，每个词里有一个字是普通话也

行。比如毛（冇）主席，蒋介（甲）石。于是

我们的读书听起来很有趣，读得最好的也

像是瓯剧的讲白，温州话的音，普通话的

腔，怪里怪气的。大概是温州人的话音与

普通话距离太远了吧，温州人的普通话普

遍讲不好。故外地人有话，叫做：“天不怕

地不怕，最怕温州人讲普通话。”就因了

这，温州人出外，特别是在大场合中都不

大说话。别人说温州人性格内向，其实是

温州人不敢讲普通话。

知道温州人有这个毛病，当地政府

就在推广普通话上下大力气、下死决心，

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培养出几个好典型

来。于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读中

学时，学校里要求中学生不但在课堂里

读书用普通话，对话用普通话，甚至课外

同学们之间的交流都要用普通话。一时间

说普通话的潮流覆盖全校园，且流向社

会。其间，说普通话的好典型也培养出来

了。通过县市省各级培训，我们虹桥中学

里就有二位县级讲普通话的先进典型。一

位是周老师，他的普通话的特点是准。不

管翘舌音不翘舌音、前鼻韵母后鼻韵母，他

都一丝不苟拎得清。普通话说得比北京人

还标准。听他说话，比听县广播站和电台

里（那时没有电视）的播音员还舒服。另一

位是蔡老师，他的特点是持之以恒。他上

课讲普通话，下课讲普通话。上街买东西

讲普通话，回家同老婆孩子也讲普通话。

总之，你听不出他是本地人，整个就像是从

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他的持久精神很感

人。有一次回老家，他妈妈作菜让他吃。

席间，他想起家乡有一种叫“白鳣生”的腌

制品很好吃，就用普通话问他妈妈：“妈妈

‘白鳣生’拿来！”他妈妈听不懂，问：“你讲吤

呣（什么）啊？”蔡老师又用普通话说：“妈妈

‘白鳣生’拿来！”她妈妈还是听不懂。这样

问答了几次，他妈妈就生气了，说“恁大的

儿子还不好好讲话，看我还不打你巴掌！？”

这事后来成笑话，流传至今。

过去不会讲（或不讲）普通话的，还有上

海人和香港人。过去的上海人天下独

大，“阿拉上海大世界”，看北京人都是乡

下人，所以不屑说普通话。现在的上海

人不会了，照样普通话呱呱地。过去的香

港人不会讲普通话，那是香港是英国管

的，英国人不推广普通话。故过去的香港

电影电视都是广东话或英语，内地人听不

懂。香港回归后港人急补普通话，情况就

快速好转了。还有一种人不会普通话的，

那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特别是世

界温州人的孩子。他们在家说温州话，出

外用英语或所在国语言。普通话用处少，

可以跳过去不学。可一回国或碰到中国

人就麻烦了。故此，每个暑假各国华侨的

孩子们组团回温州寻根，有一项内容绝不

可少，那就是恶补普通话。而我们国内

呢？现在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家庭运用

的都是普通话；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大

学，普及普通话更是没问题了。

可问题却出来了，那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普通话没问题，本

地话却有问题了。现在的孩子，从小学

普通话、学外语，普通话说得顶呱呱，外

语能说好几门，但本地话却一个都不会

说。问一下我家的几个孙子孙女，全不

会说温州话。又了解了一下周围，绝大

多数的温州孩子都不会讲温州话。我就

急了。温州话里有多么丰富多么独特的

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啊，怎么能不学

呢？就叫我儿子我儿媳妇，赶快补上这

一课，赶快教孩子们说温州话，赶快让孩

子们了解温州的乡土文化。可儿子儿媳

们不急，孙子孙女们更不急。他们说，爷

爷爷爷学什么温州话啊？我们将来考大

学到外地读书去，有普通话就可以了。

说什么温州话呢？

我一时说不清道理。

想起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打巴掌的

河南人。就想：要不要给不会说温州话

的温州人也打一巴掌呢？要不要给这个

不重视温州乡土文化传承的温州社会也

打一纪警醒的巴掌呢？

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