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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伉俪与“两廊”的故事

□记者 尹倩倩

2019年定海全面启动五山水

利工程，彼时的“东海云廊”只是

一条为建设截洪渠布置的临时便

道。2023年东海云廊全线贯通，这

条全长 25 公里的高标准城市绿

道，成为“兼山海之胜，融文化之

美”的云间漫步新地标。从工程建

设到东海云廊实现华丽转身，四年

时间，对于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

了14年的记者伉俪胡思佳和郑震

来说时间并不长，但作为参与和记

录这项历史性工程建设一线的记

者，近3万余张照片、1T影像素材，

以及影像背后的点滴故事，都已成

为夫妻俩最难忘的回忆。

今年7月，由吴齐行老师历时

半个月完成的国画作品《东海云廊

全景图》首次在杭州亮相，该作品

以6尺画卷的形式，展现了东海云

廊“绿道绕五山、环抱定海湾”的景

象，吸引了众多杭州市民前来参

观。将这一场以“东海云廊”为媒

的艺术展示及文化交流活动生动

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正是胡思佳和

郑震合作的新闻报道“6尺画作《东

海云廊全景图》首次亮相杭州”。

“接到这一重要采写任务的

时候，心里还挺忐忑的，因为书画

作品展开始的时间在当天下午，

而且在杭州，当天上午我们在定

海还有一则新闻的采写任务。”在

胡思佳看来，新媒体时代新闻报

道的时效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如

此重要的报道，一旦耽搁了发布

时效，传播力将大打折扣。回忆

起当天“连轴转”的情景，她的心

情依然难以平静。“就像打仗一

样，早上的新闻刚采访完成，我们

就拎上各种设备，登上了赶往杭

州的车程。”谈及这些，胡思佳没

有多语，只是淡淡地说道，作为一

名老记者，她早已习惯这种快节

奏的工作。

赶到杭州已是下午2时许，眼

看着书画作品展即将开始，夫妻

俩根本无心吃中饭，直奔活动现

场忙活开来。郑震拍摄活动现场

画面，胡思佳了解活动情况、深入

采访，两个人配合默契，还不时提

醒对方各种细节问题，待现场采

访结束天色已晚。“活动结束她就

开始写文字，而我马上投入到短

视频剪辑中，想第一时间将新闻

报道发布出去，让更多的人前来

参观和深入了解东海云廊的独特

魅力。“郑震回忆道，饥肠辘辘的

两个人一直忙到晚上9时许才想

起吃晚饭。功夫不付有心人，这

篇新闻报道发布后，传播迅速、影

响广泛。其中，时长仅25秒的短

视频凭借精美的构图，以及精炼

优美的配文，在一小时内就收获

了过万的点击量。

“杭州之行”只是夫妻俩日常

忙碌中的一个剪影。时间倒叙至

五山水利工程刚开工建设的那一

年，郑震接到了拍摄工程踏勘过程

的任务，用摄影方式将建设情景和

建设者的辛勤劳动记录下来。当

时，施工区域连一条像样的便道都

没有，崎岖的山路杂草丛生、荆棘

遍布。身为“先遣兵”，他更多时候

跟随规划人员走的是一条条不曾

留下脚印的“野路”，此时背在身上

的专业摄像机看似帅气，可背着十

余斤的它在山路走几万步，就另有

一番滋味。“我印象中最难走的就

是东海云廊东山段，上坡是累，下

坡则是险，山路蜿蜒曲折，一边要

保护机器设备，一边还要预防滑倒

摔伤。有时候翻山越岭一天拍摄

下来，衣服都浸出了‘盐渍’。”郑震

说，东海云廊每一段山路他都徒步

踏勘过，但沿着山路一步步负重攀

登时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任何一

个“值得被记录”的瞬间他都不想

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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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进企业
“医”心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倪妮 叶武杰
通讯员 王瑜瑜）为更好地优化营

商环境，加大服务企业力度，全面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切实保障企

业职工的身体健康，区卫生健康

局日前开展“海岛共富暖企健康

行”活动。活动首站走进位于盐

仓街道的舟山市 7412工厂，为企

业职工及家属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和健康诊疗服务。

当天上午 8 时许，记者来到

7412 工厂，看到体检现场设置在

生产车间外，医护人员与工作人

员分工协作，引导企业职工有序

领取体检表、登记个人信息，排队

依次接受血压、血常规、心电图、

CT、B 超等各项检查。体检过程

中，医护人员认真细致地对体检人

员进行检查，针对职工提出的问题

和不同健康需求，耐心为他们讲解

各种常见病、职业病、多发病的预

防小知识，并给予健康生活方式和

用药指导。此外，活动还通过展板

等形式，向职工进行卫生健康知识

宣教，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增强他们的自我保健、防病强

身的意识和能力。

记者观察到，现场除了 7412

工厂的职工外，还有不少职工家属

参与了这次健康体检。赵洪喜老

家位于黑龙江，来定海务工已有13

年。他的妻子在 7412工厂工作，

从妻子那得知这次的体检活动他

也能参与时，赵洪喜第一时间通过

妻子向企业报了名。“一直以来也

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没有这个意

识，同时一套体检下来也是一笔不

少的开支。”赵洪喜说，没想到政府

考虑这么周全，作为家属的他也能

享受到这样的免费政策，实在是暖

到了他的心窝里。

据了解，舟山市 7412 工厂是

我区的重点企业之一，共有职工

800余人，其中有不少职工是新居

民，这些职工的家属中不乏有社

保医保不在本地而无法享受到免

费体检政策的。在主动对接了解

到企业有相关需求后，区卫生健

康局第一时间安排体检服务送入

企业。“今年以来，工厂效益非常

不错，生产十分忙碌，这种体检方

式既能方便职工群众，又不耽误

企业生产，省时又省力。”舟山

7412 工厂总经理助理黄嵘说，体

检服务给职工和家属送去了实实

在在的关爱，让大家能够及时了

解自身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做

好疾病预防，做到有病早发现，无

病保健康，全面提升职工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自“我为企业发展办一事”活

动开展以来，区卫生健康局高度

重视，优化服务，主动回应企业诉

求与期盼，制订定海区职业卫生

涉企“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

政处罚”事项清单，根据违法性质

采取差异化执法方式，对于一般

违法行为，采取容错纠错、审慎包

容的柔性执法方式。同时，围绕

企业职业健康工作，根据关键因

素等信息进行风险“画像”并实行

分类管理、差异化监督执法，加强

健康危害因素发现、风险化解、日

常管理，部门、属地、企业三方共

同推进，维持动态管理的长效机

制，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变上访为下访”蕴含的基层治理密码
□记者 倪妮 通讯员 王松飞 文/摄

2003年，以“变群众上访为领

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

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为主

要内容的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

作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首创。

二十年来，定海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深入学习其经验做法，在社会

治理中不断传承和创新，把群众所

需所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晴雨

表”，拓宽群众反映问题渠道，让

群众“说事”零距离，“烦心事”有

人解。

拧成一股绳
打通基层治理“梗阻”

今年4月初，区社会治理中心

受理了一起因工伤损害需多方调

处的纠纷。市民李女士在工作期

间不慎发生意外，经认定为十级工

伤。然而多次与务工单位协商却

因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中心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事情经过

后，主动为李女士联系了驻中心法

律援助中心，帮助她办理相关法律

援助手续，同时启动联调联处工作

机制，协调劳动仲裁、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等入驻力量，从法、理、

情角度出发，细致分析、积极协

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终在各

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使双

方达成了调解，事件得以圆满解

决。

矛盾化解“一扇门”进、治理指

导“一张网”管、事件处置“一站

式”解，区社会治理中心打通了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梗阻”，化解群

众“多头跑”、“重复跑”、“跑错门”

的问题。目前，该中心集运行监

测、协同流转、分析研判、矛盾调

处统筹、指挥调度统筹、督导考核

等功能于一体，设有综合服务大

厅、信访接待大厅、诉讼服务大厅

及公共法律服务区、联合接访区、

仲裁服务区、诉讼服务区、多元化

解区5大功能区，开设17个业务窗

口，采用“常驻+轮驻+随驻”模式，

整合相关部门和工作平台资源力

量入驻集中办公，为群众提供咨

询、调解、仲裁、诉讼、接访等服

务。此外，该中心还着力打造“预

约挂号、点单服务”特色品牌，通

过以“专”为主、以“兼”为辅的“点

单式服务”模式，让社会治理更接

地气。今年1-8月，该中心各窗口

累计受理各类事项 5257 件，办结

5224件，办结率99.37%，共接待群

众7398人次。

该中心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

点，深入贯彻“141”体系要求，进

一步推动基层治理智能化，坚持应

用建设、培育推广，积极探索基层

治理模式，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使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巧借群英力
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

些矛盾纠纷没有及时妥善解决，长

此以往，将演变成为调解过程中的

“老大难”问题。而那些在行内说

话有分量的“老娘舅”，通过一杯

热茶、一张笑脸、一句暖心话，便

能“巧断家务事”。

近日，定海民间码头两位乘客

发生口角争执，双方情绪激动愈演

愈烈，眼见要动起手来。问询赶来

的定港机7005船老大龚兆国立马

介入调解，“和气生财，你们都冷

静下，互相退一步，把事情说清楚

就好了。”在龚兆国的引导劝说

下，双方握手言和。

定海港是进出定海的南大门，

来往其间的除了客滚船，还有许多

港内小船、渔船等，人流量较大，

容易引发各类矛盾纠纷。2018年

11 月，“海上的士”调解工作室挂

牌成立，抽调基层司法所、船管

站、派出所调解员及船老大成立一

支专业化的调解队伍，并对港内小

船进行分组管理，推选出威望较

高、经验丰富的船主担任“老娘

舅”，及时排查、受理、化解海上矛

盾纠纷。

如今，不论是海上作业还是岸

边休憩，一旦发生“剑拔弩张”的

情况，附近的“老娘舅”就会闻讯

而至，他们说话接地气又讲情理，

让矛盾在港内迅速“熄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

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

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

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而定海

近年也聚焦矛盾化解在基层，作出

了不少有益探索。正如“老娘舅”

成为基层矛盾调解“助推器”，定

海还通过“姚心放工作室”、“东海

渔嫂”、“金牌调解员”等载体，努

力将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有效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

炸”。

人民来当家
群众自治结硕果

“我放在外面的扫把被隔壁人

家拿走了！”日前，家住岑港街道

桃花苑社区的李大娘走进社区“贴

隔壁”调解工作室，向调解员投

诉。原来，之前两家曾起过争执，

才有了当天“报复”行为。经过调

解员上门耐心劝说，两户居民最终

“握手言和”，一件邻里纠纷得到

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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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有一种“乡贤力量”
本报讯（记者 胡思佳 郑震

通讯员 林友芬 柴莹莹）近年来，

马岙街道积极打造“善贤善治”统

战品牌，充分发挥乡贤人脉资源

优势，不断激活乡贤资源，集聚乡

贤力量，搭建平台载体，不断做好

以“贤”引才、以“贤”赋能文章，为

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日前，

乡贤赋能定海美丽乡村建设座谈

会在东海百里文廊马岙段新启用

的光霁堂举行，20 余名文化媒体

界人士、马岙乡贤代表等齐聚一

堂，以马岙文化为载体，畅叙乡

情，为马岙和美乡村未来发展献

计献策。

在了解了东海百里文廊马岙

段在乡贤文化融入下，马岙街道在

经济发展、环境面貌、民生建设等

方面的新变化、新形象、新发展

后，与会人员围绕马岙文化挖掘传

承与发展，结合自身所见、所闻、

所感畅所欲言。

“我爱人的外公外婆是马岙

人，过年时经常回来，这里的古

桥、‘五陶’等文化资源丰富，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个非常有文

化底蕴的地方。”在浙江国际海运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孙峰看来，马岙

历史文化悠久，在深入挖掘马岙乡

土文化的同时，要做好马岙乡贤资

源的挖掘，发挥乡贤的力量，助推

定海和美乡村建设。

作为马岙的新乡贤，定海海洋

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孙和军今

年将工作室设立在了马岙光霁堂，

致力于定海海洋历史文化研究。

他表示，将发挥新乡贤作用，借助

“光霁堂”这一平台，做好当地文

化研究，帮助马岙梳理文脉及历史

遗存、农耕文化等资源优势挖掘和

活化，通过文化赋能，做好千年马

岙的“智多星”，讲好马岙文化故

事，让马岙文旅更具辨识度和文化

内涵。

此外，不少与会的马岙乡贤

代表也对马岙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和期待，并建议围绕当地的特

色人文优势展开深度挖掘，突出

差异化发展，在立足本地文化基

础上，加强与周边镇（街道）文化

融合发展，为游客带去更为多元

化的游览体验。同时要进一步推

进马岙博物馆、千年稻香馆建设

与提升，在展示传承马岙本地历

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发挥平台优

势，盘活闲置农房资源，丰富业态

发展，为乡村振兴、村民共富提供

重要支撑。

马岙历史文化悠久，古往今

来，人才荟萃，乡贤辈出，成为与

马岙古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新风

尚。从以“一把扫帚大家扫”的微

民约为源起，借助乡贤力量深化

拓展“众家水井众家筹”、“征地拆

迁大家做”、“党群议事聚人心”等

微民约，鼓励村民积极关注村里

的公共事务；到制定乡贤人才引

进激励机制，广泛吸纳创业人才，

招商引资，共同谋划乡村产业发

展；再到依托乡贤搭桥牵线，鼓励

引导在外马岙人回乡创业兴业，

推动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

馈、人才回乡、技术回援。马岙的

发展变化离不开乡贤的大力支

持。近年来，马岙街道还进一步

落实常态化联络联谊机制和健全

走访服务长效机制，努力与广大

新乡贤保持“乡愁联通”、“情感沟

通”，并借助马岙新乡贤馆等阵

地，做好乡贤正能量故事传播，弘

扬优秀乡贤精神，同时依托东海

百里文廊马岙段沿线业态入驻，

引导发挥新乡贤资源，实现“带

富”迈“共富”的升级蝶变。

新建造的沥鹏交通渡船
“金鹏渡”近日顺利启航，将代
替现有渡轮往来金塘和大鹏
岛。据了解，“金鹏渡”总长
32.9 米，型宽 11米，最大航速
不小于11.5海里/时，分为上下
两层，上层可搭载乘客 99人，
并增添了观光甲板，其投运后
将有效改善金塘至大鹏岛的交
通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大鹏
岛投资环境和旅游形象。

记 者 唐晨佳
通讯员 陆慧 张玮 摄

“金鹏渡”启航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