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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守护五山水利润民心
——“温暖绽放这一年”系列报道①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通讯员 余
林林 郑瑶 李银慧 文/摄

“五山水利工程的效果，我们

定海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听说五山

水利馆开放了，那肯定要来看看

的。”“以前对五山水利工程没有

具体的印象，馆里看过沙盘动态演

示就很具象了，有被这么系统的水

利工程给震撼到！”……

于元旦当日正式对外开放的

五山水利馆，以其独特的水利工程

科普、研学定位，吸引着市民源源

不断前来打卡，这也让五山水利工

程在去年台风季过后，再次回到大

家的视野焦点中。

2019年起规划建设，2023年全

部建成。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里，

五山水利工程接受了台风“康妮”

和多场强降雨的全面考验，通过该

工程系统运作，“水患”变为“水

利”，城区积水明显改善，城市免于

往日“汪洋”，这也成为了定海市民

心中2024年的温暖记忆之一。

2022年以前，每当有强降雨侵

袭，环南街道东山社区机场路区域

往往都是“重灾区”，积水最严重

的时候甚至需要皮艇来救援，“次

次都要漫”是市民黄良军对此处的

“台风印象”。

在机场路上经营了23年的餐

饮店，每个台风影响前后，黄良军

都要做不少防御准备。“基本上店

里总会漫上 10多公分，一定要提

前把桌椅、食品拿到高处，台风过

后还要消毒。”黄良军说，一个夏

天要来好几个台风，准备防台费力

不说，生意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令他欣喜的是，随着五

山水利工程的逐渐启用，积水的情

况逐年改善。“去年又在路上铺了

大口径的水管，就算路面稍微有点

积水，也很快就排走了，完全不影

响我们了。”黄良军告诉记者，他

的餐馆甚至可以在台风天照常开

张，为附近东山社区防台的工作人

员提供餐食。

与机场路区域相似，昌国街道

留方社区也处于地理位置较低区

域，家住留方路一带的居民吴对

菊去年的“台风季”过得格外安

稳。“虽然台风的时候我被外孙女

接走去外面住了，但雨下这么大

我也不太担心这里会淹，睡得也

很安稳。”今年91岁高龄的吴对菊

坦言，2022年台风“烟花”影响时，

留方路就已经没有什么积水了，因

此对去年台风“康妮”影响时，她

并没有过于担心，只是简单收拾了

一下屋子。

【开栏语】

新 岁 序 开 ，共 赴 山 海 。

2025 年定海区两会即将召开，

以 崭 新 姿 态 奔 赴 新 的 一 年 。

回 眸 2024 年 ，定 海 的 民 生 厚

度、市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一项项民生工程惠及着万千

百姓，一件件好事实事温暖着

每个家庭，一幅幅民生愿景变

成实景，平凡的生活里充满美

好与感动。区融媒体中心推

出特别融媒策划“温暖绽放这

一年”，一起回眸让你倍感温

暖的这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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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叶武杰 倪妮
通讯员 虞佳悦

发展楼宇经济、商圈，9 家企

业顺利纳统，新增入库企业总量居

全区第一；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

造、住宅电梯换新，居民幸福感大

幅提升；社区治理模式百花齐放，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

过去一年，城东街道积极响应

上级政策，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工

作思路，真抓实干，在经济发展、城

乡品质、基层治理等方面亮点纷

呈，通过多点发力促进经济蓬勃发

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创

新社区治理模式激发自治活力，为

居民创造了更加美好、宜居的生活

环境。

经济发展多点开花
2024年 5月，位于城区解放东

路与东河中路交叉口的怡东禧悦

大酒店正式亮相。这家酒店由原

怡东凯丽大酒店全面升级而成，不

仅保留了原有的经典元素，更融入

了现代时尚的设计理念，为市民带

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据该酒店运营负责人伍鑫介

绍，原怡东凯丽大酒店已营业超

15年，设施设备逐渐老旧落后，无

法满足市民的需求。在城东街道

及相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原怡东

凯丽大酒店于2024年初正式启动

了提升改造工程。

在升级改造过程中，城东街道

积极联络相关职能部门，承担起跑

腿工作，多次召集协调沟通，为酒

店的顺利开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酒店还引进舟山首家 5.0 全季酒

店，打造集住宿、餐饮、大型宴会等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酒店。

改造后的怡东禧悦大酒店软件

服务也下足了功夫。特别是百万婚

礼宴会厅，由知名舞台设计师操刀

设计，将艺术与实用进行结合。此

外，酒店还提供了十大宴会厅供宾

客选择，无论是婚宴、订婚宴、宝宝

宴、生日宴、寿宴、乔迁宴，还是高规

格会议和自助餐服务，都能在这里

找到合适的场地和贴心的服务。

“宴会厅 2025 年热门日子的

订单几乎已经排满，2026 年的部

分日子也已经被预订。”伍鑫说，在

街道的大力宣传下，酒店不仅宴会

厅人气火爆，社餐包厢每逢周五至

周日也是消费者不断。

怡东禧悦大酒店焕新登场，成

为定海城市服务升级的新名片，而

过去一年在城东街道社区商业繁

荣绽放出光彩，为居民生活品质的

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

随着夜幕降临，位于定海城区阳

光路的小洋岙商圈灯火璀璨，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逛街休闲。生活在绿

城·兰园小区周女士与家人正在此处

就餐，周遭热闹的场景不禁让她感

慨，“以前总觉得冷冷清清，现在业态

越开越多，我们生活也更加便利了！”

去年，城东街道在小洋岙社区

中心位置精心打造了一个面积约

7200平方米的综合体，并于去年5

月正式投入使用。这一综合体布

局了商超、餐厅、汤泉、轻食等休闲

业态，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定海城区

的一个热门商圈，吸引了众多商家

和消费者的目光。

同时，城东街道还围绕东海云

廊城东经济带，积极引入特色青年

业态，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和创业机会，而社区人才公寓的投

入使用，更是吸引了大量青年人才

前来就业创业。

“魅力城东”的三张“幸福答卷”
——“一年交卷时”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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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举行七届九次常委会会议
陆沧波主持

本报讯（记者 郑震 胡思佳
通讯员 邱铧毅）2 月 14 日下午，

区政协举行七届九次常委会会

议。区政协主席陆沧波主持会

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各次

大会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草

案）》、《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秘书

长、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区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稿）和关

于七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的报告（审议稿）》、《区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人名单（草

案）》、《关于调整区政协七届三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为

书面报告的决定（草案）》、《区政

协七届四次会议提案截止时间

（草案）》、《关于调整政协第七届

舟山市定海区委员会界别设置的

决定（草案）》、《关于授权主席会

议审议区政协七届九次常委会会

议未尽事宜的决定（草案）》。

会议审议了《区政协七届四

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

案）》、《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

会议还审议或审议通过了人

事有关事项。

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倪妮 叶武杰 通

讯员 于奉月 文/摄）连日来，舟山

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惠群码头一派

繁忙景象。随着来自各大渔场的

远洋运输船陆续到港，舟山国家远

洋渔业基地拉开了新一年忙碌的

生产序幕。

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惠

群码头，三艘满载冷冻鱿鱼的远洋

运输船停靠在泊位上。冷冻鱿鱼

从船舱中被缓缓吊起，稳稳地转运

到货车上，随后被运往仓库。

据了解，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

地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

入专业码头，也是远洋物资补给渔

场配送的主要口岸。惠群码头自

2011年建成以来，已发展成为拥有

三座万吨级远洋泊位、年吞吐量达

100万吨的现代化渔业码头。去年，

该码头实现全年卸货量55万吨。

“只要海岛群众需要，我就接着干”
——记守护海岛群众健康五十余载的

“赤脚医生”李光鲁

□记 者 尹倩倩 朱凯华
通讯员 李 莉 文/摄

“阿鲁，又去大猫啦？”2月 14

日上午8时许，定海民间码头熙熙

攘攘，人来人往。当一个熟悉的

身影由远及近，候船的大猫岛村

民纷纷热情地与其打起招呼。

村民口中亲切呼唤的阿鲁，

是定海区环南街道大猫村卫生室

责任医生李光鲁，一名有着32年

党龄的党员。从17岁成为大猫岛

上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如今退

休以后的第10个年头，他仍保持

着每周在岛上行医5天的频率，守

护海岛群众健康达50余年。多年

来，他先后被授予“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浙江省五一劳动奖

章”“浙江省优秀社区责任医生”

等荣誉称号。

“他是随叫随到的‘120’”

大猫岛孤悬于峙头洋面上，

距离定海本岛约7海里。从定海

民间码头出发，经过近1小时的航

行，客运船缓缓靠向大猫岛的小

南岙码头。下船继续步行10余分

钟，李光鲁才抵达大猫村卫生

室。“得抓紧时间去刘瑞珠家，她

昨天刚出院，我去看看情况。”换

上白大褂，李光鲁很快便进入了

工作状态，往药箱里装上血压计、

体温表、听诊器，还有几盒常用

药，便匆匆出了门。他三步并作

两步，赶往大猫岛的梅湾。

来到梅湾的刘瑞珠家中，互

相寒暄后，李光鲁便开始为其测

量血压，并耐心地进行健康指导，

叮嘱她按时服药。“阿鲁医生再好

也没有了，我妈当时都昏过去了，

如果不是他出手，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谈及当天的突发情况，刘

瑞珠的女儿仍胆战心惊。

前些日子，家住大猫岛梅湾的

刘瑞珠突然出现头晕情况，并伴有

意识模糊的现象。然而，由于冷

空气的影响，岛际交通全面停航，

家人无法及时将其送往定海本岛

的医院。当时，正值李光鲁在岛

上值班。得知相关情况后，他对

刘瑞珠进行了紧急检查，发现她的

血压已升到了200mmHg，若不能得

到及时治疗，情况将十分危险。

凭借多年的行医经验，李光

鲁让她服下对症药物，并实施耳

尖穴放血疗法，才使得病情趋于

稳定，为患者争取了宝贵时间，后

续才得以平稳转往定海本岛救

治。“家人下午给我送到村卫生

室，阿鲁给我打针、吸氧，忙了一

夜都没怎么合眼。”刘瑞珠说，在

大猫岛村民眼里，李光鲁就是随

叫随到的“120”。他的手机从来

不关机，即便他未在海岛值班，只

要村民需要他打着“海上的士”也

会赶来。有阿鲁医生这样的党员

在，村民们就感到安心。

“我放心不下海岛老人”

李光鲁是地地道道的大猫岛

人，1971年，17岁的李光鲁从舟山

卫校毕业，成为岛上的一名“赤脚

医生”，主要为海岛村民提供中医

和针灸治疗。改革开放后，村里的

合作医疗撤销了，他也离开了医务

岗位，在大猫岛找了其他营生。虽

然名头上不再是医生，但邻里乡亲

有点小病小痛还是会找他，他也乐

于帮助村民，给一些医疗建议。

“我离开岗位后，也来了不少

专业院校毕业的医学生，但由于

大猫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分配

过来的年轻医生都陆续离开了。”

李光鲁回忆道，看到这样的情况，

公社就提出要专人培养，因此他

又回到了卫生院，成为当时岛上

的唯一一名医务工作者，也越发

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

在大猫岛这座陆域面积约 6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居住着200余

名村民，居住区域分散，且以老年

村民为多。1990 年，在李光鲁担

任大猫乡卫生院院长时，为了方

便村民就医，他就带领党员职工，

开展巡回医疗，承诺随叫随到的

出诊服务，设立24小时急诊电话，

定期为老年慢性病人送医送药上

门，这在那个年代可并不多见。

“以前的医疗条件和现在没

法比，过去人们健康意识也差，根

本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比如

心口疼了以为吃毛鸡蛋就能治，

都偏信一些土方，所以紧急出诊

的情况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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