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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崔义刚通讯员陈纾

2月14日，春回大地。随着最后一辆转运车抵达杭州市萧山区，处于绍兴、宁波、金华等地的
3000余名隔离人员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家乡。至此，萧山区外隔离点隔离人员全部顺利返萧。

从春节前“出征”，到元宵节前的阶段性胜利，萧山交通人搭建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执行详实全
面的基础工作方案，一线工作人员春节期间风雨无阻，坚守在交通转运最前线……一个个城市“摆
渡人”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守护着全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守望相助，他们是不打烊的“摆渡人”

一声召集
30名钣金工2小时到位

虎年春节前，杭州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全区公交、客运的行业管理部门——杭州市萧山区交
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简称“萧山交通管理中心”）承
担起相关涉疫人员的转运工作。

转运离不开车辆及驾驶员、随车人员。接到指令
后，萧山交通管理中心立即向萧山长运公司、萧山公
交公司等运输企业调用车辆和驾驶员。“临近春节，有
些驾驶员已经准备返乡过年，但是企业和驾驶员的觉
悟都很高，需要他们，他们就上，没有丝毫犹豫。”萧山
交通管理中心副书记叶凯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按防疫要求，转运车辆需要进行隔
断。然而，临近年关，维修企业大都已经放假，新增运
力的隔断工作找谁来做？经过讨论，萧山交通管理中
心向全区机动车维修企业发出倡议，征集在萧钣金工
前往公交停保基地支援。

“倡议发出后不到 2 小时，我们就集结了 30 多名
钣金工，紧急时刻，行业里的技术工人们挺身而出。”
叶凯介绍，工人们分成十几个小组，迅速对新投入的

100 多辆转运车开展同步作业，不到 4 小时，隔断全部
做好。“只用了半天，这些储备运力就可以投入转运一
线了，效率非常高。”

800个电话
他在会议室度过了虎年春节

转运工作开始后，萧山区交通运输局、萧山交通
管理中心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便常驻萧山区防疫指
挥部交通转运组，组织应急运力，第一时间响应大规
模涉疫人员转运、核酸医护人员运送及人员接返等交
通组织保障工作。

从腊月廿七进入交通转运组，一直到正月初六，
叶凯每天早上七点到，回到家已是半夜，中间只在年
初二休息一天。“公交、客运以前是我分管，现在是中
心副主任王海彦分管，这块业务我们两个比较熟悉。”

叶凯说，这段时间，王海彦干脆睡在了会议室，除
夕没能吃上家里的年夜饭，年前特意买来想和孩子一
起放的一箱爆竹也早早送给了别人。高峰期，他一天
接打了 800 多个电话。“我看他时不时就充话费，一会
儿就欠费停机了，打电话打到人发懵，跟他说话反应
都变慢了，我们就劝他去休息。”

专班里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其中，刚来报到的军
转干部夏俊峰主动放弃脱产培训的春节休息期，投入
转运工作；另一名叫周高峰，过年期间也吃住在会议
室，不停地盯着群里的消息，完善驾驶员等信息，对接

运输企业、社区、隔离酒店工作人员……

半年坚守
他们说这份付出很值得

春节后，涉疫人员接返工作逐渐开启，萧山交通
管理中心按照“区外一次发车，区内直达镇街”的工作
模式，将区外集中隔离点解除隔离人员归集转运至属
地，由村、社区接收，落实到楼道长、村民小组长等最
小单元格，保证接返转运“安全、便捷、规范、暖心”。

“不管是转运还是接返，我们有一个要求是‘车等
人’，尽量做到让群众满意。”叶凯介绍，这其中一线的
驾驶员付出了许多。

萧山长运公司驾驶员杨文君老家在湖南，自去年
7 月份加入萧山转运防疫车队，他已经住了半年多酒
店，更别说回老家过年了。这个春节，他依然坚守在
萧山转运一线。

萧山公交公司驾驶员徐月飞腊月廿七投入“战
役”，过年期间始终在路上。除夕他没能和家人团聚，
年夜饭是和社区工人员一起吃的盒饭。“我是一名退
伍兵，更是一名党员，过不过年也无所谓，苦点累点也
很正常，只要能尽快打败疫情，我们的付出就值得。”

记者了解到，本轮疫情中，萧山交通管理中心共
安排车辆 220 余辆，转运、接返 6000 余人；中心共有 50
余人参与转运、卡口登记、冷链物防、境外隔离人员接
送等“抗疫”工作。

□见习记者何红伟通讯员郝晓菡杨超

魏土荣：踏勘山河保平安

“此次普查了范围遍及 70 多个县（市、区），共计 6
万多公里公路，采集了 8000 多处灾害风险点信息，对
近万个公路地质灾害点和 13 万处公路属性信息进行
了全方位分析研判……”数智交院（浙江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魏土荣平静地介绍着浙江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公路普查工作开展情况，而对数月来深一脚浅一
脚、风餐露宿的灾害普查过程，却只字未提。

如今的灾害普查工作，一部分可以依靠“数字化”
进行探索，但还有大量野外工作仍然要完全靠人力完
成。魏土荣，岩土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2004 年参加
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我省高等级公路边坡检评和咨
询工作，有着丰富的公路地质灾害治理方面的工作经
验。此次他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的决策，将数十年的边坡评估“功力”运用到此次普
查工作中。

人物语录：“灾害普查工作，再严谨也不为过。”
虽然魏土荣已经是拥有数十年检验实践经验的

老专家了，但为了确保普查工作顺利、高效开展，他常
常加班到凌晨，研读有关普查的方案和技术指南。在
正式开始普查工作前，他已经无数次向经验丰富的单
位和研究所咨询普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同事们在楼
道中总是遇到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学习的魏土荣，笑
称“魏同学”在老年阶段终于跨入了多屏时代。他手
机上打开时间最久的应用，是交通运输部开发的排查
APP。

经过长达近两个月的通宵达旦，他成功梳理出了
一套针对浙江省边坡普查项目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其
主持编制的实施方案也获审通过，在全省各市县级单
位流转学习。

全省灾害普查全面进行之时，像魏土荣一样既有
专业深度、又有技术经验的人并不多。因此他在身兼
数十个项目的同时，还参与了对宁波、衢州、金华、丽
水等市县技术薄弱单位的培训宣贯工作，将自己近 20
年的工作积累以及近几个月的普查经验、知识传授给
大家。

魏土荣还肩负起了省内 80%普查项目的审核工
作。在全省灾害普查的那几个月里，他白天要在边坡
现场开展普查工作，晚上回到家也是一手抓着馒头一

手拿着手机，忙着为普查群里的同行们答疑解惑。夜
深人静时，他又戴着眼镜伏在书桌上将白天的普查信
息一条一条整理进系统，再逐字审核各市县的普查报
告。“每个数据都要真实可靠，每个分析都要有理有
据。”他总是说，“灾害普查工作不比其他，再严谨也不
为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可能酿成弥天大
祸，马虎不得。”

人物语录：“数字化改革让主动规避地质灾
害成为了现实。”

浙江以数字化为总抓手，持续撬动各领域全方面
进行改革。魏土荣作为数智交院技术骨干，带头参与
研发“数智边坡防灾减灾”应用平台，将其数十年的高
速公路边坡检评经验与数字化技术紧密结合，大大提
升了公路减灾防灾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主动预防
风险和高效应急服务提供科技支撑。该系统现已构
建了全省公路地质灾害防护网，并且在全国灾害普查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 7 月，台风“烟花”登陆我省前夕，魏土荣
及其小组提前研判灾害风险，利用数智减灾防灾平台
实时监测边坡情况，在与前期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综合分析后，第一时间将苍南、遂昌等 10 多个县的公
路自然灾害风险清单整理完毕，提交至各地方公路与
运输管理中心，为高速公路主动避险和提高应急抢险
效率做出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事后他不禁感叹：“数
字化改革再难也要做下去，它让主动规避地质灾害成
为了现实。”

2021 年 12 月 6 日，中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印发第 100 期数字化改革动态，对“数智防
灾减灾系统”进行了专题介绍，充分肯定了其数字化
应用场景和功能。

由于表现突出，魏土荣在 2021 年 9 月的公开竞聘
中脱颖而出，被聘为数智交院勘察岩土院岩土中心副
总工程师。

人物语录：“我们早一分钟找到灾害点，就早
一分钟保护了大家的安全。”

浙西南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里群山环

绕，气候多变，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更是让多少人望
而却步，悻悻而返。2020 年冬天，魏土荣一行在遂昌
县开展灾害普查工作，车开到山脚后便没有路了，大
家沿着羊肠小道徒步进山，山下风和日丽，越向山上
爬气温越低，到半山腰时雪花飞舞。魏土荣一行考虑
到进山不易，便不顾风雪和脚下湿滑，顶风冒雪数小
时终于完成了预定工作，再回到车里时，大家都变成
了“雪人”。因此魏土荣也被同事们称为“硬汉”。

出山途中，雪越下越大，可视距离变短，车轮打滑
严重，魏土荣一行只得就近寻找农家住下。在这样恶
劣的天气下，魏土荣带领大家用时近一个月，查明灾
害风险点 500 余处，高质量完成了普查任务。

务实、稳重是大家对魏土荣一贯的评价，不过“硬
汉”也有柔情的一面。作为灾害普查项目负责人的
他，即使在最忙的时候，也记得每个小组成员的生日，
并悄悄备好礼物；在灾害普查期间，无论在哪里，遇到
道路落石时，魏土荣都主动清障，帮助村民解决出行
问题，为高速公路沿线村民普及预防灾害知识。

蚊虫成群的密林里、台风肆虐的山路上、荒无人
烟的小岛畔……魏土荣的足迹不分春夏秋冬，踏遍了
浙江省的山山水水，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灾害普查工
作。就像他说的：“我们早一分钟找到灾害点，就早一
分钟保护了大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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