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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早知道

推进垃圾分类

■坚守防疫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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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为期 40 天的三伏天终于落
下帷幕。就当大家以为夏天将在
凉爽天气中结束时，副热带高压
开始发力了，“秋老虎”蓄势待发。
接下去，我们将开启“高温+午后
雷阵雨”模式。

今年 8 月以来，义乌“反常”
地凉快。气象部门表示，一般而
言，义乌的8月是比较热的时段，
超过 35℃的高温天数更是比比
皆是，但像今年这么凉爽的年份
真的是屈指可数。从历史统计数
据来看，2000年以来，8月这么凉
快的只有 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和2014年，这几年的高温天数
都在5天及以下。尤其是2001年，
8 月的高温天只有一天。2000 年
以来，比较热的 8 月出现在 2003
年、2006 年、2010 年、2017 年、
2020 年，高温天数都在 20 天以
上。尤其是 2017 年的 8 月，26 天
是高温天。今年8月以来，只出现
了一个高温天——8 月 9 日当天
出现了 35.7℃高温。天气这么凉
快，主要归功于近几日的连续降
水，气温稍有冒头趋势，就被雨水
浇灭了，毫无反击之力。

翻翻日历，8月23日，处暑节

气就要来了。处暑即“出暑”，炎热
离开之意。但从最新的天气预报
来看，夏天并没有打算草草结束。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受副热
带高压边缘影响，我市多午后分
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尤其是今
天，我市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里
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
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
6～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本周末，我市部分地区仍有“午后
雷阵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
范局地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空气湿度大，
人体感觉闷热，请大家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

出伏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
是“秋老虎”有多厉害。“秋老虎”
在气象学上是指出伏之后的短
期回热，一般气温在 35℃以上，
发生在 8 月至 9 月之间，早晚清
凉、午后高温。但今年有点特别，
热得比较迟，所以即便到了处
暑，还是没有出暑，即使出伏，依
然是高温。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今
天起，副热带高压加强。下周，
35℃高温天可能要来了。至于什
么时候才会真正凉快下来，就要
等到秋天了。义乌常年平均入秋
时间是10月3日。按平均入秋时
间来算，今年我市离秋天还有1个
多月，因此大家还要再忍一忍。

“三伏天”走了
“秋老虎”来了
“高温+午后雷阵雨”模式即将开启

▢ 通 讯 员 宗琳玲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8月18日早晨，中江
大桥下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坠江
女子抱着桥墩急呼救命，突然因
为体力不支脱手，整个人如断线
的风筝般向下游飘去。千钧一发
之际，正在晨练的吴智静纵身跃
入江中救人。

今年 33 岁的吴智静是贵州
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商。当天
早上，他如往常一样，与友人在江
边晨练，突然听到江边有人在呼
救，他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江水
中有一名女子喊救命，所幸其抱
在桥墩上，暂无性命之忧。吴智静
见状赶紧报警，可当他刚放下手
机，就听到人群中传出一阵惊呼，
原来女子已经从桥墩上脱手，被
水流冲向了下游。吴智静顾不得

想太多，迅速脱掉外衣、鞋子，把
手机、车钥匙随手一丢就跳进了
江中。

当时，吴智静跳得太猛，一
头扎下去，呛了好几口水。“我没
想到水那么深，跳下去根本踩不
到底。”但是救人要紧，吴智静调
整好呼吸，奋力地向女子游去。
所幸，女子的求生意志也十分强
烈，危急之中抓住了水中的一块
浮木，减缓了向下游漂流的速
度。吴智静抓住女子后，用尽全
身力气将其带回岸边，整个过程
不到 5 分钟。此时，消防救援人
员也赶到，随即合力把女子护送
上岸。

获救后的女子向吴智静连声
道谢，消防救援人员也对他见义
勇为的行为竖起大拇指点赞。“我
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救人，这是
应该的。”吴智静腼腆地笑着说。

贵州小伙勇救落水女子

▢ 通 讯 员 何林瑶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你好，你把塑料袋扔在
易腐垃圾桶内了，而且8月10日你也
分错了垃圾。”8月19日，市执法局大
陈大队的执法队员对辖区某快餐店厨
房内的垃圾桶进行拍照取证，并在“浙
政钉·掌上执法系统”上记录了此处检
查结果。

“你们记错了吧，我就是今天太

忙才不小心扔错了，之前都分得很
好的。”该快餐店老板刘某强行“解
释”。随后，执法队员现场在手机上
打开该店的检查记录，检查时间、内
容、照片以及店主签名等等一应俱
全，且记录显示，今年该店已是第三
次检查出垃圾分类错误。“现在都用
科技来管理，真是越来越先进了。”
在事实面前，刘某无话可说，并接受
相应处罚。

以往，对于“不小心分错一两件垃
圾”这种轻微违法行为，执法队员大多
以口头教育为主，但收效甚微。如今，
执法队员依托“浙政钉·掌上执法系
统”开展垃圾分类检查，只要打开手

机，就可以快速查到市场主体的所有
检查记录、扣分情况，并以此为依据进
行查处。

此举将各类轻微违法行为量化可
视，便于监管查处，并用“扣信用小分”
的形式提高教育力度，约束市场主体
自觉改善。同时，根据历史检查情况，
执法队员可对市场主体按违法内容分
类监管，按违法次数分级查处，助推垃
圾分类智慧监管。以大陈镇为例，执法
队员将镇区100余家餐饮店列为垃圾
分类监管行业，并根据历史检查情况，
对其中 15 家易分错类的餐饮店进行
重点监管，增加检查监督力度。

可以说，一部手机，就是执法者

的“最强大脑”。“3 分钟左右就可以
完成一家市场主体的垃圾分类检查，
和以前相比检查时间大大缩减，而且
通过‘掌上执法’，可为每个市场主体
建立垃圾分类‘数字档案’，便于长期
有效监管。”执法队员表示，将“互联
网+巡查”运用到垃圾分类治理中，
不仅破解了市场主体量大、监管人员
少的难题，也有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
性与针对性。

从“不乱扔”到“分好类”，从“嫌麻
烦”到“好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是一个
渐进过程。接下来，市执法局将持续发
力，借助“互联网+”积极探索垃圾分
类智慧化监管新模式。

“掌上执法”全记录 一部手机看清楚
“互联网+巡查”助推垃圾分类监管更智能

▢ 全媒体记者 柳青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坚持高质量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旅游品牌内涵日
益丰富，旅游文化愈加深厚。为进一步
宣传我市文旅资源，打造义乌旅游新
亮点，展示义乌特有的“颜值”与“气
质”，义乌市融媒体中心特别发起“义
乌新地标 网红打卡地”百万市民推选
活动，通过融媒体平台宣传造势，为餐
饮美食、购物街区、酒店宾馆、旅游景
点、公园广场等贴上网红标签，将它们
推到聚光灯之下，制造出“网红打卡
地”热门话题。

本次活动由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市融媒体中心联合
主办，义乌市风景旅游协会、义乌市餐
饮宾馆行业协会协办，义乌市住宅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金碧华府项目）提供
公益支持。

百万市民推选活动时间为8月至
11月，分为吃在义乌（美食·街区）、玩
在义乌（美景）、住在义乌（美宿）、购
在义乌（购物）、夜游义乌（夜游）五大
类目。义乌市域范围内所有餐饮美
食、购物街区、酒店宾馆、旅游景点、
公园广场等，均可通过自主报名、推

荐报名参与评选（不收取报名费）。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市民可关

注义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义乌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爱义乌微信
公众号（三选一），发送关键词“打
卡”，收到推荐表填写页面后，填写
店名（地名）、上传三张照片和 100 字
文字说明参与报名。评选活动分为
初审、复核、综合评定（包括网络投
票＋专家评审）三个环节，将按类目
评选出若干奖项并举行授牌颁奖仪
式，让榜上有名的“打卡地”真正成
为义乌的新名片。参与推荐和进行网
络投票的市民，均有机会赢取大奖。

评选活动结束后，义乌市融媒体
中心还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活
动，组织热爱生活与时尚的市民网友
开展体验之旅，深入挖掘品牌内涵，进
行重点宣传推介，讲好“打卡地”故事，
进一步激发城市新活力，赋能城市新
未来。

“义乌新地标 网红打卡地”开始征集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不用带医保卡，直接拿
手机扫码就可以了，省时又省事，很方
便。”8月17日下午，在北苑街道丹溪
路的一家医保定点药店内，市民叶女
士买好几盒要买的药后，走到收银台
前直接打开医保电子凭证扫码，快速
完成付款。

从市医保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
市298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及262家
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医保电子凭

证，实现定点医保单位全覆盖。市民在
激活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后，通过手
机扫码就可直接用于医院看病、药店
购药结算，实现医保支付一码通行、全
国通用。

“出门忘带实体卡也不用慌，手机
带上就行，医保电子凭证可直接用于
医院看病、药店购药结算。”据市医保
局工作人员介绍，医保电子凭证由国
家医保局统一研发，参保人员只需通
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浙里办、支付
宝、微信或中行、农行、工行、建行、邮

储等 APP 就可以激活使用。一年来，
市医保局组织党员先锋队多渠道、多
方式大力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应
用。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医保电子凭
证已激活67.16万人。

“家里老人用的是‘老年机’，不是
智能手机，怎么个激活法？”“孩子太
小，还没开始用手机，我们能代为激活
吗？”近段时间，有不少市民向相关部
门咨询。

“老年人和孩童这两个群体可以
由家人代为激活。”市医保局工作人

员对此答复。据了解，目前我市已上
线医保电子凭证“亲情账户”功能，
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可以授
权亲属用智能手机代为领取医保电
子凭证。市民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 APP，登录个人的医保电子凭证
后可添加亲情账户，签订个人承诺
书后，使用被绑定人的身份证号或
者出生医学证明编号进行绑定。目
前医保电子凭证“亲情账户”最多可
绑定5 名家庭成员，且该成员可以被
多名亲人绑定。

医保支付一码可通行 看病买药只要带手机

我市实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医保卡”全覆盖

▢ 通 讯 员 陈文青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8月16日晚，一阵急
促的警铃声打破了上溪镇专职消
防队营区的宁静。18 时 48 分，通
往上溪镇里美山村路段因受连日
降雨影响道路一侧发生山体滑
坡，公路被滑落的泥石与树木所
堵，导致人车无法通行。接到报警
后，上溪镇专职消防队立即出动
1车7人赶赴现场。

19时许，消防救援人员赶到
现场，只见事发路段为双向车道，
吹倒的电线杆和树木已将道路拦
腰截断，而此路又是里美山村通
往外界的唯一出路，为保证村民
能与外界正常通行，抢险救援行

动刻不容缓。
供电部门先对倒塌的电线进

行了断电处理，随后救援行动立
马展开。指挥员汤晓军下令队员
分两组，第一组利用机动链锯对
树木进行切割，第二组负责将道
路的碎石、泥土清理干净，安全员
则持续对山坡进行安全观察并及
时发出预警信号。而就在救援行
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天空又下
起了瓢泼大雨。“大家克服困难，
再难也得上！”指挥员汤晓军下了
死命令。

经过近 3 个小时地连续奋
战，路面全部清理完毕，交通恢复
正常。在安全员反复观测并确认
不会发生二次滑坡后，消防队员
才整备归队。

山体滑坡道路受阻
3个小时恢复畅通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特 约记者 朱履生

本报讯“我们年轻人比较
喜欢刺激，开‘炸街车’感觉很
拉风。但这次通过交警教育学
习，我知道这是违规的，我会把
车改回去，再也不开‘炸街车’
了。”8月18日上午，在市交警大
队福田中队，一名当事人诚恳
地向交警作保证。

“炸街车”指的是经过私自
改装的外表炫酷、轰鸣声震耳
的车辆，不仅扰民，而且严重影

响道路安全。为了根治这一“顽
疾”，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

“溯源治理”。前段时间，根据市
民举报，交警大队福田中队在
大队改装整治专班的配合下，
会同工商、行政执法等部门，对
汽 车 改 装 店 铺 进 行 了 全 面 排
查，通过视频巡查、人工摸查等
手段，逐渐摸清了汽车改装店
铺与改装车的底数。随后，福田
中 队 第 一 时 间 固 定 了 活 动 范
围，定点蹲守、迅速出击，仅用
了两天时间，便查获了12辆“炸
街车”。

义乌交警
两天查获12辆“炸街车”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 讯 员 金南星 文/摄

他们分秒必争，以负压型救护
车为“舟”，将一位位密切接触者等
转运至定点救治医院，用车轮跑出
一条“生命转运线”。他们就是抗疫
一线的“无名英雄”——浙大四院负
压120转运队。

随着国内疫情出现局部反复，
防疫形势严峻。为守好“防疫门”，
在义乌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和急救中心组织下，浙
大四院迅速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负
压 120 转运队”，负责转运有中高
风险区旅居史的来义人员和密切
接触者。他们 24 小时轮班作业，要
保障隔离人员的安全，同时也要保
障院内安全，更要保障自身安全，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默默
奉献。

目前，浙大四院感染科医生李
斌和产科医生徐发达主要承担负压
120转运任务。此前，这份工作都由
感染科医生负责，但由于人员紧张，
经过院内选拔，来自产科的徐发达
主动报名支援，成了负压转运队的
一员。李斌作为长期坚守在抗疫工
作一线的“老将”，这几天正带着他
全面掌握各项工作。“去年疫情的时
候因为个人原因被隔离在家乡，内
心很遗憾，今年我就想着能在抗疫
一线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实现
医生价值的一个体现。”徐发达袒露
自己的心声。

8 月 17 日，见到徐发达和李斌
时，他们刚刚接到最新指令，正在穿
三级防护服，佩戴 N95 口罩、护目
镜。他们的任务是转运一名腹泻的
2 岁隔离患儿来院诊治。这位患儿
和父亲一起接触过新冠的密切接触
者，已经在隔离酒店被隔离了十天，
核酸检查均显示为阴性。接到指令
后，徐发达第一时间和感染科主任
杨杰、发热门诊护理组长朱春婷电
话联系，明确接入院后的具体处置
和安排。全副武装后，他们立即出
发，前往隔离酒店。他们乘坐的120
负压转运车，不同于普通的 120 救
护车，装载有负压净化装置，能够将

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
出，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和病人
间交叉感染的几率，避免人员感染。

半个小时后回程，徐发达和李
斌将隔离患儿顺利交接给医院发热
门诊单独隔离，大家悬着的心才放
下。进入单独的隔离空间，孩子父亲
抱着患儿略显紧张，儿科医生很快
前来处置，抚平了患者家属的焦躁
情绪。随后，工作人员立即对转运车
进行消杀。完成消杀后，徐发达和李
斌才能将隔离衣脱下，此时，两人早
已汗流浃背。

“有需要就要上！这就是我们感
染科医生的使命，这些都不算什

么！”李斌说，“从去年开始感染科就
承担新冠病人转运、诊治工作，所以
大家整体心态都比较平和，基本上
都已经适应了穿戴防护服的隔离生
活，关键就是自身防护要做好。”

参与负压转运任务的感染科医
生金彩婷表示，每出一趟任务大概
需要 3 个小时，最长的时候一次穿
了 4 个多小时的防护服，穿的时间
久了容易疲惫、喘不过气来，看不
清，但是大部分时候挺挺就过去了，

“我们一般都不太会仔细和家人说
自己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和家里的
老人。不担心他们不理解，就是不想
让他们也胆战心惊的。”

浙大四院负压120转运队：

分秒必争，坚守“生命转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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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准备出发。 穿戴防护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