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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秸秆焚烧 防止火源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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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科目：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医学检验
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肿瘤科专业；内科专业(肾病专
业，内分泌专业)；康复医学专业。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金磐开发区安文路328号
电话：0579-82236998

金医广[2023]第03-13-003号

金华艾克医院

留着一头利索的齐肩发，浑
身散发着果敢的气息，她就是“80
后”退役军人何雨珊。退役 20 年
来，何雨珊有条不紊地经营着多
家皮肤管理中心、医疗美容诊所，
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功诠
释自信、独立的新时代女性精神。

17 岁那年，何雨珊参军入
伍，成为海军的一名话务兵。昔
日，她身穿军装，刻苦训练，交出
一份精彩的军旅答卷，练就了“能
吃苦、能耐劳、不服输”的个性。有
思想、有情怀、有干劲，没有一丁
点矫情，专心致志干事业，这是何
雨珊的亲友、同事对她的评价。

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过：“上
天给人一份困难，同时也给人一
份智慧。”回首自己的经历，何雨

珊对这样的名言深有体会。“人在
逆境里，比在顺境里更能坚持不
屈。”她坦言。从部队退役回到义
乌，何雨珊遭遇家庭变故。面对命
运的打击，作为长女，她咬紧牙
关，肩负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
任，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经营加工厂，开过专卖柜
……创业路上，何雨珊一路披荆
斩棘，从不言败。2015年，何雨珊
开始接触美容行业，从此开启了
全新之旅。从一无所知的“小白”
到行业佼佼者，对她来说，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专业知识储备不够，
那就花精力去学习培训。期间，她
经常带着创业团队驱车3小时赶
赴外地学习。所有人从零开始，在
新领域中共进退，这样的“旅途”

持续半年时间。有一次，何雨珊和队
友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途中偶
遇暴雨。“当时我的心情也紧张，可
还是鼓励自己冷静应对，安抚队友
别心慌。”何雨珊说，尽管路程远、学
习强度大，但经历虽苦犹甜。

何雨珊的第一家品牌皮肤管理
中心选在义乌之心，已运营了6年。

“门店与义乌之心‘共成长’，从装修
到营业，过程一波三折。”她经常忙
得不可开交，甚至在门店开业前累
至病倒。

此前，何雨珊也曾遭受了资金
危机等接连打击，一度损失惨重。面
对挫折，这位退役女兵一脸坚毅：

“战斗着，就能在跌倒的地方爬起
来。”如今，在她的妥善经营下，第二
家、第三家皮肤管理中心相继落地。

收获“果实”的同时，何雨珊并未忘
记初心，积极参加辖区公益活动，把
一颗火热的心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2019年底，稠城街道通惠社区
探索创建“荷花芯”商圈党建联盟品
牌，通惠商圈流动党员党支部应运
而生，何雨珊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作
为退役军人，又是社区“代言人”，她
充分发挥商圈党员经营户先锋模范
作用，一有时间就主动到社区帮忙，
带动商圈联盟商户诚信、守法、文明
经营，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名退役

军人应有的风采。
“从军人到创业者，走过的每

一步，成就了现在的我。”何雨珊
说，如果要问当兵让自己改变了什
么，她认为是拥有了军人的韧性，
拥有了不畏困难、坚持下去的勇
气。也正如此，每次遇到困难，何雨
珊总能带领团队渡过难关。而今回
头望，部队所有的经历，成为何雨
珊的宝贵财富，曾经难熬的苦，也
都是向上的路。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何雨珊：荆棘创业路 玫瑰处处开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爱义乌帮帮团”是一个以倾听市民
心声、疏解群众烦忧为宗旨的民情收集
平台。如果你在义乌遇到困难，需要帮
忙，或者有哪些政策上的疑问需要释疑
解惑，都可以在“爱义乌帮帮团”平台留
言。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协同相关部
门、镇街给予解答反馈，或联合相关单
位、志愿组织争取予以帮扶解决。

问：我的社保卡遗失了很久，请问荷
叶塘附近有补办网点吗？

爱义乌帮帮团：根据义乌市社会保
障市民卡服务有限公司最新公告，义乌
市民和外地来义人员如需办理社会保障
市民卡，可就近前往农商银行各银行网
点办理，或在“浙里办”App提出线上办
卡申请。咨询电话：0579-85336087。

其中，荷叶塘有两个网点。一是农商
银行荷叶塘支行，地址：荷叶塘凯旋北路
2 号；办理时间：8:30-17:00（周六不营
业）；咨询电话：0579-85951455。二是浙
江稠州商业银行荷叶塘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地址：福田街道凯旋路35号；咨询电
话：0579-85337790。

问：如何查询结婚证？
爱义乌帮帮团：如果是2018年以前

登记结婚的，当事人可带身份证到市档案
馆查询婚姻登记档案；如果是2018年以后
登记结婚的，当事人可带身份证到南门街
373号市婚姻登记中心二楼6号窗口查询

婚姻登记档案；当事人也可以登录“浙里
办”App，关联“我的证照”，选择“婚姻登记
证”，查询本人婚姻登记信息。

问：我父母在农村有老房4间，产权
证均登记在父亲名下。现父母已亡故，希
望将产权过户到子女名下，请问要通过
何种方式过户，需办哪些手续，提交哪些
资料？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登记为父母
所有的不动产，可通过分家析产公证，将
不动产分给成年子女所有。公证处受理
并办理析产公证业务后，可直接通过网
络发起不动产登记申请，不动产登记中
心审核人员完成后台审核后，不动产证
书将由EMS免费邮寄到权利人指定地
址。涉及费用为公证析产的费用，登记
费用为零。详细情况可咨询义乌市政务
服务中心（望道路300号）一楼C区1号
不动产咨询窗口。办理时间：工作日上

午 9:00-11:30；下午 1:00-5:00。咨询电
话：0579-85232734。

问：如何报考电工证？
爱义乌帮帮团：如需报考电工特种

作业操作证（分为《高压电工特种作业操
作证》和《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两
种），可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浙江省机电
技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报名步骤：请
点击“培训报名”-“新报名”，选择自己
所需工种报名。地址：城北路60号浙江
省机电技师学院实训大楼4楼405室。咨
询电话：85411812。

社保卡补办、结婚证查询、房产证过户……

“爱义乌帮帮团”尽心服务解民忧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2023年返乡入乡合作创业
带头人培训圆满结束。

本次培训由市人社局主办，市就业和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义乌工商职院承办，旨在充分发挥各行政村“领头雁”引领产
业发展的作用，让致富带头人先学一步、先行一步。在主办方
的精心组织下，来自我市相关行政村的党组织负责人、返乡入
乡大学生及在乡创业大户等330余人参加培训。

“早就想学习合作创业方面的相关知识，一听说市里要办
创业带头人培训，而且其中一期就在家门口，我马上就报名参
加了。”在廿三里街道从事种植业的小陈是名返乡创业青年，
想通过培训对合作创业及相关政策有更多了解。为满足更多
人群的需求，此次培训共开设7期，培训点涉及大陈、苏溪、后
宅、廿三里等镇街。

大力推广返乡入乡合作创业，是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
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次培训以学习“1+3+N”返乡入乡合作创
业的组织模式为重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期间，授课人员通
过主题授课、现场教学、互动研讨等方式，解读当前返乡入乡
合作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学员探讨未来乡村发展前景。

我市举行创业带头人培训

▢ 全媒体记者 杨歌

本报讯 作为我市完善城区农贸市场建设体系，推动农贸
市场提档升级，提升百姓福祉的重点民生工程，10月29日，义
乌市中心菜市场正式开门迎客。

走进市中心菜市场大门，宽敞的过道、整洁的地面、明亮的
灯光……一个干净敞亮的购物环境呈现在眼前。市场内熙熙攘
攘、人头攒动，楼上楼下都是前来买菜的市民，问候声、询价声
此起彼伏。当天上午，家住附近的张女士一早就赶来凑热闹，她
连连感叹：“新菜市场环境好，菜品齐全，价格实惠，我们买菜更
方便了。”经营户郑关龙自开门营业起就忙个不停，脸上挂满了
笑容。“我做了30多年生意，见证了市场的每一次搬迁。市场变
得越来越好，我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据悉，市中心菜市场共设商位及店面550余个，经营17个
类别农副产品。其中地上一层设调味品、熟食、水产品、海产
品、干泡菜、分割鸡、蛋类、干货、机器面、麻油等11个行业；地
上二层设蔬菜、鲜肉、豆制品、馒头、生牛肉、绞肉等6个行业。
场内还配有自动扶梯、电梯、无障碍卫生间、AED除颤仪、公
平秤、LED数字大屏、食品检测仪器等便民设施。

市中心菜市场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积极吸纳先进的
管理理念，以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为核心，
不断提升市场管理服务水平，努力为市民打造集配送、零售等
功能于一体的义乌城区旗舰型中心农贸市场。

义乌市中心菜市场
开门迎客

▢ 全媒体记者 杨歌

本报讯 10月29日，新马路邻里市集正式开业，吸引了不
少商家入驻。

新马路邻里市集分农贸市场区、便民服务区、特色餐饮区
三个区块，其中农贸市场区经营行业包括鲜肉、水产、蔬菜、冷冻
品等14类；便民服务区主营农开公司和农贸公司优质绿色农产
品及百县万品共富代表性产品；特色餐饮区招引本地小吃、早
餐、奶茶、休闲食品等门店。

该市集开业后，将代替原新马路菜市场功能，为周边居民
提供一个环境舒适、品类丰富、方便快捷、价格亲民、体验高端
的数字化智慧邻里市集，满足居民日常所需。

新马路邻里市集人气旺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又到一年中最甜蜜的时节。
“这款推荐给产妇食用的红糖块，做

成5×10cm规格的包装，像巧克力般大
小……”近日，在义亭镇蓑衣人红糖厂产
品展销区，红糖厂负责人丁晨和父亲丁
国荣捧起一罐红糖产品，兴致勃勃地探
讨义乌红糖创新问题。

今年 58 岁的丁国荣是义亭镇傅宅
村一带有名的榨糖大户，有着成熟的糖
梗种植技术，还有一肚子的“生意经”，而
他对古法制糖的情感，正源于他的父亲。

“小时候，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糖
蔗，人工培土季节一般都是下雨天，下田
劳动时人人都穿着一件蓑衣，可扎人啰！”
丁国荣说，到了霜降时节，村民们开始互
相帮忙到村里的红糖厂轮流榨糖，一天24
小时不停歇，虽然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
追忆往昔，父辈起早贪黑的劳动场景深深
烙在丁国荣的脑海里，早年记忆推着他在
乡村产业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红糖是‘义乌三宝’之一，政府重视
农业发展，2005年以来连续举办了多届
红糖节，发布了《义乌红糖》《义乌红糖加
工技术规程》两项地方性团体标准，大大

提振了糖农的发展信心。”2013年，丁国
荣瞄准机遇，从父亲手上接下担子，创办
了国荣红糖厂，随后逐步扩大糖梗的种植
规模。2017年，丁国荣为红糖厂注册了“蓑
衣人”商标，国荣红糖厂华丽转身为义亭
镇蓑衣人红糖厂。这个具有地标和情怀的
名称，既是对家乡红糖的自信，也是对父
亲的一种缅怀。从10亩到100余亩，从一
块红糖到数十款红糖衍生品，丁国荣一步
一个脚印辛勤耕耘着。糖厂从果蔗种苗培
育、日常田间管理到红糖制作，既保留了
传统也融合了现代农业科技，农产品的品
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的果敢也被女
儿丁晨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2019年，“回乡跟着父亲榨糖”的想
法涌入丁晨的脑海，看着手机里关于智
慧农业、电商营销的新闻报道，她百感交
集。“父亲年纪大了，我想为他多分担些，
加上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扶持力度越来
越大，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新知识，帮助
父亲跟上新时代。”

说干就干，她开始尝试在微信朋友
圈、抖音、微商城等平台营销自家的红糖
产品。年轻人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快，
丁晨很快便收获了一众年轻粉丝，父女
俩的干劲越来越足。喜欢创新的丁晨，引

导父亲推出40余款红糖衍生产品，如红糖
杏仁、斧头派红糖等。与此同时，她积极采
纳外来游客的意见建议，改良升级产品外
包装。“我们对红糖麻花、红糖酥饼、生姜
红糖等产品进行独立包装，以满足消费者
对便捷、卫生的更高要求。虽然成本有所
提高，但多样化的产品研发，受到不少年
轻群体的青睐。”丁晨说。

近年来，义亭镇蓑衣人红糖厂打破
传统模式，迭代升级制糖工艺，线上线下
相结合，进行红糖及其衍生品的宣传和
销售，独家生产的生姜红糖和纯红糖礼
盒分别获得“金华特色伴手礼”“浙江省
特色伴手礼”等荣誉。今年，红糖厂扩大

了种植规模，预计产糖90吨，带动周边
60余户村民增收。

作为一名“90后”政协委员，为了加
快推动我市红糖产业，丁晨多次赴外地
走访调研，先后提交了《关于加快助推义
乌红糖产业发展》《振兴“义乌三宝”，打
响“义乌三宝”区域公共品牌》等多个提
案。丁晨说她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
日，让义乌红糖成为“东方巧克力”。为了
这个梦，她勇于创新，带领红糖厂不断前
进，发展特色精品农业。

看着女儿井井有条地设计产品新包
装和配送发货，丁国荣乐在心头。他笑呵
呵地说：“还得是年轻人，我是跟不上啰!”

让义乌红糖早日成为“东方巧克力”

一家三代人接力“甜蜜事业”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眼下，我市即将进入森林
防火期。为最大限度遏制森林火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
全，10月27日，义乌市森林防灭火和地
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就进一步严格
野外火源管控工作进行提醒和部署。

入秋以来，我市降雨减少，风干物
燥。当前，又时逢农林事活动频繁季节，
炼田埂、烧秸秆等各种生产性用火和林
区内焚烧采伐剩余物等行为大量增加，

易引发森林火灾。义乌市森林防灭火和
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各镇
街、部门，充分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
的严峻形势，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全面
落实野外火源管理各项措施。

为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各镇街和相
关部门要严格火源管控，森林防火紧要
期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各镇街要组织
人力、物力集中清理重点区域的可燃
物，在林区的交通要道和居民区布设火
源管理警示标识，落实未成年人等相关
重点人群的监护；要加强森林公园、林

区坟墓的检查看守，坚决制止杜绝林区
随意吸烟、烧烤、焚香烧纸、燃放烟花爆
竹等用火行为，做到管控不留死角。应
急、自规、公安、民政、文广旅体、行政执
法等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细化责任分
工，建立责任清单，做好相应领域的监
管工作。

在强化火源管控的同时，要加强宣
传教育。各镇街、部门要坚持群防群治，
线上线下教育并重，推进宣传教育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媒体
作用，营造浓厚的防火氛围，构筑全民
思想防线；另一方面，要围绕野外火源
管理、安全用火规定、防火知识等方面
开展防火宣传教育活动，以案说法，以

案释法，提升群众法治观念。
与此同时，各镇街、部门要结合森林

火灾隐患排查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
动，组织力量对农事用火、祭祀用火、林
业生产用火等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真正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其
中，对违规野外用火人员要按相关规定
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前，我市严格执行林区用火审批
制度，野外用火需申请办理生产用火许
可后，方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用火。
为进一步规范用火行为，各镇街和相关
部门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推行绿
色祭扫、生态祭祀；要将森林防火写进
村规民约，大力促进村民规范用火习惯
的养成。

严格落实防火责任 全面落实各项措施

我市进一步强化野外火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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