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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轨道日节约成本
2000多元

位于仙降街道山皇村的皇金果园

于今年上半年购置并安装了单轨运输

机，现已投入使用。作为我市“机器换

人”的重要项目，山地单轨运输机首次

于瑞安亮相就展现了出色的成果。

王益光介绍，在山地单轨运输机投

入使用之前，由于山地坡道陡峭，道路

狭窄，皇金果园的主要采摘运输都是依

靠人工进行的。

“此前依靠人工，一个工人一趟大

约能运输 50 公斤的蜜橘，耗时将近 30

分钟，一天的运输量大约在 500 公斤左

右。”王益光说，皇金果园光蜜橘的种植

面积 200 多亩，产量约有 300 吨，依靠

人工运输，耗时耗力，而且在收获季，人

工费用不仅居高不下，还很难招到足够

的人手。

山地单轨道运输机投入使用之后，

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果园的

工作人员介绍，山地单轨道运输机的最

大载重量是 200 公斤，考虑到平稳运输

的需要，走完 300 米的轨道大约需要半

个多小时，一条轨道一天总共能运输大

约 5000 公斤的果实，果园的工作人员

仅需对机器进行简单操作，就可轻松完

成运输任务。

“山地单轨运输车有着便利性和高

效率性，我们去吃饭、休息，它还可以持

续运输。”王益光说。他还给大家算了

一笔账，一条轨道日运输量为 5000 公

斤，若人工搬运需 10 位工人，按眼下人

工一天工资为 200 多元计算，每日就可

节约劳动成本 2000 多元，若 4 条运输

线路均能满负荷运作，日节约成本达

8000 元，年采摘期按照 3 个月计算，成

本节约就可超 70 万元。而且在非采摘

期，可用于运输有机肥料等，一样可以

节省不少劳力。

“目前，皇金果园已投入使用的山

地单轨道运输车线路有4条。这4条线

路的投用效益已很明显，这让我们对后

续山地果园运输网络的建设更加有信

心了。”王益光说。

据了解，除已投入的 4 条山地单轨

运输车线路外，皇金果园还有 3 条线路

在建，后续还将投建 3 条线路，预计将

建成总长达 3000 多米的山地果园运输

网络。

山地运输车推广
助力山区发展

山地单轨运输车投用产生的效益

可观，那么投入的成本大不大，是普通

果园所能承担的吗？

记者从市农林局农机总站了解到，

因为山地单轨运输车已列入 2016 年度

新产品补贴目录，市政府《关于切实抓

好 2017 年粮食产销工作的意见》明确

将其列入推广扶持，地方财政另给予省

定补贴资金等额的补助资金，因此补贴

力度极大。

据介绍，山地单轨运输车的价格与

轨道线路的长短有直接的关系。轨道长

度为100—200米的单轨运输车，其售价

为9.2万元，省级和地方补助均为3.03万

元，也就是说农户自己只需再掏 3 万多

元；而轨道长度为200—300米的山地单

轨运输车，其售价为13.1万元，省级和地

方分别补助4.35万元，农户只需再花4万

多元。

“相关部门的大力补贴正是我建设

单轨运输车运输网络的底气所在，不然

若是让我们全额投入，压力就太大了。”

王益光说。

市农机总站副站长林建强介绍，自

从我市被列为省首批农业“机器换人”

示范县创建以来，经过认真对照创建标

准，仔细梳理创建工作的短板，山区半

山区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推广正是梳理

出的短板之一。为恶补该短板，全力推

广包括山地单轨运输车在内的适合山

区作业的各类农业机械，大力度的补贴

就是关键措施之一。

“山地单轨运输车等农机的推广使

用，将极大地降低山区农民的劳动强度，

也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一条捷

径，真正体现和发挥农业‘机器换人’的

意义和作用。”林建强说，在我市闲置的

山地资源颇多，难以利用的主要原因就

是山地交通不便，运输极为困难，山地单

轨运输车的推广将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

难题，成山区农业发展一大助力。

山地单轨运输车将蜜橘轻松运下山

一条轨道可抵10个人
■记者 黄丽云

眼下，正是蜜橘大量上市的

季节。往年这时节，仙降街道皇

金果园里总是人头攒动，许多工

人将采摘下来的橘子一担担挑

到公路上去。但是日前，记者在

这里却只看见几位采摘工人，并

没有挑夫的身影。

原来，皇金果园成为我市首

个山地单轨运输车安装试点单

位，现已有 4 条长度共约 1000

米的单轨运输车投入使用，山地

单轨运输车取代了人工挑夫。

皇金果园负责人王益光表示，一

条线路抵得上 10 个人，一天可

节省2000多元的人工成本。

本报讯（记者 陈希林）眼下，马屿、陶山、仙降、

高楼等地农民种植的柚子喜获丰收，山间地头柚

香弥漫，农户们正在采摘柚子，园中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今年我市柚子种植总面积达3000亩左

右，由于天气较好，柚子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预计

全市柚子总产值可达 1200 多万元。据悉，现在柚

子销售除采用电商（微商）方式外，不少市民还纷纷

跑到田头进行农家乐采摘游。

柚子喜获丰收
今年我市总产值达12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金邦寅 通讯员 林志余）昨日，瑞

安城乡一体化传来喜讯：自 2017年 12 月 1 日起，瑞

安执行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城乡低保统一为 681

元/月/人。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最

大限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经市政府同意，再次提高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农村低保标准按照城镇

低保标准的 100%确定进行调标，今后城乡低保统

一为681元/月/人。

近年来，我市紧扣“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加大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连续13次提

高城乡低保标准。此次标准的提高，将进一步改善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8288 余户困难家庭将直接受

益，市财政年度额外增加投入1200余万元。

12月起，我市实行
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每人每月
均为681元

半年前，与病魔抗争的陶山人戴阿芬在

医院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10 月 27 日 11 时

05 分，阿芬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她的遗体被送

往温州医科大学，实现了眼角膜的捐献，身后

奉献于教学研究事业。阿芬的善举令人感

动，令人敬佩！

阿芬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什么会有

如此精神境界？笔者觉得，阿芬的一番朴实

的话语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没怎么

读书，不会说什么大道理。我就觉得，别人

帮助我，我也帮助别人。”是的，爱是相互的，

爱是可传递的。就如今年 8 月，阿芬现身瑞

安广场，为瑞安市红十字会举办的“帮助他

人 快乐自己”暨造血干细胞、器官·遗体捐献

宣传活动出力时，就有4名志愿者感动于她的

善举，现场登记器官捐献。

凡事都有第一次，献爱心、行善事亦是如

此。捐献遗体在民间是忌讳的，但总是有人勇

敢地做了第一人。陶山镇徐启荣老人就是2010

年我省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温州

市成功捐献遗体第一人。老人1999年便立定遗

嘱，表明身后要捐献遗体。2011年12月病逝后，

遵照遗嘱，家人将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温州眼

库，并将遗体捐献给了当时的温州医学院，作为

教学科研之用。有了第一人，便有了第二人、第

三人⋯⋯并无限延伸。多年来，我市涌现出许

多令人感动的遗体捐献者和遗体捐献志愿者，

如彭秀兰老人、吴永安家庭等，据统计，我市累

计遗体志愿捐献登记42例，实现捐献遗体5例；

眼角膜捐献登记13例，实现捐献9例，他们都向

世人展现了瑞安人的大爱精神。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这句朴素的歌词，诠释了一个永

恒的道理：爱心，让世界更美好。也正是一点

一滴的爱心，不断接力的善举，筑成了瑞安的

道德高地，大爱瑞安必将越来越美好。

4 天时间，我市 43 处自动巡逻抓

拍“机器人”抓取了 2414 例违法停车、

逆向行驶、压线等交通违法行为。这

个数字颇令人吃惊。忽略同一辆车在

不同地点被抓拍的因素不计，也就是

说，每天起码有 600 来名司机不注意驾

驶细节，这还不包括在未设置自动抓

拍系统道路上违停、逆行、压线等。

机动车辆增多，相对而言就显得

道路不够宽、停车位不够多，这是目前

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但这不能成为

违反交通法规的理由。当你拿到驾驶

证、握住方向盘的那一刻起，就应该明

白，严格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是一名机动车驾驶员最基本

的义务。哪里不准停车、哪里禁止车

辆调头等等，种种交通行为细节方面

的规定，其初衷无非就是保护自己、保

护他人的生命安全，保证道路畅通、安

全、有序。

近年来，市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

识越来越强，这其中，电子警察可谓

“功不可没”，在它的“震慑”下，很多驾

驶员从被动遵守交通法规，成为主动、

自觉地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从他律

上升到自律。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

然，严管重罚之下，他们不会去碰酒驾

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压线，但对

于一些细节，就大而化之了，“路边停

一下车怎么啦，我马上就开走”“就一

小段路，绕到前面调头太麻烦了，反正

现在也没车”“路口是红灯，我就接一

下电话”⋯⋯

对于有诸如此类交通陋习的驾驶

员而言，再多的宣传可能都不如一次

事故带来的教训深刻，可是这样一来

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应

该感谢那些电子警察、自动抓拍系统，

它们可能会让你觉得“车越来越不好

开”，但其实是时刻提醒你守规矩，戒

掉交通陋习。

从他律内化为自律，需要时间。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新闻：

多处自动巡逻抓拍“机器人”因为拍不

到违规者只好“下岗”。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去一基层单位

办事，第二天，收到了“温州万人评议

办”发的一条要求对该基层单位服务进

行评议的短信。评议分为满意、基本满

意、不满意三项，服务对象只要回复序

号即可完成评议。政府机关向服务单

位看齐，让服务对象来评议自己，这无

疑是一种改革，而且是刀刃向内的改

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革？在笔者

看来，这种改革源自背后权力观念的转

变——权力就是服务。

一直以来，很多人总是把“权力”看

作“权利”——“有权”就“有利”，手中有

权了，利益自然来。如果你认为，权力

就是“权利”，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在“权”

上找“利”。曾经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

例子：某机关宿舍用一大型锅炉烧暖

气，每到冬天，就有许多下岗女工和贫

困老太来捡煤渣回家烧火取暖。可那

烧炉工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捡，就巧妙地

利用了手中的“权力”，有时半天倒几铲

让他们抢，有时故意不倒，让她们眼巴

巴地在寒风中等，若有女工哀求他，他

就甩出一句话：给买包烟。这个故事，

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问题：一是无论是

谁，只要你手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权

力，只要你愿意，就有可利用的价值；二

是如果你是没有一点“凭借”办事人，在

权力面前你就无可奈何。在这种观念

下，你不要期望有什么，即使有改革，也

不会让老百姓受益，受益的只能是“有

权者”。

所以，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转

变观念，只有观念转变了，一切的政策

和行为就会跟着改变。而对政府部门

来说，改革首先要树立权力的服务意

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权力

是个神圣的东西》中说过：“要树立权力

就是服务的意识，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

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

个重要问题，自觉做到用权为公而不为

私。”

如果你认为权力是一种服务，你就

会想方设法地如何利用权力去方便人

民，满足人民。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

下，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在推出各种

便民、惠民的措施，来方便老百姓。如

最近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温州各地

各部门结合实际、大胆创新，探索形成

了一些好做法好经验。比如：鹿城区推

出全省首张行政审批“易错清单”；龙湾

区依托移动微警务平台推出“户口订

单”式办理；我市推出新车上牌远程查

验等便民服务措施⋯⋯让老百姓感受

到了改革的成果。

现在，政府的观念正由管理型向服

务型转变，一系列事关民生的改革正在

有条不紊推进。正是这发生在身边的

改革，切切实实地提升了每一个人的幸

福感、获得感。

身边的改革
源自权力观念的转变

■张天梁

从细节入手改变交通陋习
■管舒勤

为爱心接力点赞
■李群

“瑞安曲艺家陈春兰献唱巴黎中国曲艺

节十周年纪念展⋯⋯”近日，该消息在瑞安引

起不小的轰动。

一位年近半百的“瑞安媳妇”，没有很高的文

凭，也不精通外语，却能走出国门，在法国马赛大

学内表演；一个我们瑞安最本土的节目温州鼓

词，没有强大的演员阵容班子，没有梦幻的舞台

灯光效果，只凭着“一人一琴一坐”的演唱方式，却

能走向国际舞台并获得好评。这是为何？

鲁迅先生很早就给出了答案：“越是民族

的，越是世界的。”陈春兰老师虽不是什么大专

院校科班毕业，但从17岁就开始登台献艺，每

年应邀到各地演出多达200多场，有着非常厚

实的曲艺功底和丰富的表演经验。她表演的

《杀庙》节目，每一句唱腔、每一个眼神都经过

精心打磨，代表着温州鼓词的中国水平——曾

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温州获此殊荣的仅

两人。温州鼓词《杀庙》在巴黎获好评，不是一

时运气，而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没有国

界的，一定会也必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好传统文化，就必须

立足本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要勇于敞

开胸怀，志存高远，放眼世界，走向全球。

（拓野）

笔者的邻居是位退休在家的老人，在今年

寿诞之日，老人意外地收到了儿女们为他征订

的《瑞安日报》《温州都市报》《浙江老年报》《健

康报》等“孝心订单”。老人乐得合不拢嘴，直

夸儿女们孝顺：这比买吃的穿的强多了。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老人大都吃、喝、

穿都不愁，他们休闲在家，需要的是精神上的

充实。而报刊，既能让老人开阔眼界，了解国

内外大事，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又能使老人

掌握一些科学的养生之道和生活小窍门，使

退休生活更丰富、更充实。顺应老人的要求，

订份报刊送给老人，既能使老人精神充实，又

能尽孝心，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孙德胜）

[微评]

立足本土 放眼世界

老人需要精神上的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