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董梁 通讯员 沈伟英

昨天，在湖州市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队交通指挥中心大厅内，机动
应急大队数字监管中队副中队长何
纾通过联网联控数据监管平台，发
现了一辆涉嫌超速行驶“两客”车

辆，第一时间通知了车辆所在企业。
“两客一危”，即跨市县班线客

运车、旅游包车和危险货物运输
车，是道路安全隐患中的“牛鼻
子”。如何“消危”？“两客一危”车
辆联网联控管理员何纾重任在肩。
他说，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两客
一危”车辆为1203辆，卫星定位装
置安装率达到100%，每天这些车辆
传来的动态联网数据，都是他研判
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依据。

精准落实，于平凡之中见真
功。每天一上班，何纾就熟练地登
录“两客一危”车辆监控系统，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掉线车辆数据汇
总、在途车辆路线巡查、超速车辆
警示提醒、驾驶员疲劳驾驶警示等
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每一
个异常数据背后，都可能隐藏着重
大安全隐患，例如超速、货车定位
数据异常等，需要我非常仔细，只
有及时发现，才能第一时间消除隐
患。”何纾说，每辆车背后都关系着
一个家庭，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
任。每天工作下来，他要汇总海量
的信息，每一条新发生的异常数
据，都不能有误、不能耽搁。

一边是关注“两客一危”，另一边
是水上交通秩序的维护。长湖申线
风荷大桥是我市首条城市快速道路
的重要组成，自2020年底老桥开始
拆除，何纾与同事一起经历了老桥
拆除、旧址新建风荷大桥的全过程。

今年，我市内环（北线）快速
路风荷大桥施工，浮吊船需要在长
湖申航道起吊跨河桁架。何纾等人
通过对施工管制区的全天候线上线
下全覆盖监控，既保障了桥梁施工
安全，又确保了过往船舶航行畅

通，累计实施6次水上交通管制，管
制放行船舶7200艘，未发生一起船
舶堵航、搁浅事故。

今年，何纾所在机动应急大队
还针对水上安全、绿色航道，开展
了船舶AIS专项检查活动，重点卡
口AIS上线率由2月的71%上升到
82%，实施行政处罚95件，通过非
现检查发现并查处33艘使用不合格
燃油船舶。

何纾还积极为数字打非工作出
谋划策，协助探索创新。今年年
初，机动应急大队积极探索道路客
运车辆“数字打非”执法新模式，他
参与制定了《全市道路客运车辆“数
字打非”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构
建了“全市统一调度、县区统一行动”
的一体化整治模式，将全市交通执
法力量统筹起来，打破以往“撒网
式”“运动式”设卡检查模式。

同时，我市交通执法部门建立
起“1+8”数字打非预警认领、现场
查处工作机制，通过数据对比筛
选，将涉嫌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列
入重点布控对象，对其行驶轨迹、
时间等进行智能研判、提前预警，
增加了道路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打击
的精准、高效。今年以来，共成功
查获涉嫌车辆43辆，处罚26起。

从小数据挖出大隐患的安全守护人
——记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数字监管中队副中队长何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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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青年用好“人才码”

记者 姚玲利

本报讯 在南浔古镇嘉业藏书楼
里，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
郑宗男与同事近日忙着将古籍信息
上传数据库。“我们已完成了嘉业藏
书楼17万册古籍数字化和20万片雕
版文献的采集。以前古籍靠晒，如今
有了数字技术，我们晒起了‘数字古
籍’。”郑宗男笑着说。该藏书楼作为
浙江图书馆服务开放的一部分，借助
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沉睡
在库房里的古书再次“活”起来。

古籍是文化考证的重要依据，
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由于其

年代久远，纸张极易老化、残破、
变形或是霉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如何在保护文献与利用查阅中
找到平衡点？数字化手段成为解决
该难题的突破口。

近年来，我市主动做好古籍保
护工作，全面开展古籍普查登记，
做好数据统计和资源归集，通过数
字化等方式提升古籍活化利用水
平。“我们利用数字化手段，将珍贵
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呈现，把原文献
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分离，这样
既可数字化永久保存，又可供研究
人员和读者在不接触原文献的基础
上进行研究和阅读。”市图书馆古籍

与地方文献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当
前，市图书馆已完成馆藏古籍普查
登记3961册，完成首批古籍数字化
969册。读者若是要查询，可前往图
书馆网站登录后进行在线查阅。

同时，我市不断丰富古籍活化
利用途径，推进古籍数字化资源的
开放共享，通过展览、讲座等多样
形式，进一步推动古籍经典文化传
播。今年4月，“宋韵流芳 书香湖
州”古籍文化艺术展启动，展出了
16种20本古籍和8块雕刻版真迹。

“活动以图文介绍和古籍、雕版等实
物展示的方式，让我们可以零距离
接触与感受古籍文化。”一位参观者

在看完艺术展后说道。今年9月，我
市还参与省里在嘉业藏书楼开展的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碑刻传拓”
“雕版印刷”“书籍装帧”等活动，
让传统文化走进参观者的生活中。

“这不仅有助于系统谋划推进古
籍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推动新时代
古籍事业高质量发展，也是建设人文
新湖州的有力举措。”市图书馆相关
负责人说，“我们将继续有序推进古
籍数字化进程，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
管理和制度建设，探索古籍保护利
用的新路径，通过建立古籍数字化
平台，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推动
市民群众亲近古籍、走近古籍。”

让沉睡库房的古籍“活”起来
我市有序推进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

记者 宁 杰

本报讯“多亏了来自市农
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专家，
指导我们更好地种葡萄，今年
基地里的24亩葡萄园，亩均产
值增加1.2万余元。”近日，在
南浔区北港村的共富基地里，
当地农户为市城市集团送来的

“以大带小”爱心农技指导服务
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以来，市城市集团充
分总结长兴县和平镇“爱心助
农”模式经验做法，探索打造
以市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为
核心、北港村为供应源头的共

富单元，牵头引导新农批市场
相关葡萄经营大户前往北港村
共富基地，提供精准农技服务。
同时联合新农批市场意向入驻商
户，建立“国企+农户”型订单
模式，携手商户以“合同+保护
价”的形式与该共富基地签订长
期收购合同，有序代销葡萄2万
余斤，切实帮助增收5万余元，
实现销路保障、产销挂钩。

另外，该集团在排摸发现
农户扩产存在资金缺口后，第
一时间对接当地银企，积极探
索供应链金融服务，进一步缓
解农户资金压力，促进特色果
蔬产业绿色发展。

国企助农保障产销对接

记者 陈 虹

本报讯 长兴县虹星桥镇宋
高村村民何明芳近日通过“一
起来”App预约到村健身房锻
炼，与其他20多名村民一样，
他每天按时来百姓健身房打卡
健身。

去年以来，宋高村为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结合精品村建
设，将近300平方米的闲置房
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建起
200多平方米的百姓健身房和
500多平方米的健康驿站。健身
房内配有跑步机、动感单车、
哑铃、多功能综合训练器、移
动仰卧板等10余项器材，成为
村民们健身的好去处。

自从村里有了这些健身器
材后，村民们扭扭腰、甩甩
腿，欢声笑语多了。“现在我每
天傍晚固定时间，都来健身器
材上锻炼，手臂疼痛缓解了很
多。”66岁的郑先卫开心地说，
健身场地建设真是为群众办了
一件大实事。

“百姓健身房的建设，除
了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健
身场所，通过‘微改造·精提
升’改造工程，更是提高了闲
置资源的利用率。” 宋高村党
总支书记胡万传表示，他们将
不断完善现有健身、文化等
设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着力打造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
活圈。

乡村闲置地改成健身房

记者 崔吉丽 通讯员 颜艳

本报讯 “走啊，一起吃饭
去！”11月9日中午11点，安吉
县昌硕街道银苑小区就陆续有
老人走出家门，三三两两地相
伴走进紧邻小区的昌硕街道老
年食堂。崭新敞亮的食堂内，
已经有不少老人在排队打菜或
就餐。

看似寻常的老年食堂，处处
展露着智能化的一面。墙上，智
能显示屏显示着今日每样菜品相
应的营养及价格信息。自选餐台
上，各类菜品按照额定分量放
在了安装智能芯片的小碗中，
老人们在自主选菜后只需将餐
盘放到固定的感应区域，即可
自动实时完成结算。

除了感应结算外，食堂后
厨的场景更有看头。走进后

厨，记者看到忙着做菜的不是
厨师，而是一台机器人。“这是
智能厨房生产设备，只需将配
比好的菜品原料放进机器人体
内，选定系统模式，就可以对
菜品进行全程智能化加工。”食
堂相关负责人陈寅介绍，它做
出来的菜不仅色香味俱全，还
实现了少油少盐，更符合老年
人健康饮食的日常需求。

据昌硕街道社会事务办工
作人员蒋立新介绍，这个“科
技范”十足的老年食堂，是全
市首个数字化老年食堂，由昌
硕街道和该县民政局共同打
造，于今年 10月 12日正式运
营。目前食堂主要面向老年人
开放，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还将
给予相应的补贴优惠，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吃饭
难”问题。

老年食堂里来了机器人

11月9日，吴兴区织里镇申通
物流有限公司分拣线，工作人员正
在对快递进行分拣、装车、配送。
为应对“双十一”快递物流高峰，
该区邮政管理局联合各物流快递企
业加派人员，增加物流车辆，保障
包裹及时送达。

通讯员 何伟卫 摄

快递保障
“双十一”

连日来，吴兴区各街道社区在创业园、商圈、企业等地为青年
人才一对一讲解“人才码”功能，帮助认定各类人才。图为爱山街
道狮子巷社区工作人员在商圈推广“人才码”。 记者 伊凡 摄

记者 忻 媛

“咳咳咳……”昨天上午，市第
一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内，6岁的童童
（化名）时不时咳嗽几声。“支原体
肺炎。”儿科主任医师闵芳梅告诉记
者，每年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疾病
的高发季节，近段时间医院咳嗽、
发热患儿人数激增。其中，肺炎患
儿中，尤以支原体肺炎居多。

“我孙子烧了6天，基本上都在
39℃到40℃，然后是咳嗽。CT做出
来，右下肺一大块炎症，医生跟我
们说可能是支原体肺炎。”童童奶奶
告诉记者，查了一下支原体抗体，
显示呈阳性，“现在烧已经退了，不
过一直有点咳嗽。”

“最近确实支原体肺炎患儿比较
多，在肺炎患儿中要占到六七成，
主要集中在学龄期及学龄前儿童。”
据闵芳梅介绍，支原体肺炎是由肺
炎支原体感染引起肺部的急性炎症
改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多发

于秋冬季节。支原体肺炎病例潜伏
期较长，发病时体温升高，刺激性
干咳是其主要特点，早期肺部体征
轻微，但胸片阴影显著是该病特征
之一。

“如果孩子呼吸急促、频繁咳
嗽，高烧至39℃以上不退，精神萎
靡不振，便要怀疑是肺炎，应尽快
到医院就诊。”闵芳梅提醒家长，平
时要注意做好防护，保持孩子个人
卫生，少到人多的场所，外出要戴口
罩。“从外面回来后，要记得先洗个
手。”她说，家里也要注意保持通风。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支原体肺
炎，近段时间秋冬季高发疾病开始
活跃，尤其是传染病，如流感、水
痘、诺如病毒等。

“最近得水痘的小孩有点多啊，
我女儿班里好几个请假的，都说是
水痘……”市民徐女士一脸担忧。
她说，昨天早上起来，发现女儿脸
上隐隐长出了几颗痘痘，保险起见
她也给女儿请了假。

市民陈先生最近也为9岁的儿子
烦心不已，因为上吐下泻，儿子已
经请假在家好几天了。“说是‘中’
了诺如病毒，医生说最近这样的小
孩不少呢！”他说。

“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最近流
感、水痘和诺如病毒确实呈上升趋
势。”据市疾控中心传防科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像流感，今年7至8月经历
了一波夏季流感高峰后，原本9月呈
下降趋势，但入秋以来又开始往上
升。“集中在幼托儿童、散居儿童和学
生这三类人群，占比达到了76.5%。”
她说，按照历年监测数据，接下来又
将进入冬季流感高发季。

“今年5到9月，水痘发病趋势
是一直往下降的，10月开始往上升
了，最近一周也是呈不断上升趋
势。”该工作人员称，水痘的元凶是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每年11月至
次年1月是其高发季节。据悉，它不
仅热衷于“偷袭”校园，还特别容
易传染，经常一出手就“放倒”一

片。“水痘患者主要年龄段在0至20
岁，也是集中在幼托儿童、散居儿
童和学生这三类人群，占比达到
67.1%。”

“诺如病毒感染主要症状是水样
腹泻、24小时内腹泻多达数次至十
几次，部分病人可伴恶心、呕吐
等，儿童患者常常会出现呕吐。”市
疾控中心传防科介绍，诺如病毒感
染具有发病急、传播快、范围广的
特点，所以也容易引起集体暴发。
今年我市一共报告了4起，其中11
月就占了2起。

市疾控中心传防科提醒，接下
来将进入秋冬转换季，天气也是逐
渐转冷，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预防流感。另外，针对水痘以及
诺如病毒，要做到吃熟食、喝开
水、勤洗手。记者了解到，诺如病
毒性腹泻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
药，重点还在预防。不过，流感
和水痘都有疫苗，重点人群建议
进行疫苗接种。

秋冬季这些疾病进入活跃期
疾控部门提醒：重点人群可接种流感和水痘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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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舞蹈队赛舞绽芳华

11月10日，南浔区和孚镇总工会联合幸福邻里中心在重兆村文
化礼堂开展第一届“芳华杯”舞蹈大赛。活动吸引11支村民自发组
织的舞蹈队参赛，大家用热情洋溢的舞蹈展现广大居民的文化生活
和精神面貌。 记者 施莉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