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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为进一步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我市将举办劳动关系
协调员职业技能大比武（竞赛）活
动，报名工作已于8月13日开始。

此次比武活动采用分赛区预
赛和全市总决赛两种形式，时间
分别在下个月上旬和中旬。其中，
技能比武为个人项目，分理论和
实际操作两部分，具体要求参照
高级工标准进行，适当增加技师
部分内容。

根据活动安排，此次预赛比武

对象为在我市企事业单位从业的
各类人员，符合条件人员可直接向
各镇街报名；总决赛比武对象为各
分赛区比武取得前三名的人员，具
体名单由各镇街分赛区直接汇总
后报送市人社局。

获得总决赛比武前三名，且
理论和实操成绩均合格的人员，
除了获得相应奖励以外，还将获
得劳动关系协调员二级（技师）职
业资格证书。另外，对于理论和实
操成绩均合格的参赛人员，主办
方将为其核发劳动关系协调员三
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全市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技能比武开始报名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俞婷婷

本报讯 近期，有车主向交警
部门咨询：“本人名下有两辆机动
车，如何进行车辆号牌互换，一定
要去车管所吗？”交警给出官方回
复，车主只需下载浙里办APP，足
不出户就能网上办理本人名下的
机动车号牌互换手续。

“浙里办”互换号牌操作步
骤为：打开“浙里办”APP，登录
并定位至“金华市义乌市”；在首
页“常用服务”中点击“更多”，在

“交通出行”栏目下点击“交警 e
键办”；进入“e 键办”平台后，点
击“查看更多”，在“驾驶证业务”
中，选择“互换机动车号牌号
码”；选择需要互换车牌号码的

机动车，选好后点击“下一步”；
阅读“业务须知”，点击“已阅读
并同意”，进入下一步填写信息；
按要求上传两辆车的车牌号码
照片、行驶证照片和车辆登记证
书照片，并填写上门取件信息以
及收件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提交”；再确认一遍信息，无误
后，点击“确认无误”，进入扫脸，
扫脸成功后完成提交。

需要注意的是，两辆机动车
号牌号码可以互换，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同一
登记地，同一号牌种类，非营运机
动车。此外，两辆机动车须为正常
状态，一年内同一车辆只可以变更
一次号牌号码，而对于已办理互换
的，1年后方可申请再次互换，或者
申请保留原车号牌号码。

同一人名下机动车号牌
可网上办理互换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本报讯 普济骨伤科医院为
29家社会福利企业新增“绿色通
道”，无条件为企业开展工伤“一
件事”办理服务。8月14日，市民
政局、卫健局、残联、社保管理服
务中心、福利事业发展中心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在该医院见证了这
项服务改革。

作为我市首个工伤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普济骨伤科医院与120
家左右企业签约“绿色通道”，累计
为300多名工伤患者一站式办理
工伤认定与补助。此次签约的29
家社会福利企业聘用了不少残疾
员工，签约后，企业主及其员工将
获得更多经营与劳动保障。

“康乐包纱”企业负责人何先
生表示，工伤“一件事”办理确实
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今年1月，他
们工厂里有一位员工在工作期间
摔倒致手臂骨折，送到普济骨伤
科医院治疗期间，医院已经帮助
其办理好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工伤待遇支付等手续。直到员
工治愈，企业累计只支付了几百
元医药费，剩余3000多元费用已
由医院向有关部门申请并得到补

助。何先生说：“这些事情基本上
是由医院办完的，我们都不用管，
跟以前相比，确实方便多了。”

我市推行工伤“一件事”零次
跑之前，不少企业主和职工都苦于
多次跑带来的烦恼。一旦有员工因
公受伤，企业主必须把员工送到医
院并全额付清医药费。员工治愈
后，企业主再去365窗口进行工伤
认定。认定书一般半个月到一个
月才能寄达企业，企业主拿着医
院发票到365相关窗口办理补助
手续时，不仅要提供许多纸质材
料，还要填写事故前因后果，如果
材料不齐或填写信息不到位，还得
重复跑腿。不少企业因此放弃了政
府的工伤补助，自行承担医药费，
但这也导致一些不负责任的企业
主直接对工伤事故视若无睹。

据统计，我市产业结构以第
三产业为主，全市每年工伤事件
在2000起左右，相比周边县市，工
伤事件的发生率不高。但在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我市加快实
现“减大厅、减窗口、减人员”目标，
将工伤“一件事”受理窗口从行政
服务中心前移至医院，实现工伤业
务医院“一窗受理”，真正实现了工
伤补助办理“零次跑”。

工伤“一件事”办理“零次跑”
普济医院为福利企业新增“绿色通道”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本报讯 8月16日，在怡乐新村的
智能手机知识培训班上，12位头发花
白的老人手捧智能手机用心学习，有
的对着互相拍照，录小视频发朋友圈，
还有的当场发送微信语音。这群老人
平均年龄83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
95岁，对新知识却无比向往。

“今天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微信，关
注了‘文明义乌’微信公众号，学习了
垃圾分类、文明餐桌等知识。”85岁的
盛爷爷津津有味地阅读公众号上发布
的推文，他说，活到老学到老，“文明义
乌”上推送的文章有温度，更有深度。
交流中，他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测评问卷须知》内容分享到朋友圈，

为文明城市创建尽一份微薄之力。
老年人生活得是否有质量，幸福指

数是否高，直接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
程度。为了助力“创城”工作，让全市老
年人晚年生活得更加幸福，市民政局将
其作为重要工作来做。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曾多次到怡乐新村查看单位“创
城”工作，对“创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
题及时了解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督促怡
乐新村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管
理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护理技能培训和
竞赛、护理服务规范培训，增强群众文
明意识。今年开展的居家助餐和上门服
务，为我市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
提供帮助，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对老人的关爱不应该只体现在
物质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很重要。”
怡乐新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中心积极组织文
娱、康乐、安全教育、养生宣教等活动，
充实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今后还将不
定期开展“创城”知识讲座，让老人们
感受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怡乐新村吹来一阵文明之风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日前，市民政局、财政局、
医疗保障局、农业农村局、残联等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以单人户纳入
低保和实施低保低边渐退期有关事项
的通知》，推出多项新举措，进一步保
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我市建立了低保低边“渐退期”
制度，即具有义乌市户籍，在册的低
保、低边户人均收入分别超过低保
标准、低边标准，但分别未超过 3 倍
的低保标准、低边标准，且家庭财产
仍符合低保、低边标准的，给予 12 个
月“渐退期”。“渐退期”从核定次月
起计算，低保户按照我市同期低保

标准的 30%发放，“渐退期”内脱贫
不脱政策，实现稳定脱贫后再退出
低保低边范围。

再次拓宽低保对象范围，将部
分重病患者也纳入低保范围。我市
对依靠父母和兄弟姐妹供养且无法
单独立户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和三、
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及重病患者

等，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
低保范围。其中，单人保政策范围扩
大到成年重病患者，低边家庭中的
成年重度残疾人和三、四级精神（智
力）残疾人及重病患者本人可免核
对纳入低保。

据悉，保障范围扩大后，我市将增
加350余名低保对象。

我市为“低保低边”设“渐退期”
同时再次扩大低保对象范围

盛爷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本报讯 8月以来短短一周，
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两位被蛇咬伤
的男子，所幸及时就医，未造成严
重后果。

据悉，8月4日晚11点半，家
住苏溪的邵大伯挂念地里的蔬
菜，就在睡前特地去瞧一眼，突然
被毒蛇咬了。他说：“当时感觉像
是被蚂蚁咬了一下，赶紧拿手机
照了一下，发现咬他的是一条三四
十厘米长的毒蛇，已钻进草丛里。”
被咬伤的左踝很快剧烈疼痛，家人
赶紧送他到中心医院救治。8月10
日早晨5点多，楼大伯去地里摘南
瓜，也被突然窜出的毒蛇咬伤。他
描述，咬他的应该是一条蝮蛇。不
过他被蛇咬伤后，赶紧先自行处
理，用清水冲洗，再用布条在左小
腿部位加压包扎，然后立刻赶往医
院治疗。据悉，他们被蛇咬伤时都
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据悉，市中心医院每年接诊
的被蛇咬伤病人达250例以上，多
集中在4月至10月，被咬伤的时间
主要是下雨前后及早晚蛇类出动
的高峰时段。在义乌，经常出没的

毒蛇以蝮蛇、五步蛇、竹叶青蛇、眼
镜蛇和银环蛇为主，中心医院接诊
的蛇伤患者中，约90%是被蝮蛇咬
伤，10%左右是被五步蛇、竹叶青、
眼镜蛇、银环蛇等咬伤。

当前正值夏秋之交，毒蛇出
没频繁。急诊科医生建议，市民应
尽量避免在清晨、黄昏以及夜晚
等时段暴露肌肤进行野外活动，
如果一定要外出，应做好防范准
备，可以穿上靴子、戴上帽子，用
木棍或树枝“打草惊蛇”。如不幸
被毒蛇咬伤，首先应立即拨打
120或送医，避免四处乱跑，以免
加速血液循环导致毒液吸收加
快。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定要正
确进行早期急救：减少活动，保持
镇定，伤肢低垂（伤口低于心脏水
平位置）；用止血带或5—10厘米
宽的布条在伤口近心端加压包
扎，每隔15—20分钟放松止血带
1—2分钟；迅速用大量清水或肥
皂水冲洗伤口；若同伴发现患者
意识不清、呼吸及心跳停止，应立
即施行心肺复苏术。千万不要用
嘴巴吸毒液，以免施救者中毒，也
不能挤伤口或擅自切开创伤口，
防止毒素加快扩散、伤势恶化。

两男子穿拖鞋下田遭蛇咬
医生教你如何防范与处理被毒蛇咬伤

朱贤菊朱贤菊（（左二左二））热心为邻居们烧饭热心为邻居们烧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最美在身边

“有她在，我们很安心！”
且看这面党旗在赤岸盆塘村“迎风”飘扬

“朱阿姨，我想咨询一下，办理残疾证需要什么手续？”

“贤菊，我家的电线和邻居家的串线了，要找谁处理呀？”

这几日，赤岸镇清溪村盆塘自然村69岁老党员朱贤菊有点

忙，每到晚饭时间点，总有村民来她家咨询事情。朱贤菊每次都

耐心倾听，并记录在本子上，第二天再帮村民代跑。在她帮助

下，村民的诉求也都得到一一回应。

前不久，因为遭受台风“黑格比”袭击，盆塘自然村受灾较严

重。身为长期居住在这个村里的唯一的党员户，朱贤菊毅然扛起

了“管家”职责，除了日常巡逻，她还坚持为大家准备一日三餐，

安排晚上住宿，为老祠堂里的瘫痪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村干部

和村民无不感慨：有了朱贤菊，我们很安心！

8 月 4 日，受台风“黑格比”
影响，清溪村盆塘区域的降水
量从早晨开始就比较大。作为
老党员，朱贤菊一大早便挨家
挨户巡逻，通知村民做好预防
山体滑坡的撤离准备。

盆塘村在村人数虽只有十几
户，但居住较分 散 ，一 圈 走 下
来，朱贤菊花了近半个小时。
眼见雨势越来越大，她放不下
心，又奔走了两圈，让村民们
尽 快 先 到 较 安 全 的 她 家 里 安
置。在村两委协助下，朱贤菊
家陆续安置了十多个人。中午
时分，河水已经漫过了村里的
跨桥，虽然无法过桥，但是朱
贤 菊 还 是 背 起 锄 头 冒 雨 刨 开
周边的泥沙，尽量引流。发现
山体滑坡后，她才无奈地赶回
家，等待村两委和救援队伍继
续搜救的结果。

回家后，朱贤菊立即整理家
中的炉灶，并烧起了大锅饭，可
洗菜时又突然停电停水。她找出
蜡烛点亮，安排丈夫去 200 米外
的小涌泉处接水。小涌泉只是一
个小小的出水口，半个小时后，
丈夫才接满一桶水回来，等大家
吃完饭已是下午两点。

8 月 5 日晚上 8 时，朱贤菊
家的炉灶边围坐着一圈邻居，
几位大婶帮着清理灶台、洗刷
碗筷，其他人正在和村干部商
讨灾后重建的事。据了解，从 8
月 4 日起，这些村民就睡在朱贤
菊家里，尽管条件受限，只能打
地铺、睡长板凳，但他们睡得特
别踏实。

被安置的人员中，年龄最
大的是 90 岁高龄的村民成香
球。她独自一人住在盆塘村最
外圈，和不少“恋家”的老人一
样，成香球在朱贤菊最初劝告
时无动于衷。朱贤菊去了两趟
之后，无奈只能和村干部一起
将她“架”下山。当晚，朱贤菊特
地跟成香球睡在一起，还帮助
她起夜、喝水……

谁知，次日吃完早饭，趁着
朱贤菊洗碗的间隙，成香球又
跑回了自己家里。这可急坏了
朱贤菊，她急忙赶到指挥部告

诉村两委干部，接着又跑到山
里去劝说，但成香球说什么也
不肯下来。由于还要准备其他
人的午饭，朱贤菊只能拜托一
名村干部在山上守着，等到下
午老人的家属上山后，好说歹
说才将她转移到清溪村办公楼
予以安置。

解决好成香球的问题，朱
贤菊又为照顾村里 86 岁的瘫
痪老人金爷爷发愁。金爷爷瘫
痪不好移动，身上接了导尿管，
一直被安置在村祠堂里。眼看
着导尿管越接越满，不认识字

也没有经验的朱贤菊只能拔出
导管接头倒掉积液再接回去。金
爷爷口渴了想喝水要用吸管，朱
贤菊便匆忙回家拿外甥带回来
的有吸管的水杯给老人用。

每天，朱贤菊除了要为住在
她家里的十几个人烧好一日三
餐饭，还要端饭给金爷爷，一口
口给他喂完饭，其余时间才有空
做日常巡逻。8月5日，金爷爷的
家属上山，8月6日，专属医生也
来了。这时，朱贤菊才重重舒了
一口气，当晚还给医生安排了一
个通铺。

风雨里，她就是“好保姆”

在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家
里居住着 13 个邻居，加上赤
岸镇和村两委的干部，以及在
附近作业的施工人员，朱贤菊
每天要烧近 30 个人的饭菜。

“之前，施工队伍问我是否有
多余的饭菜，我就记在心里
了，每顿都会多准备一些。”朱
贤菊说。

作为一名 26 年党龄的老
党员，朱贤菊已到了含饴弄孙
的年纪，但用她自己的话说，总
是停不下来，放不下心。暑假
里，朱贤菊在女儿家帮忙照顾
外孙。台风来袭前，外孙刚好想

到山里玩，周末她就带着孩子
回到家，不料遇到山洪，接着就
忙开了。

烧柴火、涮锅下米、洗菜切
菜、翻炒炖煮……每顿饭，朱贤
菊至少要准备五六个菜，每个
菜都是满满一大盆。一周下来，
略显疲惫的她才接受村两委安
排的助手。“虽然朱贤菊只是一
名普通的老党员，但她做出来
的事总能让人感动。”清溪村党
支部书记成斌感慨地说。

据成斌介绍，在村庄规模
调整前，朱贤菊是盆塘自然村
的支委，她承包了村里环境卫

生整治、房前屋后巡逻、百姓日常
咨询服务等工作。疫情期间，朱贤
菊坚持在路口、办公室、隔离点值
班，村里检查出一例疑似病例以
后，她又包揽了承包点工作人员
和居家人员的一日三餐。深夜，为
了让村口值守人员安下心来，她
一天不落地为大家做夜宵。那一
阵子，她每天睡觉时间基本上只
有三四个小时。

朱贤菊瘦小的身体里蕴藏着
巨大的能量。在最关键的时候，她
总能践行入党时的初心，用自己平
凡无私的爱，为村民们搭起避风的
港湾。

关键时，她就是村里的“店小二”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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