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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八都水库引水渡槽（苏溪
镇前街段）改造项目主体工程顺利
完工，1月24日下午1时，八都水库
恢复往城区供水。

据悉，八都水库引水渡槽于
1998年建成通水。为提升义乌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
整体交通条件，根据规划，镇前街从
八都水库引水渡槽下方穿行而过，
连接苏溪镇区与经开区，主车道总
宽22米，建有双向6车道。原渡槽下
方排架之间宽度为12米，无法满足
镇前街下穿施工需求，从而会影响

经开区的规划发展。
去年 8 月，经开区、苏溪镇政

府、水务集团等部门共同协商，决定
对八都水库引水渡槽镇前街段进行
改造，该工程于去年 8 月份正式立
项，10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由水
务集团水资源公司负责实施。根据
设计，需拆除原有7节渡槽，新建3
座槽墩，铺设跨幅为20米、25米、20
米的三根预应力箱梁，并在箱梁上
吊装预制槽身。水务集团水资源公
司副总经理赵亮介绍：“像这样由水
利与路桥相结合的工程之前并没有

接触过，再加上施工地块地质条件较
为恶劣，给施工管理方面带来了较大
的挑战。”

为不耽误道路建设进度，水务集
团成立工作专班，工程管理人员全程
驻点，紧盯重要节点，倒排工程计划，
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同时，联合经开
区、苏溪镇等部门多次召开现场推进
会，召集各参建单位及专家对拆除、吊
装方案进行多轮论证，组织参建各方
在开挖、浇筑、预制、吊装前进行多轮
演练，确保工程施工安全。水资源公司
董事长傅信党告诉记者：“八都水库引

水渡槽是八都水库向城区供水的重要
通道，工程开工后，就要暂停八都水库
向城区的供水，调用其他水源保障供
水，早一天完工就能尽早缓解其他水
源地的供水压力，为城区用水增添多
一重‘保险’。”

历时 3 个月，八都水库引水渡槽
（苏溪镇前街段）主体工程于1月20日
顺利完工，并于1月24日恢复八都水
库原水输送，保障全市原水供应安全
顺畅。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文/摄

八都水库引水渡槽改造项目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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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文/图

本报讯 今日，我市两个核酸检
测基地、三辆移动核酸检测车正式
启用。这意味着我市自身核酸检测
能力从原来的日检测7.2万管提升
到最新的24.6万管，即以10:1混采
达 246 万人次，日检测能力足足提
升2倍。

此 次 启 用 的 两 个 核 酸 检 测
基地，位于稠江街道高新路 10 号
高创园的 8 号楼和 9 号楼，其中
一个日检测能力 10 万管核酸检
测基地由浙大四院负责建设，另
一个 5 万管核酸检测基地由义乌
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建设。此外，
由义乌市中医医院负责管理的
三辆移动核酸检测车也于今日

全部到位。
两个核酸检测基地均严格按照生

物安全防护二级（P2）实验室要求设
计，设有专门的样本核收、样本信息
录入、高压灭菌、样本暂存及清洗
消毒区域。基地内有南北侧共两套
完整的 PCR 实验室，内设独立的试
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以及配套的基
因扩增区，可用于两套检测体系，满

足双检需求。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能力，除了今天启用
的，我市还将陆续启用两个 5 万管
核酸检测基地。届时，全市自身核
酸 能 力 检 测 能 力 将 达 到 每 日 34.6
万管，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强有力的检测力量
保障。

日检测能力迅速提升

我市多个核酸检测基地今日启用

浙大四院负责建设的核酸检测基地。 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建设的核酸检测基地。

近日北京、上海等地报告多例
新冠阳性感染者。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为科学精准防控疫情，严防疫
情输入，现就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提
示如下：

一、14 天内有北京丰台区、上
海奉贤区奉城镇旅居史的人员应暂
缓来义返义。

二、1 月 10 日以来有丰台区南
苑街道南庭新苑北区、玉泉营街道

亿朋苑一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
“14+7”健康管理措施，即14天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观察。
对有丰台区（以上地区除外）旅居史
的人员实施“2+14”健康管理措施。

三、1 月 20 日以来有上海奉贤
区奉城镇幸福村 8 组旅居史的人
员实施“14+7”健康管理措施，即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
健康观察。对有奉贤区奉城镇（以

上地区除外）旅居史的人员实施“2+
14”健康管理措施。

四、计划近期自省外来义返义的
人员请主动通过“义乌防疫”二维码进
行自主申报，并第一时间向所在村（社
区）、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备，配合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

义乌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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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
文表彰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我市种粮大户冯泽
宝光荣入选，获得“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称号。

冯泽宝从普通农民到科技追
梦人，从种植普通稻米到生产富
硒稻米、有机稻米……他的经历，
见证了义乌改革开放，也成了改
革开放的受益者。

1998 年，冯泽宝承包了 286
亩责任田种粮，2000年开始了走
农业企业化发展道路，创办了义
乌市义宝农庄，注册了“义宝”牌
商标。从 2003 年开始，冯泽宝积
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先后
在吉林省延吉市、黑龙江省虎林
市八五八农场建立了1.7万亩东
北富硒稻米、有机稻米基地。这些
年，冯泽宝每年要从省外基地调
运优质稻米5800吨，在一定程度

满足了义乌市优质稻米的消费需
求，年供应优质商品大米 6500
吨，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的充分肯定。

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
带动作用，冯泽宝采用“企业－基
地－农户”的组织形式，建立和发
展无公害优质富硒稻米基地，为农
户做好生产全程服务。2021年为
农户提供机耕、机插、机收服务面
积8400多亩，为农户提供秧苗8600
多亩，为农户烘干稻谷1.8万吨。社
会化服务范围覆盖义乌市5个镇街
及金东区3个乡镇，服务面积达2.8
万亩，服务农户3600多户。

经过20年发展，从最初的单
一粮食种植，到集稻米生产、加工
和销售一条龙服务；从外出建立
生产基地，到向产业链的上游环
节延伸；从保证良种科研、绿色种
植到收获贮藏、封闭加工全程绿
色、有机，这些年来，冯泽宝在稻
米产业化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

从普通农民到科技追梦人

冯泽宝获评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 讯 员 朱扬波 文/摄

近日，记者来到大陈镇楂林
一村，村里不时传来阵阵轰鸣声，
挖掘机挥舞着大臂有序进行房屋
拆除工作。

据悉，楂林一村是大陈镇楂
林区域的第一大村，共有村民
1281 人。由于地处大陈镇老镇
区，楂林一村村内的基础设施破
旧，发展空间受限，很多村民都期
盼着早日进行有机更新、早日住
进新房。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为
了满足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楂林一村成了义乌市84.5号
新政首批试点村之一。

对此，大陈镇成立了楂林一村
有机更新工作专班，入家入户开展
政策宣讲和动员发动工作，积极协

助拆迁户进行协议签署，按照腾空
一批拆除一批的方式开展工作。
2021年以来，为保障全体村民利
益，帮助广大村民早日住进新房，楂
林一村有机更新工作专班决定加
快有机更新工作进度，成立攻坚队
伍，对遗留问题进行专题攻克。大
陈镇镇干部与村两委干部通力配
合，召开专题会，多次上门做工作，
于今年初启动新一轮拆除工作。

“短短1周多的时间，我们已
经完成了22处房屋的拆除工作，
有序推动有机更新工作进程。接
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工作，并将
每日腾空及拆除情况做好公示。”
大陈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等旧房
全部拆除后，楂林一村将按照既
定规划进行审批安置，全力推进
有机更新工作，早日实现老镇区
的涅槃重生，推动美丽城镇建设。

大陈镇楂林一村
启动新一轮拆除工作

1月21日，市实验小学小白鸽
中队的队员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
领下，前往大陈镇探古问今寻年味。

队员们在勾嵊山听研学老师
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后又到大陈宣德里十八间，悠学
悠游农耕文化传承馆。在老师的
帮助下，队员们还学会了剪过年
窗花，收获满满。

通讯员 王俊 摄

“小白鸽”探古问今寻年味

1月24日下午，上海举行疫情
防控工作第 111 场新闻发布会，邀
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市
民政局副局长曾群，上海机场集
团副总裁赵海波，上海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孙晓冬介绍上海疫情防控最
新情况。

邬惊雷表示，从目前来看，上海
无论从医护力量配备、场所力量配
备以及物资装备的配备，目前都是
充足的，请上海市民们放心。

春节马上要到了，有星星相伴
的春节，上海人该怎么过？

在会上，邬惊雷这样建议：
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建议对上

海市民来讲“非必要不离沪、非必要
不出境”，鼓励大家在上海过春节，
尽量减少人员的流动。出行时，做好
个人防护、手部消毒等，开展每日自
主健康监测。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
暂缓来沪返沪，待所在地区风险等
级降至低风险后方可来沪返沪。

所有已抵沪的来自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在抵沪后尽
快且 12 小时之内，向所在居村委
和单位（或宾馆）报告。将根据其出
发地和途经地疫情风险等级实施
分类管理。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

风险地区或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
管理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
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实行4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第1、4、7、14
天）。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
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行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第1、14天）。

上海“14+7”新规加码，1 月 25
日零时起施行，至3月31日24时止。

曾群介绍，本市进一步完善入
境人员解除14天集中隔离后的7天
健康监测管理服务。

入境目的地为本市的人员，在
解除14天集中隔离后，如在本市有
固定居住地且满足居家健康监测条
件（“一人一户”或“一家一户”）的，
落实7天居家健康监测。其间，居家
健康监测人员及同住人“非必要不
外出”。因生病就医等特殊情况确需
外出的，安排专用车辆闭环转送。

入境目的地为本市、但无固定
居住地或不满足居家健康监测条
件，或入境目的地为外省市但需在
沪停留的人员，在解除14天集中隔
离后，入住指定健康监测酒店落实
7 天健康监测，“一人一间（套）”或

“一家一间（套）”。其间原则上不得
离开房间，由酒店提供餐食、外卖、
包裹等转送服务。因生病就医等特

殊情况确需外出的，安排专用车辆闭
环转送。

入境人员解除 14 天集中隔离健
康观察时，由专用车辆闭环转送至居
家健康监测地或指定健康监测酒店。
严格落实每日早晚2次体温监测和个
人健康状况监测。在健康监测的第 2
天、第7天，由专用车辆闭环转送至指
定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或由医务
人员上门采样。相关人员如健康监测
期满，且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无新冠
肺炎相关临床症状，由所在社区或指
定酒店解除健康监测。

健康监测期间，入境人员及同住
人如未履行相应义务或违反规定，造
成疫情传播风险的，将依法依规采取
惩戒措施，严肃追责。

说到防疫，“防疫三件套”“防护五
还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上海最新提
出的“防疫四部曲”是什么？

孙晓冬表示，市民要坚持做好“防
疫四部曲”，两年以来市民时刻保持防
护意识，做好防护工作被证明是非常
有效的。

具体来看：
一个“要加强”
加强个人防护，时刻保持防护意

识，继续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一米线”等防护措施。符合接种条
件的市民朋友，要积极全程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已全程接种满 6 个月的人
员，及时接种加强针。

两个“非必要”
非必要不出沪，非必要不举办年

会活动。除返乡探亲、必要公务等以
外，非必要不离沪，旅途当中人群大量
流动聚集，难免有风险。出行时，做好
个人防护、手部消毒等，开展每日自主
健康监测。减少非必要的聚集聚会，聚
餐时控制人数。

三个“需主动”
主动报告、主动检测、主动就诊。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沪人员要提前主动
向所在社区（村）、单位、宾馆报备，主
动进行核酸检测，配合完成隔离管控
等疫情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等
不适症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及
时就近选择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
知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四个“应注意”
乘坐交通工具、电梯时注意规范

佩戴口罩；办公场所内注意开窗通风，
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长；快递收
取注意清洗双手，推荐通过快递柜或
无接触方式收取快递；冬日出行注意
防寒保暖，儿童、老人等重点人群适当
增添衣物，管好口鼻防感冒。

每一个人都要牢记“防疫四部
曲”，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平安健康迎
接新年！ 据《新民晚报》

上海14＋7规定加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