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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州新语

我为大家守一天 大家为我守一年

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基石，而
群防群治则是筑牢这块基石的关
键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唯有激
活广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平安建
设，促使群众角色由“治理对象”向

“治理主体”转变，方能赋予平安建
设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参与主体要更多元。不要将群
众角色狭隘地限定为“信息员”或

“巡逻员”，也不要过度倚重退休人
员、社区工作者等既定群体，而应
致力于打破群众参与形式单调、覆
盖面狭窄的局面，广泛激发青年、
新市民等多元主体的活力。稠城街
道打造“快递小哥吹哨、综治中心
响应、单位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
新模式，让快递小哥等“两新群体”
成为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轻骑

兵”、社会治理前线的流动“哨兵”；上
溪镇“云溪嫂”平安志愿队伍重点在防
范化解婚姻家庭领域的风险隐患上发
挥力量；义乌外籍调解员发挥懂外语、
会贸易、讲信誉的特殊优势，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像这样分类动员的
机制，让不同群体找到了平安建设的
参与接口，构建起全民共治新格局。

从浅层参与到深度嵌入跃升。部
分地区的群防群治止步于治安巡逻、
矛盾调解等基础层面，未能深度嵌入

城市治理体系。新时代的群防群治要
向风险预防前端延伸，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到隐患排查中，成为风险隐患“哨
兵”；向专业领域渗透，发展应急救护、
网络安全等志愿队伍，与政府力量形
成有效互动；向数字空间拓展，搭建

“线上瞭望哨”，提升对新型风险的感
知能力。

平安建设没有“局外人”，只有充
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汇聚
起守护城市安全的强大合力。 夏言

平安建设没有“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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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文/供图

初春时节，义乌江畔梅花竞相绽
放，芬芳馥郁。江水碧波粼粼，清澈见
底，白鹭或栖于沙洲，或掠波而过。游
人络绎不绝，漫步江畔，赏花观景，欢
声笑语盈满岸堤。这美不胜收的景象，
正是我市幸福河湖建设成效斐然的生
动写照。

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美丽河湖的
“幸福密码”，不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如今，我市正致力于打造“全域幸福河
湖”，通过强化防洪体系、守护生态健
康、构筑宜居家园、融合智慧元素、激活
经济潜能，解锁幸福河湖的新篇章。

构筑城市坚固防洪屏障

近年来，我市以“上蓄、中疏、下
泄、强排”为总体策略，通过山洪调蓄、
河道整治、城市排涝等三大类工程建
设，全面提高了流域防洪标准和城市
排涝能力。特别是义乌江干流，已构建
起20年至50年一遇的分级防洪闭合
圈，为城市筑起了一道防护屏障。

在义乌江美丽城防河建设工程现
场，市水务局河湖中心工作人员吴建
平详细介绍道：“我们不仅对河道进行
了清淤疏浚，还加固了堤防，设置了防
洪墙和排涝泵站。同时，为了增强河道
的自净能力，我们还在河道两岸种植
了大量水生植物，构建了生态护坡。现
在，即使遇到大暴雨，也能确保河水迅
速排走，不再威胁城市安全。”

“2024—2025年间，我市全面提质
改造了河道堤防岸坡，大力推进美丽河
湖、河道提升等重点工程。”市水务局党
委委员兼河湖中心主任张剑峰介绍，至
2027年，我市全域幸福河湖将基本建
成，四级以上堤防的防洪达标率将达到
100%，城市内涝防治达标率也将提升至
97%。届时，义乌的河湖将成为城市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不仅保障着城市的安
全，也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激活水系的生态之魂

在义乌，水不仅是城市的生命线，
更是生态的灵魂。为了让城市内河“清
起来、活起来、美起来”，我市创新构建
了内河水系配送网络，利用污水处理
厂中水和义乌江原水，为城市内河提
供生态用水。

走近义乌江主城区段，只见河水
清澈见底，岸边绿树成荫，市民们在河
边散步、垂钓，享受着亲水生活的惬意
与乐趣。这条曾经因污染而臭气熏天
的内河，如今已焕然一新。

“我们通过‘引、提、净’等方式，将
处理后的中水和原水引入内河，激活
了水系。同时，我们还实施了‘长藤结
瓜’式的水系互联互通工程，让水库、
溪流、河道、池塘等水体相互连接，形
成了良好的生态循环。现在，这里的水
质已经达到了Ⅲ类以上，部分区域甚
至达到了Ⅱ类水质。”吴建平说道。

除了水质的提升，我市还注重
河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在河道整

治过程中，特意保留了部分自然岸线，
为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同时，还投
放了鱼苗、虾苗等，进一步丰富河湖的
生态体系。

目前，我市已累计激活全市 289 处
小微水体，为9条城市内河提供了生态
用水，总配水能力达44.5万吨/日。

在李祖村小微水体旁，村民方春卫
高兴地说：“以前这里是个臭水沟，现在
变成了清水塘。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来
这里散步、聊天，生活品质提高了不少。
而且，现在水里还有鱼有虾，感觉又回到
了小时候。”

此外，我市还打造了一系列亲水节
点和水美乡村，让市民和游客能够近距
离感受水的美。如八都溪水上夜肆，在灯
影摇曳、溪水轻吟中，让人沉醉于生活的
温馨与美好。这些丰富多彩的滨水文旅
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还吸
引了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

赋予河湖智慧的监管之眼

在水域治理中，智慧元素无处不在。
我市通过融合或新增1300个视频监控，
实现了全市水利设施全覆盖，并构建了

“义起智水”综合应用平台。
在“义水美丽”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

着全市河流、水库、山塘的视频画面。工
作人员通过平台可以实时监控水域动
态，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问题。比如，当
平台检测到某处水域、河湖岸线出现四
乱时，会立即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可以迅
速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和处理。

“我们利用这个平台，实现了水域的
动态监测、智能研判、风险预警和闭环处
置。现在，重要河湖域岸线的智慧监管率
达到了100%，为河湖管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而且，我们还通过大数据分
析，对河湖治理的效果进行评估和优化，
确保治理措施更加科学有效。”市水务局
河湖中心工作人员马露介绍。

除了智慧监管，我市还探索实践了
水域动态平衡和交易机制。通过归拢涉
水项目占补情况、水域遥感变化监测情
况等，实现对水域的动态更新。利用指标
申请与审核机制来保障水域占补平衡，
为浙江省水利数字化改革工作提供了

“一域创新，全省受益”的义乌经验。
在利民水库旁，管理员成应民说：

“现在有了智慧监管平台，我们工作轻松
多了。以前要天天巡库，现在坐在办公室
里就能看到水库的情况。一旦发现问题，
平台会及时预警，我们可以迅速处理。而
且，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我们还可以更
好地了解水库的运行状况，为水库的管
理和维护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我市还注重将河湖治理与文
化传承相结合。在八都溪等河湖周边，打
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和
民俗活动，如龙舟赛、民俗文化节等，让
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义
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可以预见，在义乌这片充满活力的
土地上，水域治理的“幸福密码”将不断
被解锁，书写出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新篇章。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实 习 生 吴思培

本报讯 昨日，1688 义乌
国际选品中心在义乌金融商务
区开业运营。

据了解，1688平台作为国
内最大的线上批发交易平台，
其义乌国际选品中心的成立，
标志着义乌与 1688 战略合作
进一步深化。该中心展厅面积
约5000平方米，仓储面积15万
平方米，配备百人展厅服务团
队与千人全平台运营团队，并
提供外贸翻译服务。启动运行
后，该中心将积极打造“义乌
品 全球选”区域公共品牌，进
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并充分

发挥 1688 产业带的数字化整
合能力，借助AI等技术手段重
构“人货场”，紧密与源头厂商
合作。

近年来，电子商务已成为
我市经济发展的金字招牌，对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优化结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我市
积极组织跨境电商万人培训
行动，举办电商人才节、全省
直播电商大赛总决赛等活动，
全年培训跨境电商人才4.8万
人次。同时，开展品牌出海行
动，推动义乌饰品、家居用品、
无缝针织等优势产业拓展国际
市场。2024 年，全市实现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到 4923.5 亿元，
同比增长11.3%。

1688义乌国际选品
中心开业运营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在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商贸之
城，平安建设如同一张无形的防护
网，默默守护着每一位市民的日常
生活。而这张网的编织者中，有一个
用声音传递安全、用行动诠释责任
的身影——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主播
逄皓。从业二十余载，他始终以专业
和热情投身平安宣传。从防溺水到
反诈，从交通安全到公共应急，他用
一场场专业严谨的报道，为平安义
乌建设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黄金救援只有五分钟，每一秒
都是生的希望！”2023 年金华市夏
季防溺水安全教育“云课堂”直播在
清波湖畔举行。现场烈日当头，逄皓
的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声音却始
终铿锵有力。从救援装备展示到水
上救生模拟演练，从急救技能教学
到互动问答，逄皓将专业救援知识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播吸引
了数万网友参与，成为一堂生动的

“云端生命教育课”。
“平安宣传不能喊口号，要让大

家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作为

资深主播，逄皓深知，传统说教式宣传
已难以满足当下需求。面对层出不穷
的诈骗手段，逄皓与警方联手，用真实
案例敲响警钟。“您收到过‘班主任’的
转账指令吗？第一反应该怎么办？”在
轨道交通秦塘站的暑期安全活动中，
他化身“安全导游”，带领学生乘坐轻
轨，引导孩子为孕妇让座，从细微处宣
传交通安全和文明礼让。在防暴演习
现场，他与特警一起讲解装备知识，模
拟事故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平安
建设的“硬核”力量……

从青涩新人到资深主播，逄皓见
证了平安义乌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从早期电视报道的单一形式，到如
今多形式运用短视频、新媒体直播开
展安全宣讲，义乌平安宣传始终紧跟

技术潮流。”而积极参与各类安全宣
传活动的他，也依靠过硬的专业技能
和正气亲切的形象，成为不少市民心
中“靠谱”的代名词。直播间里，常有
网友调侃：“看到逄老师，就知道这事
假不了！”

“平安是基础，没有平安，一切成
绩都是虚的。而平安宣传的每个字都
关乎生命，容不得半点马虎。”自2001
年进入媒体行业，他始终以“零重大
事故”的职业标准要求自己，每次开
播前反复确认每一个专业术语、每一
组救援数据。这份较真，让他创下工
作二十多年播出零事故纪录。接下
来，逄皓希望通过加入无人机、AI 机
械狗等科技元素，让安全宣传报道更
直观、更具冲击力。

倾心宣传助力“大平安”
——记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主播逄皓

▢ 全媒体记者 王怿杰

本报讯 近日，城投集团面
向全国发起松鼠主题漫画与创
意设计大赛，旨在通过创意设
计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松鼠 IP
形象，助力植物园文化传播。

参赛者可围绕“松鼠”主
题，展示植物园松鼠的文化内
涵，注入新思想、新风尚、新潮
流，符合幽默、奇趣、乖萌、创意
等特点，内容健康、主题鲜明、
构思新颖，文字精练。创作包含
卡通漫画、IP 形象、插画等多
元化作品，可融入义乌地域文
化元素，作品须具备衍生开发
潜力。特别鼓励手绘、数字绘
画、剪纸等传统与创新结合的
表现形式，AI作品谢绝参与。

大赛设置漫画与 IP 形象

双赛道，接受单幅、四格、条漫
等多种呈现方式。手绘作品尺
寸 不 小 于 A3 规 格 ，不 大 于
90cm×90cm。电子作品要求分
辨率不小于300dpi，jpg格式，图
片不小于2MB，不大于10MB。
参赛者请将作品电子稿发至收
稿邮箱：30659692@qq.com，邮
件文件名为“松鼠大赛+作品
标题+姓名”，并在邮件中附上
本人姓名（以身份证为准）、作
品标题、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
话及微信号等内容，不超过
300 字的作品解读说明。截稿
日期为4月30日。

据了解，此次活动获世界
漫画家联盟中国联盟、浙广传
媒等十余家专业机构支持，优
胜作品将应用于植物园文创产
品开发及品牌宣传。

松鼠主题漫画与创意
设计大赛开始啦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我市启动
2025 年健康科普十大行动暨
世界口腔健康日活动，并同步
开启“小小口腔健康推广大使”
系列活动。

3月20日是世界口腔健康
日，今年主题为“口腔健康 身
心健康”。在活动主会场小玩国
幼儿园内，市口腔医院相关负
责人宣布启动“21 天刷牙打
卡”计划。现场通过情景剧表
演、互动问答、角色扮演等形
式，医护人员向孩子们普及科
学护牙知识，引导大家养成健
康习惯。

为深入推进健康知识普及
行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市卫健局在 2025 年开展健康
科普十大行动，主要内容为妇
女健康科普行动、儿童健康科
普行动、老龄健康科普行动、心
理健康科普行动、口腔健康科
普行动、中医健康科普行动、职
业健康科普行动、急救健康科
普行动、慢病健康科普行动和
传染病健康科普行动。

“以‘预防为主、科普先
行’为原则，通过开展十大行
动，进一步建立政府重视、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良好健
康科普氛围。”市卫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推动健康知识
普及、健康行为养成和健康
服务优化，全面提升健康素
养 水 平 ，共 同 打 造“ 健 康 义
乌”的亮丽名片。

2025年健康科普
十大行动昨启动

碧水安澜润民生碧水安澜润民生
我市持续探索美丽河湖的我市持续探索美丽河湖的““幸福密码幸福密码””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昨日，市政协组
织教文卫体与文史委部分委
员，围绕“推进中医药文化出
海”主题，与有关部门进行民
主协商。

委员们来到市中医医院，
先后视察了朱丹溪中医药文化
展示阵地、医院门诊、治未病中
心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调
研、现场交流等方式，了解我市
中医药文化建设情况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听取
了市委宣传部、卫健局、文广旅
体局、外事办等部门，关于我市
高水平推进中医药文化出海工
作情况通报，并围绕中医药文
化出海工作方案，对强化资源
要素保障力、强化文化品牌塑
造力、强化国际传播辐射力等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据悉，我市
将从建设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宣

传阵地、成立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传播中心、组建中医药专家
学者团队开展国际交流、开展
中医药文化国际体验活动等方
面着手，推动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出海。

会议指出，朱丹溪中医药
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
产，也是我市独特的城市名片。
要做好顶层设计，面向外国人
群体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活
动，依托义乌“一带一路”国际
传播中心，向世界讲好朱丹溪
故事。要加强部门协作，增强工
作主动性，与高校、科研院所紧
密携手，整合学术资源，提升文
化内涵的国际解读力。要强化
阵地建设，谋划西门老街丹溪药
局、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心
等建设，打造特色品牌。要举办
中医国际集市，开展系列朱丹溪
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打造品质
文化生活圈，为传承和发展中
医药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市政协对口协商
“中医药文化出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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