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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玫瑰园
开出“致富花”

今年初，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新峰村的村

民通过众筹的方式，建成并对外开放了占地面积

200多亩的乡村玫瑰园。这里的玫瑰品种达100

多种，通过开发玫瑰花盆栽、玫瑰花茶、玫瑰露等

玫瑰产品，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图

为5月7日无人机空中俯瞰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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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石天星

本报讯 一座430平方米的报史馆，

浓缩浙江日报70年光辉历史，也折射出浙

江70年的斗转星移和时代变迁。5月7日

晨，正值《浙江日报》创刊70周年到来之

际，以“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为主题的浙

江日报报史馆正式开馆。中宣部副部长孙

志军，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国贤和各

界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1949年5月9日，在杭州众安桥的那幢

小楼内，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正

式创刊。70年后，在杭州体育场路178号

的浙报大院内，一座既体现新闻事业传承、

又凸显时代发展进步的报史馆全新亮相，

以展板、实物、多媒体等方式，让观者走进浙

江新闻史和社会发展史的时光隧道。

馆内的实物陈列中，有早期排版用的

铅字盒、铅字、排版尺，报社的第一台电脑、

网站服务器、核心交换机等等……生产工

具见证了新闻事业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

与网的更新换代和发展轨迹。透过展板和

展品，我们能感受到新闻事业对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所起到的记录、互动、推动作用，

也能对《浙江日报》坚持全党办报、始终贴

近群众的新闻思想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是一座荣誉馆，记录着党和国家领

导人以及历届省委领导对《浙江日报》的关

怀、鼓励和期待，镌刻着代代浙报人用青春

和热血书写党的新闻事业的华丽篇章；这

是一台时光机，展示在馆内的数百件优秀

新闻代表作品和历史老照片，清晰还原了

诞生于炮火中的《浙江日报》从一张报纸发

展壮大成为全国一流省级党报集团的历

程；这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教育基地，激励

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浙报新人践行“四力”，

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滋养

民众情怀。

报史馆承载着老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也是打造新时代一流传媒集团的接力点。

浙报人将始终牢记嘱托，履行使命，以改革

促融合，以融合拓阵地，牢牢占据着舆论引

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

制高点。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施聚庆

本报讯 5月7日上午，台州在仙居县

城关镇浮石园码头，举行了全市2019年

“守牢塘河、呵护生命”预防溺水全民行动

启动仪式，进一步构筑全民参与的安全防

护防线。

防溺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

项民心工程。2017年6月开始，台州市公

安局便将防溺水工作纳入重点工作，尽最

大可能减少溺水亡人事故的发生。据了

解，台州已经实现了溺水亡人事故数断崖

式下降——2017年、2018年全市溺水事

故死亡人数，比2016年分别下降51.3%、

89.5%，共挽救了107条生命。

如此断崖式下降是如何实现的？台州

公安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全力开展防溺水

工作，重点做好宣传教育、排查隐患、监督

管理和应急救援等工作。

仙居白塔镇号称“野泳圣地”，从淡竹

原始森林到圳口村，20公里路边上有23

个“游泳场”。为此，当地派出所民警经常

琢磨怎么“防”。警示牌竖起来，水深标尺

亮起来，小喇叭响起来，监控转起来……仙

居的这些防溺水经验都被台州推广开来。

还有民警在走访中，从村民处得知各

种隐患线索：部分溺水事故与非法采砂产

生的深坑暗潭有关；高山水库吸引了不少

游客下水游泳……于是，一场除隐患的硬

仗打响了——对饮用水源地采取封闭式改

造，杜绝人员私自下水；对人为造成的深

坑、废旧采石场等危险水域，采取回填或封

闭等方式进行改造；在群众游泳聚集的开

放性水域，设置警示爆闪灯，添置救援装

备等。

涉水区域的安全篱笆扎好了，群众心

理上的安全篱笆又该如何扎紧呢？台州市

两级公安机关治安民警们坐在一起“头脑

风暴”了一次又一次，还请来了“文学大咖”

助力。在经历多次打磨后，一封动人的“致

家长”公开信出炉了。随后，针对班主任、

学生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3封公开

信也写出来了，98万份公开信被散发到

各地。

与此同时，台州常态开展防溺水安全

教育和溺水事故基本急救、自救培训；组织

防溺水每月主题宣传；向进入各风景区和

重点水域的人员发送防溺水短信提醒，并

做好相关水域、区域及民宿的防溺水警示

工作。

仙居猎鹰救援队队长张李飞是当地有

名的户外救援达人，去年夏天他和队员们

接到了一项新任务：游泳高峰期，每隔2小

时在各水域安排1组救援人员巡逻，遇到

有人溺水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据悉，台

州已有17个民间救援组织加入到这场行

动中来，如果发生溺水事故，一套整合公

安、卫生、民间组织等力量的联动机制就会

启动，确保高效救援。

此外，由乡镇（街道）干部、村居干部、

综治网格员、派出所民警、中小学教师等

力量组成的巡逻队伍，也定期开展危险水

域巡查，做好排查隐患、群众劝阻、安全提

醒等工作，有力遏制了溺亡事故高发

势头。

多管齐下，让台州的溺水悲剧越来越

少。7日的启动仪式上，还打出了全民行

动的“组合拳”——全域巡查，向隐患宣

战，强化发生过溺水事故水域的风险防

控；全力救援，跟时间赛跑，紧盯“黄金五

分钟”，依托派出所、医疗机构、专业救援

队等力量，健全等级响应、重点驻守、应急

联动等机制；全民行动、全民参与，围绕

“暑期、学生、外来务工人员”这3个关键，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防溺水

工作体系。

接下去，台州各部门将形成工作合力，

守土尽责，严格落实重点水域领导包干、溺

水事故领导到场等制度，构筑预防溺水事

故的铜墙铁壁，力争把溺水事故概率降

到零。

浙江日报报史馆7日开馆

推动社会进步，我们一直在路上

把溺水事故概率降到零
台州2019年“守牢塘河、呵护生命”预防溺水全民行动启动

浙大一保安倒地
胸口插着一把刀
行凶者是个外卖小哥，
什么仇什么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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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跑趟乡政府
就能办成“一串事”
衢州努力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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