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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堵”的话题，近日再次进入
公众眼中。

先是10月20日，国内外专家齐
聚杭州进行“头脑风暴”，研究治堵
良策，提出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想
法，遭到网友轮番“炮轰”；再是 24
日晚，杭州市“公述民评”问政治堵，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民意代表面
前现场表态。

景区单双号、工作日限行、外地
车限牌、300 米严管、设公交专用
道、停车费涨价⋯⋯近年来，杭州为
治堵，可算是想尽办法、用尽招数，
但群众的抱怨却丝毫没有减少。

有意思的是，这一项项招数，刚
推出时往往“颇为灵验”，但时间一
长，效果就会减弱。用中医的话说，
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只在表面下
功夫，根源问题没解决，短期疗效一
过，病症照旧显现。

那么，杭州拥堵的“本”是什
么？我们可以先问几个问题。

规划合理吗？城市交通拥堵的
根源里，规划是绕不开的因素。在杭
州，大医院、大超市、大商场，以及各
种中小学校在市区扎堆，而市民的集
中居住区则分散在城市周边，每天早

晚高峰，上演的正是“迁徙式”的人
流、车流转移，拥堵几乎是必然的。

路网通畅吗？让人流、车流迅
速流动起来，这是“交通”的本意。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全路网
通畅起来，而不是让车流仅仅在主
干道上扎堆。杭州的现实是，城区
范围内仍然存在不少断头路，交通
结点不少；大量的支小路被停车位
占据，难以承担车辆有效通行的功
能，形同虚设；经常调整的交通指示
牌、不断增加的单行线，一定程度上
也对交通流形成了迟滞作用。

公交便捷吗？通过提高公交分
担率来解决拥堵，是公认的治堵良
方。杭州实行的工作日限行、公交
专用道、停车费涨价，都有提倡公交
出行的意图在里面。动机是好的，
为何收效不大？根源还是公交不够
便捷。在公共交通没有足够壮大
前，一味通过限制和涨价等手段来
遏制需求，结果并不理想。

城市的道路，不是一两天就堵
成这样的，我们也不奢望杭州治堵
短期就能立竿见影。但是，在服用

“速效药”的同时，我们更希望城市
建设者和管理者，多用些“固本强
基”的药，只有补足了“元气”，“顽
疾”才不会反复发作。

治堵，要多“固本强基”

本报杭州 10月 27日讯 （记者
戴睿云 通讯员 郑斌 潘晶晶） 在
皇亲苑一带做保洁的环卫工辛学金
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妻子搬离住了
12 年的皇亲苑社区地下室。过去
的一个月，随着由天水街道、下城区
人民调委会等组成的综合整治现场
调解工作组的进驻，下城区天水街
道皇亲苑社区里，“蜗居”地下室的
租客，截至今天已搬空 56 间，占总
数的一半多。

皇亲苑社区是1997年的回迁房，
其地下室产权复杂，有的为开发商所
有，有的被回迁户强占，有的属于私
人业主，整治地下室乱象，一直是老
大难问题。这次整治以前，皇亲苑社
区15幢居民楼中，共有9幢106间地
下室陆续被改变性质挪作他用，居住
着134人，其中95%为收入较低的外
来务工人员，以环卫工人为主。

在杂乱分割、逼仄黑暗的地下
室，借着手电筒灯光，随处可以看见
裸露的电线、随意堆放的杂物、破旧
的灶台，还有晾在玻璃绳上潮湿的
衣物⋯⋯“地下室用电都是从外面
接入，电线乱拉情况普遍，且很多电
线都已老化，一旦发生火警，光靠现
在的逃生通道，后果不敢想象。”下
城区消防部门负责人说。近年来，
附近居民相关信访投诉达 17 次，各
类反映上百次，期待地下室整治的
愿望非常强烈。

“皇亲苑地下室的难题能突破，
得益于我们坚持依法治理和有情操
作相结合。特别是引入第三方人民
调解力量——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

会，让地下室整治得到了百姓理解。”
天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秀清说。

短短一个月时间，辛学金已经
和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李德
成成了好朋友。李德成频频候着辛
师傅下班后，到地下室和他沟通。

“李主任和我解释，法规规定地下室
不能住人，长期住在地下室会对身
体有不利影响，万一起火还没办法
逃生。现在想想也是这样。讲到后
来，我觉得不搬也不行了。”辛学金
说。从山东来杭州打工的老辛，现
在把女儿、女婿、外孙女也接到了杭
州。昨天他搬进了环北新村的居民
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些兄
弟姐妹住在地下室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必须沟通、沟通、再沟通，体谅
他们的困难，与政府沟通反映、帮助
解决困难，但也要守住法律的底
线。”李德成说。

过去 30 天，李德成等 8 人组成
的人民调解工作组，在区政府、街道
和相关部门的指导、配合下，天天走
进地下室“住客”的家中，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根据“住客”们的作息时
间，他们大都选择16时到21时之间
入户做工作，赢得“住客”的信任。

65 岁的陈金花是地下室“住
客”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不到 10
平方米的地下室，是她和老伴生活
了 16 个年头的家。“知道这里要整
治后，我整晚都睡不着觉，搬走后我
们要住哪里？李主任都是义务在做

调解工作，非常体谅我的处境，还承
诺帮我联系过渡用房。我这下不会
睡不着觉了。”陈金花说，等到过渡
房找到了，她和老伴就搬，2018 年
她申请的经济适用房也要拿到了，
幸福的晚年有了盼头。

“调解员讲一句，比我们讲十句
都强。因为调解员是民间的，为我
们和群众之间搭设了沟通的第三方
桥梁。”负责整治工作的下城区领导
介绍说，皇亲苑地下室蜗居问题，是
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要依法治
理、和谐推进。近一个月来，机关干
部也利用双休日和晚上休息时间入
户做工作。地下室乱象的整治还讲
究疏堵结合，该硬的地方要维护法
律的刚性——比如“假房东”，直接
由公安部门立案查处；无证无照的
经营户，则由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
门依法查处，限期关闭。

为了地下室整治工作更加公开
透明，得到群众的理解，街道还在社
区入口处摆放了法制宣传展板和整
治进度表。根据计划，地下室“住客”
不仅要清退一批、分流一批，还要救
助一批，对于特别困难的群众，要根
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政策实施救助。

皇亲苑地下室“住客”搬迁工
作，将在 12 月 15 日前完成，并在明
年6月前完成地下室所有整治工作，
包括依法依规恢复原来的规划功能
和使用性质，并对地下室如何使用
制定合理方案。“老小区的地下室以
前以自行车库为主，不能做停车使
用。今后怎么用，也想请居民群众、
社会各界出出点子。”王秀清说。

下城调解团队突破消防老大难——

“蜗居客”告别地下室

李德成频频来到地下室和陈金花讲法谈心，成了陈金花的知心朋友.。戴睿云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
委报道组 朱立奇 通讯员 唐静）走
在吴兴区织里镇伍浦村，美人蕉在道
路两旁摇曳，垂直相交的河道里碧波
荡漾，岸边杨柳依依。阿婆拿着竹筐
在河里淘米洗菜，水中的游鱼偶尔泛
出水面，夕阳映在挑着扁担从河里取
水浇地的农妇身上，一派水乡风光。

很难想象，一年前这里还是“水
草漫天长，苍蝇到处飞，河里铺满垃
圾”。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织里镇伍
浦村 20 队的村民盛红良连连摇头，

“我就住在河边上，臭味儿躲都躲不
掉，平时窗户都不能开！”

随后，通过治理，河道平整了，
垃圾也清理了，可水草却除不尽。
伍浦村位于吴兴区织里镇东北部，
北滨太湖。村内河道由 4 条大港组
成，纵横交错。每到春季，太湖水倒
灌，将大量的水草种子留在了内
港。蓬勃生长的水草，治理起来相
当困难，成了伍浦村村民的心病。

“去年一年，村里仅打捞水草就
投入100多名壮劳力、近7万元人工
费。”伍浦村村书记叶根林说。那时
候 20 个生产队分片包干进行清理，
每个生产队一个月就要清理好几

次，一次清理好几吨，但是水草却清
理了又长，难度大，效果差。

就在全村人一筹莫展时，村支
书叶根林心里有了主意。叶根林曾
经养过3年的毛脚蟹，当时养蟹的时
候，要在水里种下各种水草，给螃蟹
做食物。望着河道里滋长的水草，
叶根林心想“为什么不放些螃蟹、鱼
之类的到河里，把水草吃掉呢？”

请螃蟹、草鱼、鲢鱼来治水？听
起来有些天方夜谭，村民们心里也
犯起嘀咕，“鱼苗蟹苗都要成本，万

一‘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怎么
办？”“这法子以前谁也没听过，不要
没治成水，还糟蹋了集体财产⋯⋯”

面对着村民的质疑，叶根林娓
娓道来：“螃蟹吃草，鱼也吃草，螃蟹
用钳子夹断水草吃根部，草鱼吃水
草上部，剩下的蓝藻就是鲢鱼的大
餐了，去年的投入大家也看到了，出
力费钱不讨好，我们姑且尝试下，万
一成功了呢！”

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在少部
分人的支持下，叶根林请来了“鱼兵

蟹将”。今年 2 月，伍浦村投入了近
两万元，买来约 1000 尾草鱼鱼苗、
2000 尾鲢鱼鱼苗、6 万尾蟹苗和渔
网等配套设施，安装好渔网后，把鱼
苗、蟹苗投放到了村里长达 7 公里
的河道中。果然，这些“鱼兵蟹将”
竟成了靠谱的“清道夫”。

“五六月的时候，成效就非常明
显了，河道里的水草明显减少，这些
鱼、蟹把水草的嫩芽都吃掉了。”叶
根林说，“现在河道就雇了 1 名保洁
员，一个月工作 10 天，河道里干净
得很，节省了多少劳力啊！”

秋风起，蟹脚痒，进入 10 月，
清澈的河水里，螃蟹成熟了。村里
组织人力打捞螃蟹，早上捕上来，到
中午就卖完了，“鱼还没捞，螃蟹已
经捞了两万多只，年初的投入已经
回本了。”叶根林说。

望着清澈的河水、肥嘟嘟的螃
蟹、水中的游鱼，伍浦村泥桥头自然
村的生产队队长舒根荣竖起了大拇
指，“治了河，省了力，还有收成，简
直一箭三雕！”夕阳西下，暖黄色的
晚霞映衬在河水里，岸边的绿柳迎
风招展，形成一幅“水天向晚碧沉
沉，树影霞光重叠生”的画卷。

吴兴区织里镇妙法除水草

“鱼兵蟹将”能治水

10 月 27 日，嵊州市
残联和社保局联合主办
了该市首个残疾人小笼
包子制作班，为 48 位残
疾人免费培训小笼包制
作技能。通过为期一周
的专业技能培训，学员们
都掌握了小笼包制作技
能。据悉，嵊州市在全国
各地经营小笼包子的有
5万余人，每年产值在 50
亿元以上，是当地农民的
致富产业之一。

张亮宗 摄

残疾人学做小笼包残疾人学做小笼包

本报杭州 10月 27日讯 （记者
马悦）如何应对子女以无业为借口
继续“啃老”？今天，记者从杭州市人
大常委会获悉，杭州市政府已将《杭
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草案）》

（以下简称《规定（草案）》）提请市人
大进行审议。

《规定（草案）》明确了赡养人不
得以放弃继承权、老年人离婚或者
再婚等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
赡养义务。同时，规定还细化了对
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内容。赡养
人应当在经济上供养老年人，及时

支付应当负担的医疗费、护理费和
生活费。赡养人不能亲自照料老
人，可按照老人意愿，委托他人或养
老机构等照料，并支付所有费用。
赡养人还应尊重老人生活方式，关
心老人身心健康，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分开居住的老人。

对老年人的财产权，《规定（草
案）》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
女，不得以无业等理由要求“啃老”。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以老年人的名义
向有关部门、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所有
权、房屋使用权、申请办理户籍迁移、
公证等手续时，有关部门、机构应当
核实老年人的真实意愿。

杭州 立法拒绝子女啃老

本报金华 10月 27日电 （记者
徐贤飞 通讯员 胡国成） 金华“跨
境通”通关量迅速增长。截至目前，
海关日通关量已突破 2 万票。10 月
24日，达到了20473票。

金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海关属
地监管通关业务，是今年7月1日正
式运行的。作为国家级跨境贸易电
商服务试点，“国字号”跨境电商平台
落户金华金义都市新区，大大方便金
华乃至整个浙江中西部的电商企业。

自开通之初，“跨境通”的日通

关量仅每日279票，到9月底突破每
日 1 万票后，10 月又实现爆发性增
长。到 10 月 24 日，首次突破了 2 万
票，达到日通关量 20473 票。通关
业务量在全国 30 余个试点城市中
排名第一。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
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
的一种国际商业行为。金华是继杭
州、宁波之后，我省又一个可以开展
此项业务的地区。

金华 跨境通关突破两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金春华 通
讯员 刘永善 刘伟林） 近日，龙泉
市查田镇石隆村 60 周岁以上的 173
位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份 50 元的“红包”、一场文艺演
出。这份礼物，是该村 81 岁的退休
教师李文自掏腰包捐助的。

李文是查田镇石隆村走出来的
第一位大学生。今年初，省吃俭用
的他决定拿出部分退休工资，建立
个人基金会，用于帮助石隆村的老
人。为此，他还制定了基金会章程：
从 2014 年开始至 2034 年，凡该村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享受资

助；村里的老人高龄死亡，还将发放
一次性补助1000元。

“今天，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很开心。”李文说，他每月退休工资
4000 多元，日常开销也很少，把退
休工资拿点出来帮助村里的老人，
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活不到
101岁，就由子女继续办下去。”

李文的行为，感动了在场村民。
“我出 100！”“我出 1000！”许多村民
现场纷纷出资加入基金会，一下子筹
到了 5000 多元。连日来，还有许多
在外务工的村民打电话给李文认捐；
到27日，认捐额已经达到近2万元。

龙泉 退休教师基金助老

连日来，宁波大学信息学院“电脑节”志愿小分队在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顺隆社区，
通过集体讲授和实际操作，为老年人普及电脑应用知识。 胡建华 张寒 胡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