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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位于杭州下城区
六百弄新址的徐志摩纪念馆（在
省人民医院斜对面）已正式对外
重新开放。相比此前旧址的徐
志摩纪念馆宽敞了很多。

在新馆一楼的徐志摩生平
展区域，增加了许多新资料，如
新增了“徐志摩和杭州”主题区
块，以期让杭州市民更多地了解
徐志摩与杭州的历史渊源和不
解之缘。

新馆外墙设计也很有特点，
建筑用的青砖全部选用我省兰
溪的清末民初老砖，窗户用钢和
彩玻做出了浓郁的民国风格，大
门上青石匾题字出自86岁高龄
的当代知名诗人流沙河老先生，
通透的玻璃屋顶和两侧的残墙
设计，更是象征着诗人36年匆匆
的 人 生 之 旅—— 一 首 未 完 的
诗！ 通讯员连国庆

记者羊荣江 摄影报道

徐志摩：一首未完的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2424））
工报记者走基层工报记者走基层

记者潘仙德报道 心若在，梦
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是
浙江华海药业川南二分厂安环部
经理沈更生对自己的人生总结。
从一窍不通的化工门外汉到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专家，从下
岗职工到安环部经理，这就是他
10多年来的奋斗结果。

下岗工人

那是2000年2月，在国企改

革的大潮下，国营临海箱板纸厂
倒闭了。对于沈更生来说，捧了
14年的铁饭碗就这样打碎了。

只有高中学历已过而立之年
的他，无奈地将多年未曾联系的
亲戚、朋友的电话翻出来打了个
遍，目的只有一个，想打听打听是
否有合适的工作可以介绍。

之后，经朋友介绍在造纸厂
打了两个月的临时工，也曾回到
家里跟着哥哥做了几天的装修

……面对将来，沈更生陷入了迷
茫，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
术，要钱没钱，以后该怎么走？

初识化工

2001年3月，通过邻居介绍，
沈更生进入华海药业成为一名普
通操作工。面对陌生的行业，他
又一次感到迷茫。

带着无所适从得过且过的心
态混了一年。2002年初，一天临
下班时，车间主任交待他将一批
有质量问题的粗品重新加工一
下。于是，沈更生便按照工艺操
作规程重新做了一遍，结果第二
天却被告知因为自己不了解工艺
技术，导致一整批物料报废，工厂
损失了几十万元。他委屈地解释
说自己是按照工艺操作规程做
的，却迎来主任劈头盖脸一顿痛
骂，说“这批料前面已经反应了那
么多时间，也滴加了足量盐酸，你
现在返工还滴加了那么多盐酸，
酸化过度，怎能不把料给做坏！
连最基本的化工酸碱平衡知识都
不知道，还干什么化工！”车间主
任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个沉痛的教训，让沈更生
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混出个人
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化工人。
从此，他便对车间技术员“死缠烂
打”，逮到机会就向他们请教工艺
技术和操作技能，讨教到的知识
都记在本子上反复学习和验证，

工作之余还经常跑到他们的宿舍
学习。渐渐地，他成为了车间里
的生产骨干和操作能手。

随着对工艺的深入学习和研
究，沈更生对车间缬沙坦、氯沙坦
钾、厄贝沙坦等产品提出了4个节
能降耗的方案。方案通过公司技
术部门的评估后付诸实施，当年
就为企业获得100多万元的收益。

安全专家

2006年，厂长找沈更生谈话，
要把他调到新成立的安全和环保
管理部工作。

沈更生自然不愿意放弃已有
的成绩又转而从头开始从事安全
环保这个全新课题。而此时厂长
的一席话让他振聋发聩：“你进

‘华海’之前还不是对化工一窍不
通吗？现在不是干得也挺不错的
吗？去管理部门多学点本事，是
不是能打开另一个空间呀？”于
是，沈更生咬牙接受了挑战。

进入安环部后，沈更生才发
现安全与环保的所有工作都要以
法律为依据，以规范为标准开展，
而此时的他对此自然又是一片空
白。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沈更生
便放弃了午休，工作之余主动加
班学习，看起一本本砖头一样的
专业书，恶补各项法律法规、行业
标准及现场操作规程，并自学考
取了“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沈更生在实践中也意识到
光有理论知识还是无法胜任安
环部工作的，不懂得工程设备、
电气仪表的工作原理，无法正常
推进安环工作，于是他又向各专
业的前辈请教工作中的难点，时
常穿梭在车间现场求学。积极
学习带来的是自身的发展，沈更
生历任安环部经理助理、副经
理、经理，出色完成了各个岗位
的工作。

一次日常巡查中，沈更生路
过废气预处理塔时发觉声音异
常，立即安排车间人员检查阀门、
管道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后经排
查发现一处软管已经憋压严重，
幸亏及时开启阀门，否则整个处
理塔将可能会憋压爆炸，后果不
堪设想。

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巡查，一
次次地及时排除隐患，更是一次
次以实际经历教育员工，不断向
员工灌输“以人为本”和“四不伤
害”的理念，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安全意识。

回顾17年间，从化工门外汉
到公司优秀管理人员，沈更生一
次又一次突破自己，拓展新的天
地，由当年彷徨的下岗工人成长
为专业领域独当一面的专家。沈
更生就是一个敢用力跨向未知前
方的探路者，他深知，只有奋斗！
奋斗！再奋斗！才会实现幸福的
梦想。

勇闯新天地的探路者
——记浙江华海药业川南二分厂安环部经理沈更生的奋斗经历

本报讯 记者何悦 通讯员张
敏捷报道 一部手机就可完成
企业名称申报，惠及所有企业类
型的名称申报。近日，省工商局
开启手机APP名称申报新模式，
上线一周以来，手机APP名称申
报的申报量近400件。

以往，企业申报名称核准，
必须通过网上申报或到审批中
心窗口现场申报。3月 28日，
手机APP办理工商业务新增企
业名称申报功能，这是由省工
商局开发的手机端全程电子化
准入的新功能，申请人在浙江
政务服务APP订阅“工商业务
办理”即可随时随地进行企业
名称申报，进一步提升网上办
事的便利性。

“这个手机APP真好用，快
捷简便，不用排队办业务，在家
就可以申报，给它点赞！”手机
APP的企业名称申报功能上线
第一天，兰溪舒先生做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在市场监管（工
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短短5
分钟就核准通过“兰溪市互联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见证浙江电子政务服务新模式
在基层实践中落地生根。

另外，此次省工商局在手机
端和电脑端的工商全程电子化
系统同步上线时增加了多名称
申报功能，大大降低了退回修
改、反复核准的可能。申请人一
次性可申报3个名称，为群众减
少申报成本、提高效率。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处理医疗纠纷一直是医疗机构
头痛的事，谩骂、拍桌、打闹时有
发生。昨天，记者从宁波市卫计
委了解到，处理医疗纠纷的“宁
波解法”施行10年来交出了成
绩单：10年受理医疗纠纷7773
起，其中调处终结7172起，终结
率高达92.27%。

据了解，2007年12月，宁波
市以“市长令”的形式颁布了《宁
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
办法》，市、县两级层面设置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
调会”），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处
理医疗纠纷。2008年，宁波市
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疗纠
纷，被认为是“宁波解法”的重要
内容，继而在全省推广。2012

年，《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
理条例》出台，这也是国内首个
医疗纠纷处置地方性法规，将相
关实践经验固化为白纸黑字的
法律条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
制和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
制“双管齐下”，依托有公信力的
第三方，让医患双方可以心平气
和坐下来，好好说话，达成共识。

目前，宁波市县两级共成立
了9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有调解员32名，其中医学专
业12名，占总人数的37.5%。同
时，还在全市建立了1个医疗纠
纷处理中心，下设4个处理分中
心，有工作人员32名，其中临床
医学和药学专业的15名，占总
人数的46.88%，提供24小时全
天候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周永章、陈益
刚 记者冯伟祥报道 一名男子上
错车后，要求立即停车让其下车，
这一不合理要求遭到拒绝后，竟
然暴力抢夺方向盘，并对公交车
司机谢武杰进行殴打，谢武杰镇
定自若，正确处置，确保了车上7
名乘客的生命安全。4月8日，舟
山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作出
决定，对这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中表现突出的3路公交车司机谢
武杰予以通报表彰。

公交车载监控视频再现了那
惊魂一幕：4月2日12时57分，
浙L09627公交车驶入朱家尖海
峡大桥不久后，一名中年男子发
现自己上错车后，来到驾驶座前，
强烈要求司机停车让其下车。司
机谢武杰师傅回复说：“公司规
定，公交车只能在站点停靠，行车
途中不能停车下客。”这名男子见
自己的要求被拒绝，情绪很激动，
当即冲上前谩骂、殴打公交司机，

并突然动手抢夺司机手中的方向
盘，企图逼迫司机停车。这时有
乘客上来劝阻，但该男子仍不依
不饶，抓着司机的右手不放，谢师
傅只能用左手尽力把住方向盘。
其间，这名男子又上前对司机头
部、脸部、颈部、肩部进行拉扯和
击打，谢师傅视线一度被阻挡，两
边的后视镜无法看到，导致公交
车晃得很厉害，差一点撞上大桥
护栏，一位中年妇女乘客从位置
上摔倒，造成车内乘客惊慌。见
此突发情况，谢师傅始终骂不还
嘴，打不还手，临危不惧，沉着冷
静处理，紧握方向盘并立即踩刹
车，让车在大桥上靠边停下来随
即报警。此时，这名男子再次要
求下车，当时大桥上车流量大，打
开车门极易发生事故，谢师傅一
直紧闭车门。为防止该男子再次
施暴，车内有位年轻女乘客挺身
而出，用身体挡住他，以保护谢师
傅，直到民警赶到。谢师傅在车

上乘客的支持和配合下，终于化
解了公交车上的危机，确保了乘
客人身安全。

当日13时9分，普陀区东港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警方经过调查，认定这名男乘客
的情形属于“扰乱公共交通工具
秩序”的行为，处以行政拘留7日
的处罚。

公交司机谢武杰经医院拍片
检查，诊断为肩部软组织挫伤。
当晚脱衣服时，他发现身上多处
淤青。至今，他的头、颈、肩部仍
隐隐作痛。

事发后，舟山公交公司副总经
理柏松、工会主席张洪涛代表公司
领导第一时间专程前去看望和慰
问谢武杰，对他心系乘客安全的职
业道德精神、临危不乱的镇定心
态、果敢正确处置的能力作了肯定
和表扬；舟山公交三公司还为他颁
发了“委屈奖”和奖金。

当下正值竹笋采收时节，杭
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天目笋业
公司的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们
正在加工生产冻笋、多味笋干、
花生笋丝等产品，销往美国、加
拿大等海外市场。近年来，该镇

利用丰富的竹林资源大力发展
竹笋加工产业多元化，年生产多
味笋干、笋丝、笋扁尖等笋产品
2000余吨，产值9000多万元。图
为工人们在分拣竹笋。

胡剑欢 摄

时令鲜笋俏销海外

本报讯 记者吴晓静报道 向
用人主体放权，向行业放权，打破
一年一评审的固有模式……昨天
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工作情况。为了解决人才评价中
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我省在优
化体系设置、下放评审权、完善标
准、畅通优秀人才成长通道、信息
化建设、改进管理服务等方面，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举措。

优化职称专业，打破人才成
长天花板

原有职称制度实施 30多年
来，29个系列设置一直没有变化，
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省
提出优化职称专业，对符合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特点
的，增加评审专业。如人工智能
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集聚大
量人才和企业，职称专业设置必
须紧跟需求，提供人才评价服务。

为了打破人才成长的天花
板，原有未设置正高的11个系列
均设置到正高级。由省级行业主
管部门制定评价标准和办法，设
置到正高级。

下放评审权则解决了以往用
人单位话语权不够，评价方式单
一的问题。我省提出向用人主体
放权，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
等人才智力密集的单位按照管理
权限自主评审；向行业放权，推行
工程领域社会化评价。下放权限
的同时，注重放管结合，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如，我省在全国率先
开展工程职称社会化评价试点，
将依托成熟的行业协会和龙头企
业，把企业的薪酬待遇、技术要
求、市场销量等综合纳入评价标
准，充分体现市场评价、市场认
可。

突出品德业绩和创新能力

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

向如何破除？在完善评价标准
上，我省提出坚持把品德放在首
位，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
对工作实绩的考核，向基层一线
倾斜，对外语、计算机和论文不作
统一要求，对论文要求从工作和
岗位实际需要分别对待，根据不
同行业坚持分类评价。

对不同职业属性和岗位特点
的专业技术人才，制定更具针对
性、操作性的评价标准，注重对行
业发展规划、专利成果、项目报
告、工作总结、工程方案、设计文
件、教案、病历、实验报告等成果
形式的评价，重点考察研究成果
和创作作品质量，避免“一把尺子
量到底”，真正实现“干什么、评什
么”。

探索建立职业道德“正向评
价机制”，把“最美教师”“最美医
生”通过职称评价机制选拔出来，
弘扬正气，树立正确导向。将科
研成果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不将论
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条
件。鼓励教师上讲台，医生到临
床，工程师到实验室、厂房工地，
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在火
热的基层一线建功立业，让干得
好的人能评得上。

评审组织和方式也更加灵活
多样。根据不同专业，允许灵活
调整评委会组成人数。打破一年
一评审的固有模式，组建评委会
常设机构，可实施专项评审。推
广实名投票、公开举荐。

打破资历限制，给人才“一鸣
惊人”的机会

原有制度中，一些学历不高、
没去评过职称但实际能力强的人
才，缺少足够的成长通道。我省
提出打破资历限制，对取得重大

“标志性业绩成果”的人才，可直
接申报评审高级职称，给人才“一
鸣惊人”的机会。新引进的海内

外人才、优秀的高技能人才、在我
省合法就业的外籍和港澳台人
才，今后不仅都可以参加职称评
审，甚至可以根据实际能力业绩，
破格评审。

过去职称评审中，学历造假、
专利冒名、论文代写等情况时有
发生，评审材料繁琐，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人才正常的科研教学活
动。为此，我省提出，与“最多跑
一次”改革紧密结合，推广职称电
子证书，加快人才数据库、职称评
价服务平台建设，加强职称信息
化服务和监管。

目前，我省是全国唯一实现
了职称证书电子化的省份，证书
可从浙江政务服务网上直接下载
打印，每年可以减少30万本资格
证书发放，让500多万专技人才在
每次求职、竞聘等使用证书时都
不用“跑路”。这项改革，得到了
人社部的高度肯定，并将在全国
推广复制。

我省开启企业名称
手机申报模式

一次可报3个名称

10年受理医疗纠纷7773起，调处终结率达92.27%

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交出成绩单男子暴力抢夺方向盘，被处罚

司机沉着应对保安全，受表彰

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下放评审权 打破一年一评

4 月 9 日上午，浙江省美丽乡
村马拉松——走进椒江暨椒江区
第四届“体彩杯”生态运动会千人
健身跑活动在台州椒江激情开跑，
来自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000
余名干部、职工在乡间绿道上体验
了一场别具特色的乡村马拉松赛。

通讯员陈胡南
记者潘仙德 摄影报道

激情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