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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海

高级教师，现任常山县第一
小学校长。1992年8月参加工作，
曾获常山县十佳青年教师、常山
县名校长、衢州市家庭教育先进
个人、衢州市第五届名师、衢州市
第六届名师、衢州市名校长、浙江
省优秀导读员等荣誉称号。

隐患不可小觑
安全不容忽视

记者 琚较

随着冬季气温的逐渐降低，工地
生活区用电也迎来高峰。12月 12
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住建局、县
消防救援大队，对我县部分建筑工地
宿舍用电安全进行了检查，在检查中
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多项安全问题。

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位于金川街
道的新型文化空间综合体项目的员
工宿舍，一进门，检查人员便发现烟
头满地，且宿舍楼内未安装应急照明
灯和设置应急指示标志，一旦有紧急
情况，很难快速作出反应。检查人员
当场要求施工方立即整改。“我们督
促项目负责人一方面要抓紧时间把

应急管理灯、疏散指示标志安装好，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管理
教育，严禁在室内抽烟。”县消防救援
大队参谋吴辛介绍。

随后，检查人员又前往万洋众创
城和外港片区安置房项目现场，重点
对工地职工宿舍的消防警示标识、值
班制度、用电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
发现部分建筑企业存在对职工安全
教育不到位、临时用电设备不按规范
设置、宿舍生活区消防设施受损等问
题。尤其是在万洋众创城项目现场，
员工宿舍一楼的三个灭火器都存在
零件缺失的情况。“今天检查出的这
些问题，我们争取在一周内整改完
成。”常山万洋众创城项目负责人洪
仕超说。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当场
改正的，检查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到

位；不能当场整改的，检查人员下达
了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此外，检查人员还要求各施工、监理
企业组织开展火灾隐患、用电安全排
查工作，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用电安全
和消防安全教育宣传。

编后话：安全生产时时讲处处
讲，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每时每刻都
要抓紧。通过随机检查，暴露了个别
施工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暴露出了
部分施工单位安全意识薄弱、部门监
督管理缺位等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强
对隐患问题跟踪督导和验收。施工
单位也应切实开展自查自纠，以严之
又严、细之又细的态度，常态化做好
工地宿舍用电排查整治，只有以“一
万”的努力防止“万一”的发生，才能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

洪永海：孜孜不倦育人 精益求精教学
见习记者 吴文佳

作为教学骨干，从教31年来，洪
永海扎根教学一线，用平常心做语文
教育，将学习融于各类研学实践中。

“学校结合‘千载古县 宋诗之河
’的文化背景，开发了一套《宋诗之
河》校本教材，选取了100首有关于
常山的宋诗，从诵读指导、诗意把握、
情境表演、歌曲改编、延伸阅读、实地
探访等多角度编排教学。”洪永海介
绍。为了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家
乡的文化魅力，他组织同学漫步于常
山江畔，信步登上黄冈山，开展了以

“行‘宋诗之河’品家乡文化”为主题
的研学活动。在常山江畔，洪永海向
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常山的建县历史，
讲述了常山的宋诗文化。“梅子黄时
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大家
游览着，嘴里不由自主地吟诵起来。

除了语文教学，洪永海在学术领
域也颇有成果。10多年来，他立足
解决实际问题，连续不断地研究课
题，并与自身的教学紧密结合，总结

经验，积极撰写教研文章，提升业务
水平。自2005年6月起，他在 《小
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新
作文》等省级以上教学刊物发表文章
40余篇，论文获市级以上奖励14篇，
还曾先后主持市级以上立项课题11
项，多次获市级奖项。

“做老师时，他是教学的能手；做
校长时，他是管理的能手。”在同事眼
中，洪永海是一位复合型人才。作为
学校校长，洪永海一直专注学校的

“人文关怀”。无论是清晨，还是黄
昏；无论是一线课堂，还是二线研究；
无论是专业成长，还是教育琐事……
小到如何打扫卫生，大到国际武术比
赛，洪永海始终关注细节教育，时刻
以身为范，树立标榜。他所创立的

“慧读慧写”读写课程、“打油诗”课程
更是深受点赞，被幽默地称为“打油
诗校长”，且生日“打油诗”、社区小品
演绎等“人文课程”，已然成为了该校
的隐性文化。

未“雪”绸缪
保畅通

寒潮雨雪来袭，低温天气持
续。连日来，县交通部门组织应急
人员进行适应性演练，加强防雪抗
冻应急物资储备，检查车辆及设备，
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
作。截至目前，已储备除雪防冻物
资120余吨，防汛编织袋8000余只，
水马警示牌500余个，24小时应急车
辆6辆。图为工作人员对除雪车进
行检查和测试。

记者 江琪 通讯员 祝心艺 摄

村企合作助力
共富菇园提质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周云倩）近日，大桥头乡大桥村

的菇园共富工坊里，猴头菇迎来了第二茬采收期，一
朵朵白绒绒的猴头菇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有条不紊
地采摘、包装。分拣分装完毕的猴头菇由第三方专业
种植主体负责加工销售。“销路不用愁。”该村党支部
书记韩国强表示，有了成熟的技术、稳定的品质，他们
的猴头菇一进入市场便获得了认可。

一年前，菇园建成之初，由于缺乏种植经验和专
业指导，产出的猴头菇个小、偏黄，市场前景不够广
阔。如何更好地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如何在“共富兜
底”中不落一人？动了一番脑筋后，大桥村瞄准了村
企合作这一模式。在县工商联的牵线下，大桥村共富
菇园与梓俊家庭农场于2023年9月份成功“联姻”，
共富菇园以不低于15万元/年的保低收益价引进第
三方专业种植主体合作经营，第三方梓俊家庭农场按
计划种植20万袋/年以上猴头菇，提供不少于20个低
收入农户工作岗位，“强村公司+第三方+村集体+农
户”的多元共富模式创新出炉。

“引入第三方后，我们猴头菇的品质大大提升，接
下来我们还要在新乡贤共富菇园基础上打造浙商共
富菇园（二期）项目，持续拓宽农民和村集体增收渠
道。”韩国强说。据悉，共富菇园今年已生产鲜菇约
5000公斤，干菇2500公斤，通过“线上+线下”模式销
售1750公斤，累计吸纳本地村民就业110余人次，带
动村民增收近30万元，为村集体创收20万元。共富
菇园实现从传统“输血式”帮扶向产业“造血式”帮扶
的转变，产业振兴与强村富民融合成为现实。

供水设施“穿棉衣”
保障冬季用水无忧
本报讯（记者 郑召隆 见习记者 姚洁）12月18日

下午，县城投集团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天马街道
渡口小区，对室外水表及外露供排水管进行仔细排
查，并用保温泡沫、毛毡等对管道进行包扎保温。在
紫港街道狮东村，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上门为供水设
施“添衣”保暖，表箱里，水表已被厚厚的保温套严实
地包裹起来。

“我们对裸露的水管和水表进行包扎，避免低温
天气导致室外用水设施冻裂。”县城投集团水务公司
营业中心主任缪永献介绍，截至目前，水务公司已出
动160人次，深入城区和农村片区开展巡视检查，包
扎裸露水管200公里，包裹水表60000只。

接下来，水务公司将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对管道水
温、设备保温效果进行检查，扎实做好供水设施保温、
养护工作。市民如遇用水问题，请及时通知水务公
司。

深化“衢乌”合作
提升服务品质

日前，县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徐燕梅应邀前往
新疆乌什县人民医院进行两个月的柔性帮扶。

到达乌什县人民医院，徐燕梅立即投入妇产科摸
底排查，查找问题并制定出详细的整改计划。在得知
产房护士短缺的情况后，徐燕梅梳理工作短板的同
时，还加入顶班。此外，她还加班加点组织产后出血、
新生儿窒息抢救、羊水栓塞等各类抢救工作培训，手
把手亲自示范产程的观察处理、缝合技巧等，进一步
提升产房护士的应急处置能力。

不到1个月时间，妇产科、产房等科室的工作流
程更加合理顺畅，标示标牌更加明了，当地群众就医
更加方便。“让更多的乌什百姓在家门口就医、让越来
越多的患者选择县医院看病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徐
燕梅说。

石嘉盈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