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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失明”盼“返岗” 市政接诉忙抢修

群众心声 记者调查

你说·我听·他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报道（444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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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南路袁家村南路口至东环路转盘两侧多盏路灯不亮，
一到晚上一片漆黑，也不知道啥情况，希望相关部门查明原因、尽
快维修，让我们不再‘摸黑’出行。”8月中旬，家住新区袁家村的
刘先生向记者反映情况。

  刘先生一脸无奈地说：“我常年需要上夜班，晚上回家路口黑
漆漆的，途径时总是小心翼翼。长虹南路是城市主干道，汽车唰
唰过，电动车也多，路灯不亮，一不留神就容易发生剐蹭事件，行
人尤其是老年人走在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脚下被拌摔倒。”

长虹南路多盏路灯不亮 群众夜间出行存隐患

  接到群众诉求后，记者立即来到市建设
项目管理处了解相关情况并反映问题。
  “对于群众反映的长虹南路部分路灯不
亮的问题，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还群众一片
光亮，目前已经安排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故障
排查。”市建设项目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态。
  据悉，随着新区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品质
的提升，大部分道路及路灯的配置已经无法
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为此，我市于2018年
开始对长虹路等路段进行提升改造，采取混
凝土路面加铺沥青层，配套建设道路标志、标
线、路灯等，项目由市住建局负责、市建设项
目管理处具体实施，城市品位与格调得到提

升，市民生活环境得以改善，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
  “改造中，增设了不少照明设施，例如照
明路灯、景观灯、草坪灯、城市灯带、灯柱等，
这样一来所消耗的电量就增加了，导致变压
器超负荷，相当于小马拉大车，很多路灯就会
在低压下运行，光源容易损坏出现爆闪。再
就是前一段时间，该路段进行了人行道等维
修，初步怀疑施工人员在开挖时不小心损坏
了地下电缆，一下雨地下环境潮湿，造成线路
短路，损坏交流接触器，导致路灯不亮。”市建
设项目管理处工程师彭三平解释路灯故障
原因。

路灯“失明”事出有因

快速排查为民解忧

  8月16日，市建设项目管理处组织专业维修
人员对长虹南路的照明设施进行夜间拉网式排
查，排查出有30余盏灯不亮，并积极做好登记，制
定实施维修计划。为了加快维修进度，市建设项
目管理处已经增派人手，积极寻找具体故障点，
一旦确认故障原因，规范施工，立即修复。
  “因为相关施工单位施工完毕，路面已经恢
复，地下电缆情况很复杂，我们维修起来难度大，
得联合城管部门一点点摸索着找毛病。小则我
们需要挖开路灯底座旁的绿地，刨出进出线进行
维修，大则我们需要启用吊车、升降机等拔路灯
杆进行维修。”现场负责人陶志勇介绍。
  8月24日，市供电局将两个新增变压器全部
接入高压电，保障路灯亮度，绝大部分路灯已经
维修完毕，目前剩余六七盏情况复杂的路灯也在
积极抢修中。
  “罢工”路灯复明后，为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
供了一个明亮舒心的出行环境，市民群众纷纷点
赞。“多亏市政部门及时把灯修好，出门方便多
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地下管线是城市的生命线，在保障城市顺畅
运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建设项目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呼吁：施工方开挖前，希望积极
与管线权属单位联系对接；开挖中，施工人员应
规范操作，必要时在管线权属单位协助指导下进
行作业。

多方联动携手“复明” 照亮群众回家路

记者来到市建设项目管理处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工人正在将两个
新增变压器全部接入高
压电

  近日，长虹南路绝
大部分路灯恢复照明。

　　“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千百年来，钱塘江
大潮闻名天下。金秋时节，杭州第19届亚运会将在
钱塘江畔盛大开幕，会徽“潮涌”借来一江秋水、万派
涛声。
　　亚运会徽是如何诞生的？“潮涌”又将如何激荡
人心？

426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2018年1月29日，杭州第19届亚运会会徽设计方
案征集工作启动。两个多月后，杭州市体育馆，4263
件符合要求的应征作品，摆满了280多张会议桌。
　　如何从海量作品中“慧眼识珠”？
　　杭州亚组委组建了由15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
会，包括来自艺术、设计领域的专家以及来自体育部
门的代表和知名运动员等。
　　每名评委挑选了约20件作品，共有296件作品进
入复评。之后，又从10件入围作品中选出4件优胜
作品，其作者按照评委会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两
套设计方案经杭州亚组委上报亚奥理事会。
　　“会徽代表了一个城市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
和理解，是亚运会重要的视觉形象元素和文化载
体，必须同时体现‘体育、亚洲、中国、杭州’等评选
标准，并满足设计美学、延展应用等要求。”评审专
家组常务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宋
建明说。
　　历时约190天，“潮涌”脱颖而出。
　　2018年7月30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袁由敏团队
设计的“潮涌”作品获得了亚奥理事会的批准，于8
月6日正式发布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会徽——— 主体
图形由扇面、钱塘江、钱江潮头、赛道、互联网符号及
象征亚奥理事会的太阳图形六个元素组成，下方是
举办城市名称与举办年份的印鉴，两者共同构成了
完整的杭州亚运会会徽。
　　“‘潮涌’是舒缓的，是诗情画意的，符合江南水

乡的特点，也映现江南民众的性情。”袁由敏说，从创
作伊始，小伙伴们就决心编织一张“意义之网”，来构
建会徽的文化独特性和视觉辨识度。“在这张‘意义
之网’中，有代表杭州的独有符号，有象征浙江人的
精神内核，还有东方文化语汇，江南水乡的色彩意向
等元素。”

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

　　为什么是“潮涌”？
　　杭州亚组委专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召开会徽设
计方案的评议会，大家普遍认为：“潮涌”的时代气
息、人文气质和原创性都很强，有视觉冲击力，符合
体育精神和杭州城市气质，在延展应用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且整体设计水平高，具有国际视野。
　　“当时我们围绕杭州检索了一批关键词，如之
江、敢为天下先、创新、互联、智能、弄潮儿、钱江潮水
等，最终我们锁定了‘潮涌’。”袁由敏说。
　　“潮涌”，不仅蕴含自然之奇，更有人文之美。
　　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工程师叶晓劼告诉记
者，世界上有400多个入海河口都存在涌潮现象，而
以亚马孙河河口和钱塘江河口的潮水最为壮观。
　　“两相比较，钱塘江大潮的文化底蕴更为丰厚。
早在2000多年前，史书上已有钱江潮的记载。”浙江
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教授级高工包增军说。
　　“钱塘江自古水运发达，春秋开始，逐渐形成了
一条‘诗路’。到了唐代，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大
诗人都在江上留下诗篇。”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
常务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徐吉军说，到了宋
代，潘阆、柳永、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纷纷写下瑰丽词
章；元明清三代，诗家观潮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正是对这种自然奇观
和人文精神的融通表达——— 扇面造型反映江南人文
意蕴，赛道代表体育竞技，互联网符号契合杭州城市
特色，太阳图形是亚奥理事会的象征符号。同时，钱

塘江和钱江潮头是会徽的形象核心，绿水青山展示
了浙江杭州山水城市的自然特质，江潮奔涌表达了
浙江儿女勇立潮头的精神气质。

澎湃而来 激荡人心

　　“大小莲花”两个亚运场馆、亚运村、主媒体中
心……包增军说，杭州亚运会的一些核心建筑所在
地，都曾是钱塘江的江道和大潮上溯的必经之地，是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舞台。
　　这一巧合，让会徽“潮涌”可以传递出更深的
意涵。
　　时任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曾专门通过
贺信表示，杭州亚运会会徽富有活力与动感，涵括了
杭州的城市人文特质。相信到亚运会举办之时，会
徽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已深入人心，被人们所
熟知。
　　“你追我赶、所向披靡。竞技之美总是令我们震
撼不已，直击我们的心灵。”杭州亚组委相关负责人
说，亚运会徽，象征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
的涌动和发展，也象征着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团结携
手，紧密相拥，永远向前。
　　“‘潮涌’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想传递的理
念，要竞技更要团结。”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健说，

“亚运会通过体育竞技的方式，把亚洲各国和地区紧
密联系到了一起，让‘亚洲命运共同体’更有实感。
也正是通过这项盛事，亚洲各个国家和民族多姿多
彩的文化得以精彩纷呈。”
　　“面对汹涌浪潮，中国人民不退缩、不畏惧，通过
吃苦耐劳、奋发图强，钱塘江两岸成为千里富庶之
地，诞生了马可·波罗笔下‘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
城’。”徐吉军说，借助亚运会举办之机，杭州及其协
办城市将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崇尚和谐又欣欣向荣
的中国，让世界为之澎湃。
          （新华社杭州9月7日电）

揭秘“潮涌”诞生：让世界为之澎湃
——— 杭州亚运会会徽解读之一

新华社记者 俞菀 冯源 唐弢 郑梦雨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 王雨萧 韩佳
诺）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罗天舒7日介绍，近期
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以更大力度更优举措，加力
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根。据统计，今年1至7月，全
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已达1.05万亿元。

　　罗天舒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说，税务部门专门制定精准推送“一政策一方案”，通
过向企业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等分类
进行推送，以及“事前、事中、事后”分时提醒相结合
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政策推送精准度。

　　罗天舒介绍，税务部门重点围绕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升级推出“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第五批28项措
施。同时，会同财政部发布政策指引，对政策进行通
俗化解读，便于各类纳税人及时理解查找。一批民
营企业税务服务站也正在推动设立。
　　此外，税务部门还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严厉
打击各类违规享受和骗取税费优惠行为，加大典型
案例曝光力度，8月以来，已公开曝光涉税违法犯罪
案例29起，内部人员失职失责、内外勾结等案例4
起，更好护航各项优惠政策落快落准落稳。

前7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达1.05万亿元

　　初秋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
乡边麻沟村，群山环抱，林海茫茫，油路上山入户，农家洁净整齐。
　　在边麻沟花海景区前，西宁市民王建英正在拍照，屏幕里的
花海五彩缤纷，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每年都要来边麻沟‘打
卡’，看看花，拍拍照，和花海亲密接触，远离城市喧嚣，心情自然
就变好了。”
　　但谁也想不到，这个以生态旅游闻名的“花海村”一度杂草密
布。边麻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培东介绍，边麻沟平均海拔2800米，
气候冷凉，农作物产出低，年轻人多外出务工，土地撂荒的多，加
之早年间对树木砍伐和过度放牧，山沟两侧都是荒山。
　　2015年，几名外国游客进村采风，比比画画聊了几句，都在夸
赞路边盛开的边麻花。看着漫山遍野的花朵，李培东茅塞顿开，

“因地制宜打造花海，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乡亲们就地致富才是
发展的好路子。”
　　整合扶贫项目，流转村民土地，引进鲁冰花、勋章菊、鸢尾花
等高原适生花卉，种植青海云杉、海棠树等景观树种，搭设高空滑
索、水滑道等游客体验设施。一个占地800亩的花海景区逐步成
型。每年从6月到10月中旬，每月不同花卉绽放，不同主题色彩，
边麻沟成为周边群众节假日“浪山”的好地方。
　　荒山变花海，收入年年高。今年6月营业以来，边麻沟花海
景区仅门票收入达300多万元，还带动邻近村落230余名村民就业
增收。
　　近年来，依托“沟多景优环境美”的资源禀赋，大通县按照“政
府主导、多元投入，农户收益”的模式，对县域内符合条件的山沟
村庄进行生态治理和旅游开发，鼓励当地村民开办特色农家乐，
就地发展养殖种植业，实现村落间物产供给，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致富。
　　临近中午，走进大通县东峡镇田家沟村，道路两旁的农家院
落中炊烟升腾，饭菜香气四溢。锅铲翻炒间，爆炒土公鸡、野葱炒
鸡蛋、洋芋津津等一道道当地美食呈上餐桌。“野葱山上采，洋芋
地里挖，公鸡是邻村养殖的走地鸡，鸡蛋是芦花鸡下的营养蛋，都
是绿色产品咧。”农家乐经营者陈守兰说，“店里回头客多，位置早
早就预订没了，每天忙得很。”
　　“田家沟村紧邻黄白牙山地林区、鹞子沟景区，北面是巍峨雄
峙的达坂山，游客到附近出游，住宿、饮食，需要一处‘驿站’歇
脚。”田家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勇介绍，“尽管田家沟村算不上景
区，但邻近景区同样是优势。”李勇将田家沟村定位为“旅游驿
站”，开展荒山复绿、河道整治、村容提升，山谷两侧绿草如茵，清
澈河流穿村而过。
　　风景秀丽，游客纷至。短短几年间，村里人均年收入从2400
多元增至17000多元。“乡村发展道路千万条，关键要找到适合自
己村的那条路。”李勇说。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从鹞子沟到达
坂山，如今，大通县已打造生态旅游村14个，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2个，过去的留守村、空壳村逐渐变成旅游村、文明村，“穷沟
沟”变成了“金窝窝”。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局长马秀清说：“大通县
将继续推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培育更
多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游客体验‘乡村之美’。”      （新华社西宁9月7日电）

“穷沟沟”变身“金窝窝”

——— 生态旅游擦亮青海大通绿色发展底色

新华社记者 李宁 李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