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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三墩
引水工程顺利实现通水

本报讯（通讯员 高静玮 记者 毛长久）“2#

水泵启动……”对讲机的话音刚落，来自钱塘江的

活水从五常港泵站的高位水池汹涌流出，顺着

678米的输水钢管流经蓬驾桥港，在上游吴家斗

门闸站、女儿桥港节制水闸共同作用下，进入三墩

北及双桥片区共计26平方公里范围74公里长的

河道。

三墩片引水工程，赶在6月的最后一天顺利

实现通水。按水量及置换有效性估计，三墩双桥

片和北部片的河水将实现一周彻底更换一次，以

8.55秒/立方米的水量计算，一周的水量可以达到

517万立方米，相当于三分之一西湖的水量，将彻

底剿灭三墩片区19条劣V类水。

今年，西湖区按照大治水格局，启动了三墩片

引水工程建设。工程从双龙街和五常港交叉口设

置一个取水泵站，并通过499米的开槽埋管及179

米长连续顶管将活水引入蓬驾桥港，并在女儿桥

港及吴家斗门设置2个节制闸，抬高三墩片区水

位，增加三墩区域37条河道的水流活动性，实现

三墩北及双桥片区换水的最终目的。

工程关键难点是在深达11米的淤泥质土土

层中将2.46米直径的顶管连续顶进179米，这项

技术在杭州市尚属首次。在整个顶管路线设定

中，西湖区通过科学论证，采取了由南往北顶管

179米开槽埋管的方案，充分考虑顶管行进中可

能碰到的天然气管线等地下障碍物，对顶管行程

中的地下物进行精确物探，提前拔除了余杭塘河

沿岸107根树桩、53根松木桩，保证了顶管推进的

畅通无阻。

该区坚决把好材料关、焊接关、顶管定位关三

个重要关卡，精益求精，攻克了工程工艺复杂、质

量要求高的难题。如择优选取了钢管壁厚误差率

最低的沙钢作为输水钢管，保证了1237吨的引水

钢管质量，去杭萧钢构、江苏高淳船厂等地寻找了

12名高级焊工对管道进行了焊接，并对每一条焊

缝进行100%超声波探测，达到100%合格；在顶管

过程中，始终有监理人员、顶管技术员带着空气检

测仪、防毒面具24小时全过程观测有无偏差，及

时纠偏，确保了179米连续长距离顶管无差错，保

证了整个678米输水钢管的密闭性。

余杭
稻田动漫科技艺术节来了

本报讯（驻余杭记者 白赟 通讯员 李雪泉）7

月1日，中国西溪首届稻田动漫科技艺术节插秧

仪式在余杭西溪湿地洪园举行，百余户亲子家庭

参观农耕文化园科普长廊，体验插秧、摸泥鳅等系

列传统农事活动。

活动当天，百余位“小农人”在水稻田里看到

了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

和浙江大学原农大校长夏英武教授育成的中国种

植面积最大的常规稻品种，学习了传统农耕知识

及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知识，并与世界级科学家

面对面交流探讨农业科学的奥秘。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稻田动漫科技艺术节向

游客展示了由浙江大学农业科技团队育成的“白、

黑、黄、绿、红”五彩水稻，并通过系统的文化创意

创作，用彩色水稻拼出猴子、骆驼、大象、长颈鹿、

鳄鱼等卡通形象，在西溪洪园的农耕文化园里打

造出一个以动物主题为内容的大型稻田动漫

景观。

“这片稻田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一线定位

技术，种植的是观赏、保健两用彩稻。”浙江大学水

稻专家张彬教授说，团队还引入了国际先进的生

物防控技术和有机碳肥，通过诱虫筒和杀虫灯来

诱杀稻田虫害，大大减少化肥施用，从而生产出健

康的五彩大米。

目前，农耕文化园里已种植了60亩五彩水稻

田。预计到今年8月初，游客登上园区的观景台

就能看到各种卡通形象的稻田画了。

让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西溪湿地洪园将

以本次稻田动漫科技艺术节为契机，引领以创意

农业装点美丽余杭建设的新思路，从而打造全国

先进的稻田动漫基地和农业科普教育基地。接下

来，洪园还将开展稻田绘画、稻田朗读、稻田音乐、

稻田露营、稻田美食等系列稻田亲子娱乐活动。

早在2010年，闲林街道档案馆就着手实

施数字化项目带动战略，把馆藏档案数据库

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将原来的镇史镇

貌搬进了电脑，实现了纸质档案向数字档案

的转变，完成了一次庞大、复杂的历史交接，

建立了室藏档案目录数据库，实现计算机检

索，档案实体与电子目录一一对应，切实提高

档案的查全率、查准率。

目前，闲林街道已成功创建档案目标管理省

一级档案室、省规范化数字档案室、省示范化数

字档案室、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

街道等荣誉，并成为全市首家乡镇（街道）档案馆，

余杭区首家乡镇级规范、示范数字档案室。

窗口前移，不仅要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而且还要是“跑最短距离的一次”。闲林街道

创新思路，以“就近办”为理念，将区、镇（街

道）档案馆的“定点”查档用档服务，逐步延伸

至13个村（社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

基层下沉。目前，村（社区）档案数字化已达

到 80%，预计未来两年内将真正实现区、镇

（街道）、村三级共享。

淳安
首批8座“新安书屋”开建

本报讯（通讯员 何润 驻淳安记者 程海波）

统一标识、统一购置更新图书，面向公众和游客免

费开放——日前，淳安县在千岛湖镇城区开建一

期首批8家“新安书屋”，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城

市书房”，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设立“新安书屋”是淳安县2017年民生十大实

事工程的内容之一。首批8家“新安书屋”分别位

于环湖景观带、社区、医院等人群相对集中区域，建

设书屋总面积1580平方米，其中无人自助图书室

（馆）有5处870平方米。首批“新安书屋”总投资超

过300万元，计划今年10月底前建成对外开放。

按照规划，“新安书屋”单个面积不少于80平

方米，拥有一定的图书量，配备书架、阅览桌椅及

图书借还等必备设备。书屋分为公益类和合作类

两种类型，公益类书屋主要是政府负责投资建设

的无人自助图书馆；合作类书屋则采取政府和社

会力量共同建设，由合作方提供场地及设施设备，

政府负责图书购置、更新，提供借还设备。

“新安书屋”建成后，日常运行维护经费将纳

入财政预算，给予公益类无人自助图书馆每个5

万元补助资金，合作类书屋则实行以奖代补给予

奖励。

本报讯（通讯员 符栩潇 郎利 驻临

安记者 管光前）7月2日晚，来自江苏的

185名“驴友”在临安於潜镇蝴蝶谷溯溪

进行户外探险时，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应

急措施准备不充分而被困。

接警后，临安警方组织当地村民、联

合户外救援力量合力搜救，并巧妙利用

微信定位共享功能，花了 12 个小时，将

185名“驴友”营救出山。

蝴蝶谷位于临安於潜镇杨洪村。左

翼是天目山老庵峰，正中央便是江南著

名的七尖之一的龙王山。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孕育了五彩斑斓的色彩以及多样

的物种。峡谷得名于山谷中翻飞的彩

蝶。该峡谷长数十里，宽十余米，最高处

的山峰与谷地高差近千米……峡谷保持

着较为原始的风貌，潭多林密，是户外爱

好者夏季避暑、游玩的圣地！蝴蝶谷地

势险要，山路崎岖，岔路较多，如没有专

业人士带路和引导，非常容易发生意外。

7月2日18点33分，临安市公安局於潜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批“驴友”在於

潜镇杨洪村蝴蝶谷的山上迷路被困，请求

救援。接警后，派出所领导柴世杰立即组

织警力30余人，携带搜救绳、电筒、卫星电

话等救援装备，三分钟集结完毕，立即赶往

杨洪村蝴蝶谷。路上民警们一边与报警人

通话了解详细情况，一边联系杨洪村村干

部，要求召集熟悉地形的村民协助救援。

随后，民警组织村干部、村民，以及

临安市户外救援队、北斗救援队、狮子联

合会等共100余人展开救援。经过初步

了解，被困“驴友”共100余人，当天上午，

“驴友”们顺着蝴蝶谷溯溪一直往上爬，

一部分妇女和孩子由于体力不支在原地

休息，而另一部分年轻人选择继续往上

爬，导致团队分散，加之地形路线不熟

悉，没想到各自在山里越走越深，最终只

能求助警方。

当天深夜的蝴蝶谷，狂风暴雨，电闪

雷鸣，给救援工作增加了非常大的难

度。得知具体情况后，民警与“驴友”的

领队取得联系，但是对方说不出自己的

位置，也看不见任何标志性的参照物。

随后，民警和对方加了微信，通过位置共

享，在梅山坞小山坳内找到第一批12名

“驴友”。领队告诉民警，深山里面还有

100多人，但是所在具体位置不清楚。民

警立即安排人员先护送这12人下山，继

续进山寻找。

雨一直在下，还伴随着雷电，不知道

深山里的情况如何？民警、民间救援队

及村民立即分组展开寻找，并建立微信

群进行信息共享。

经过12个多小时的紧急搜救，救援

人员最终在梅头山和天目山交接处的深

山坳处找到被困的173名“驴友”。7月3

日早上6点多，在警民合力救援下，前后

两批共185名“驴友”全都安全下山。

经过调查，185名“驴友”中最大的近

60岁，最小的只有11岁，男女老少都有，

大多来自江苏江阴、常州等地。

警方提醒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在

进行登山、探险时一定要加强风险意识，

强化安全措施。建议最好在专业人员指

导下有组织地开展相应的活动，切勿盲

目冒险前往未经开发的森林、峡谷、河道

等区域，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求助，

原地不动等待救援，以免发生意外。

1931年6月，随着萧山境内铁路的建设，萧山

火车站正式启用。1949年，该站已有股道6条。

1992年，萧山新建了后来的铁路萧山站，原有

的萧山火车站停办客运业务，成为二等货运站，改

名叫萧山西站。

1992年6月，由老萧山火车站搬迁而来的

铁路萧山站正式启用。

2010年1月20日，因杭州东站改造并取消

办理客运业务，原在杭州东站办理客运业务的

旅客列车移至杭州站和萧山站停靠办理客运

业务。

2013年，杭州南站开始全新的扩建工程。

火车南站发展史
按照规划，杭州火车南站将成为杭州南部

的交通枢纽中心，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长

途于一体。以后，萧山等地市民坐火车出行，

不必前往杭州东站或者城站了。

与东站一样，南站也有东西两个广场，总

建筑面积有 22.2 万平方米。东广场是全新建

设的，面积较大，西广场是由原来火车站扩建

的。现在西广场部分主体已经建成，进入装修

阶段，预计今年7月完工。东广场正在打桩基

阶段，与地铁 5 号线、11 号线的站点同步施

工中。

东广场作为主要的交通集散广场，有公交

枢纽站、旅游大巴停车场、出租车停车场、社会

停车场等。西广场是一个景观和城市功能性

广场，有公交车场、出租车场、社会车场等。

杭州南站，最早可追溯至 1931 年，先

后经历了“萧山火车站——铁路萧山站

——杭州南站”三次变革。

2013年，杭州南站开始全新的扩建工

程。历经4年修建，今年，杭州火车南站将

迎来一个属于她的转身契机。

萧山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杭州南站整个站房的设计，重拾了杭州

传统建筑的建造形式——基座采用灰色

花岗岩，车站主楼采用白色墙壁，立式镂

空百叶环绕其间，刻画出中国古典窗棂

的情趣意象。

这座充满杭州韵味的新南站，建筑面

积达到9万平方米。启用后，杭州火车南

站将形成4个车场，总规模为7台21线，铁

轨数量为之前南站的3倍多。

萧山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火

车南站预计最快今年10月投入使用。建

成后的杭州火车南站，将成为杭长、杭甬

高铁的主要节点站，又是杭黄铁路的接

轨站。

目前途经杭州南站的铁路有6 条：沪

昆高铁杭长段、杭甬高铁、沪昆铁路、萧甬

铁路以及萧萧联络线、萧浙联络线，通达列

车覆盖宁波、金华、上海等各个方向。今后

随着杭黄铁路建成通车，杭州南站也将接

轨这条向西的铁路，直通千岛湖、黄山

等地。

让群众只跑一次，还是距离最短的一次

闲林街道：家门口就能查档案了
本报讯（通讯员 汤葛月

人 驻余杭记者 叶凤）“现在

家门口就能查档案，不用再

跑到临平了！”闲林街道万景

村腿脚不便的李大伯，近日

来到村级档案室查询婚姻档

案，没想到真的轻松快捷地

把事情办成了。而按照原先

的规定，查阅档案需要到50

多公里外的临平余杭区档案

馆才能进行。

闲林街道档案馆推行数

字化共享，将区、街道的档案

数据逐步延伸至村（社区）

后，村民们切实体会到了查

档用档带来的巨大便利。

查档过程仅需5分钟 民生档案数字化达100%查档过程仅需5分钟 民生档案数字化达100%

作为全市首家、全区唯一的省级示范乡

镇档案馆，闲林街道档案馆自2009年起开始

实行规范化管理，目前，馆藏包括民政婚姻、

建房审批、土地承包等各类型档案3万余卷，

通过数字化加工扫描，并上传至档案共享管

理软件。老百姓在进行查档服务时，只需登

入档案共享平台，读取查档人的身份证件，便

可在街道档案馆直接查询打印，整个过程仅

需5分钟。“在数字档案未实现之前，查阅档

案工作十分繁琐，有时候一份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老档案，需要找上半天时间。”闲林街道

档案馆管理员许建青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闲林的数字化查档工作

已经率先领跑余杭区各镇街，特别是查询

2000年之前的档案，全区19个镇街只有闲林

的老百姓不用跑到临平办理，在家门口就能

解决问题。据悉，闲林街道档案馆的民生档

案数字化已达100%。

创新思路“就近办”未来两年实现三级共享

与地铁5号线、11号线相连

南站走的是复古风

阔别四年，杭州火车南站年内回归！
驻萧山记者 郑丽华 通讯员 王国娟

这几天，火车南站车站主体建筑的玻璃幕墙
已基本安装完毕，站房、西广场部分主体结构也
已完成，一个大气、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火车南站
呼之欲出。

雨夜，185名“驴友”被困蝴蝶谷……
临安警方巧用微信锁定位置营救出山

救援队员在峡谷中搜寻。

救援队员搀扶着“驴友”安全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