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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站在那里，就是一种成功》后续

亚运经验复用提升
通信服务精益求精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启

幕，中国电信作为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

将充分借鉴杭州亚运会以及历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保障的成功经验，高标准高质量地开展

各项通信保障工作。

优化关键基础网络设施。十年匠心筑

网，中国电信已在乌镇区域打造了高品质的

光纤宽带网、高可靠的 WiFi、高性能的 4G/

5G等精品网络，助力数字乌镇乘“云”而起。

截至目前，中国电信所有通信网络均调

整到最佳状态。乌镇景区、互联网国际会展

中心、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云舟宾客中心、

堤上酒店等核心场所均具备双路由光缆接

入。乌镇总出口带宽提升至200G，各类场馆

互联网带宽能力较往年提升2倍，各类媒体直

播宽带均实现万兆接入。4G/5G网络全覆盖

和深度覆盖乌镇区域，重点场所5G上下行速

率达双千兆。WiFi 核心设备防火墙升级为

RBM+VRRP 组网模式，网络容灾能力大幅

提升，WiFi稳定性和覆盖区域进一步加强。

确保重点区域网络稳定。中国电信完成

了乌镇重保区域内 11 个机房的全量设备端

口扩容，光缆覆盖到各个接入点位，可即时响

应党政军、媒体等重要客户各类专线需求、24

小时内开通。同时，聚焦涉及乌镇峰会的机

楼、机房等云网基础设施，通过全面梳理和地

毯式排查整治，消除网络隐患。

重点防范云网护航
网络安全万无一失

网络安全是世界互联网大会通信保障

的重中之重。中国电信按照大会主办方部

署要求，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重要客户三

个方面着手开展网络安全防范工作，以先进

的云网安全产品护航网络通信的安全性、可

靠性。

确保网络安全万无一失。中国电信按照

“网络不能断、系统不能停、数据不能泄露”的

总要求，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专项应急预案，全

面启用安全大脑、网信安综合管理平台等自

研系统，定制乌镇峰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页

面，加强重要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和

监测，统一指挥调度各单位对各类安全事件

的快速研判和高效处置。

确保信息安全万无一失。中国电信坚持

“预防为主、应急为辅”的原则，强化处置效

率，开展 7×24 小时互联网违法不良信息监

测。对涉及内容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的

自有网站、App、系统平台，营业、办公等场所

的 LED 屏等宣传媒介开展责任清单梳理、信

息内容排查，杜绝违法违规信息。

确保重要客户通信万无一失。根据客

户在乌镇峰会期间的业务需求，中国电信充

分利用云堤及域名无忧等网络安全产品，加

强重要政府网站、重点新闻网站的安全保

障，有力防范大规模 DDOS 攻击、域名劫持

等事件。

此外，中国电信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专

职提供通信业务咨询、紧急业务开通、重要信

息通信保障等服务，满足乌镇峰会前期及期

间政企客户的紧急需求；通过升级线上线下

“窗口服务”，启动特别服务专席，确保广大用

户需求处理快响应、快解决，让来自国内外的

参会嘉宾都能畅享电信网络，体验乌镇水乡

智慧生活。

十年筑网向“数”而行 数字乌镇乘“云”展翼

中国电信精益求精保障世界互联网大会

2023 年世界

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将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桐乡

乌镇举行。今年

是“八八战略”实

施 20 周年、“数字

浙江”建设 20 周

年，也是世界互联

网大会乌镇峰会

举 办 的 第 十 年 。

在这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上，中国电

信浙江公司聚合

企业力量，确保以

“万无一失”的信

息通信保障为“乌

镇 十 年 之 约 ”献

礼。

本报记者 周夏林

通讯员 冯洁 作萍

“涛涛能上学了！我真

的太开心了！”姚传华一连说

了五六次谢谢。

17 岁脑瘫少年涛涛摆

摊卖爆米花尝试自立的故事

火遍全网，令无数网友动容

（此前本报连续报道）。这个

男孩要强得让母亲姚传华心

疼：爆米花要自己做自己装，

卖不出去会责怪自己，“他那

么努力，就是想证明他可以，

他能做到”。

虽然这阵爆红，但姚传

华对未来还是抱有清醒的认

识：流量是一时的，最重要的

是教会涛涛独立，毕竟以后

他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涛涛因小时候颠沛各地

没怎么上过学，这事情其实

也一直压在姚传华心里。昨

天，这对母子等来了一个消

息：通过潮新闻·钱江晚报

“记者帮”牵线，在萧山区教

育局的主动关心下，17 岁的

涛涛也许很快就有机会重新

学习文化知识了。

17岁脑瘫少年卖爆米花已坚持一周，萧山特教老师将上门评估授课模式

要让涛涛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本报记者 章然 文/摄 萧山区靖江镇第一小学校长徐华峰接

过了爱心接力棒：“其实我早想联系帮助涛

涛了，看了他的视频心里很有感触。这孩子

坚强，心气也高，不容易。我们一定会帮助

涛涛上学。”

本周四，徐校长将带着从事特殊教育的

老师们一起去涛涛住的地方：“先评估涛涛

整体的情况，再决定是送教上门还是让他来

学校就读。”

关于涛涛上学的事情，其实涛涛妈姚传

华已经想了很多年。“我们生活比较坎坷，我

是湖北人，嫁到安徽，孩子生在广东，后来又

到杭州打拼。”姚传华说，为了生存，他们捡

过瓶子摆过摊，孩子的上学问题慢慢耽搁

了。

涛涛曾在一所民办小学跟读过一年级，

但是“他身体不好，跟不上，走路常跌跤”，姚

传华说，那次尝试后她觉得儿子应该再也不

可能有机会读书，连学籍也注销了。

但在妈妈心里，涛涛有很多闪光点：懂

事、帮忙干家务、贴心。姚传华一直觉得对

儿子很愧疚，当年若不是难产导致孩子缺

氧，涛涛很可能不会脑瘫。

“他 17 岁了，只能认识简单的几个字，

名字也不会写。”姚传华曾多次试图寻找涛

涛受教育的机会，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

成功。现在有了徐校长的介入，真是了了姚

传华的一桩心事。

徐华峰校长介绍，1986 年开展的普特

融合教育是靖江镇第一小学特色之一。该

校下辖特殊教育融合中心 2 个班级，1 个辅

读班，针对 6~12 周岁的残疾小朋友开展教

育。1 个直教班，教育 12 周岁至 18 周岁的

残疾孩子。在班级里，脑瘫、“糖宝宝”（唐氏

综合征）、智力轻度障碍的孩子们，可以学习

基本的文化知识，掌握社会技能，以应对成

年后就业难题。

“比起健全人，这些孩子们学习速度较

慢，有的人 3 年才学习 50 个字但仍在坚持，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徐华峰说，经过经年累

月的学校教育后，他们的沟通能力、文化程

度都会提升。这些年，从班级里走出去的孩

子们都能自立，有的人去当洗车工，有的人

进入工厂制作雨伞。

提及涛涛，徐华锋有点心疼：“如果早一

点接受系统教育，涛涛整体状态会好很多。”

学校里有 3 位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老

师，会对残疾孩子们进行科学研判，对每个

学生度身定制教学方案。“中心文化类课程

集中一人一案分层教学，其他音体美等学科

与普教学生融合教学。”徐华锋说，本周四他

将带着这些老师们一起去看望涛涛，评估孩

子肢体协调、智力发展、交流沟通、生活自理

等方面的情况，结合孩子和父母的需求，确

定是送教上门或者进班就读。

“如果顺利，下周涛涛就可以上学，无论

是哪种模式进行学习，我们都将以年为单位

推进此事。”徐华锋说。

“我们一路从湖北过来，没有学校愿意

接纳他，感谢萧山区第一时间伸出温暖之

手。现在，涛涛有希望能重回校园，从学会

写自己名字开始走上自立的道路，真的太开

心了。”姚传华说，这是最开心的事，杭州是

福地，在这里他们一家人收到了好多热心人

的帮助。“我希望能一直在杭州生活，让家庭

越来越好。”姚传华充满期待。
靖江镇第一小学 受访者提供

涛涛做爆米花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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