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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植一片绿 春色满家园
又是一年春来到，植树增绿正当时。近日，裘村镇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及志愿者在莫家岙水库开展了义务植树活

动，努力营造全镇关心、全民参与城镇绿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植树现场，大家搬运苗木、挥锄铲土、挖坑下苗、扶树培土……个个干劲十足、兴致勃勃，顾不上一脚的稀泥、一身

的汗水，全心全意投入到植树活动当中。镇党委书记毛洁红更是不断叮嘱大家要按照规范操作，确保栽下一棵树、成

活一棵树。此次义务植树，共栽种楠木1000株、樱花20株、松树30株。看到经过忙碌后种好的一株株树苗整齐排列，

昂然挺立，萌发出盎然生机，大家都充满了喜悦之情。

图为义务植树活动现场。 通讯员 李琼

□通讯员 李琼 夏彦
本报讯 “作为今年全镇的一项改

善民生的重点工作，创建省级卫生镇不

但是优化人居环境、推进全镇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裘村自身发展的

迫切需要，这对于提升城镇建设管理水

平、提高整体竞争实力、增加群众幸福指

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前，裘村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裘尧辉说。

为贯彻区委区政府“六争攻坚”全力

攻坚、全面力争的要求，该镇近日召开创

建浙江省卫生镇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全

镇范围内正式吹响裘村争创省卫生镇的

号角。当天，全镇机关干部、各基层站所

负责人、镇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村（居）

书记共 100余人参加创卫工作动员部署

会。

据了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

要素越来越重要。创建省级卫生镇是裘

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民

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所需，也是大力推

进小城镇环境整治活动、提高裘村人民

群众文明卫生素质、倡导全民健康文明

生活的重要手段。

“全镇上下必须高度重视，迅速掀起

活动高潮，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发动群

众，扎实推进、务求实效。”裘尧辉要求各

责任单位、各办线要统一思想，把该项工

作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来抓，勇担工作

任务，确保今年年底前创建成功。

创建省级卫生镇是一项群众性、社

会性和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关系到城镇

管理的方方面面，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

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为此，该镇按照

“统一领导，层层落实”的方针，组建以镇

长为组长的创卫领导小组。同时，制定

创卫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计划和工作标

准，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办线。

“创卫是一个过程，即便创卫成功也

不意味着我们创卫工作的结束，更重要

的目标是形成全镇环境卫生的长效管理

机制，让保持环境整洁成为全镇人民的

自觉行动，从根本上提升我镇的卫生水

平。”该镇文卫工作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创卫工作主要分四步

走。1月至 3月为准备阶段。主要内容

是组织调查摸底与研究，逐项对照，找出

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拟定整改措施，细

化标准与责任分解，制定全镇创卫工作

实施意见与责任分解表。4月至 5月为

组织实施阶段。主要抓创建宣传不放

松，持续开展广泛宣传发动，提高全镇对创

建卫生镇的认识，并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结

合创卫工作，完成重点综合整治；抓好学

校、农商银行等镇区企事业单位卫生，加强

单位职工的健康知识教育和卫生知识培训

工作；不定期地开展食品卫生和公共场所

环境卫生大检查。6月至 8月为整改验收

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力量开展多种形式

的督查，并及时整改到位。邀请上级部门

进行模拟验收检查；做好创建工作总结，整

理好创建台账资料。9月至12月为巩固提

高阶段。不断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对达标

的不断巩固深化，未达标容易反复的工作，

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确保各项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管理，以扎实的基础，迎接上级验

收。

实干争先 齐抓共管

裘村全面吹响创建省级卫生镇冲锋号

□通讯员 李琼 谢良科
本报讯 日前，裘村镇残联在镇中心主要路段

悬挂宣传横幅 3幅，在镇宣传窗和示范村张贴宣传

画报，在人流较为集中的路口、村老年活动中心等向

村民发放爱耳宣传资料 100余份，包括优生优育、耳

病预防知识，宣传听力残疾预防和爱耳护耳知识，营

造爱耳护耳宣传的良好氛围。

活动吸引众多村民前来围观并学习相关知识。

针对一些村民提出的疑惑，镇残联工作人员现场予

以耐心细致的解答。这是该镇加强爱耳宣传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该镇不断加强组织领导，组织力量开

展宣传普及爱耳护耳知识和服务登记工作，以更好增

强全民爱耳、护耳意识，普及听力保健知识，有效减少

听力残疾发生，帮助更多的听力残疾人重建听力。

据悉，下一步，镇残联工作人员将针对配备有助

听器的听力残疾人，逐个了解助听器的使用情况，对

出现的设备损坏、电池用完、效果不佳等情况做好登

记，及时反馈给助听器服务单位，做好对接工作。

关爱健康从预防开始

镇残联强化爱耳护耳
知识宣传和服务登记

□陈大甫
从清凉寺遗址再往上，在碛镜溪源头两条山涧

交汇处的上方，有南宋王次翁的墓园。墓园规模宏

大，两道祭坛之上是墓庐，从左侧阶道上去，石墓门

赫然在目，上书“宋丞相王次翁墓”，墓门顶层为整块

石料雕成。进入墓门是一块五六十平方米的平地，

从后侧挡土墙高达五六米可以判断，这块地是山体

开挖而成，惜原墓已毁。王次翁有三个儿子，长子侍

御史王伯庠、次子宗正丞王伯序，死后葬于其父两

侧，所以王次翁墓其实是三墓九穴连在一起。

王次翁（1079~1149），字庆曾，号两河先生，他

是齐州历城人（今山东济南），北宋崇宁进士，做过道

州知州，靖康之乱后随宋室南迁，定居明州（今宁

波）。宋高宗绍兴年间，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

事”，相当于副丞相，他是个主和派，参与罢免岳飞等

三位大将的阴谋活动，最后害死了岳飞。

宋金议和后，王次翁任奉迎使，去金邦接回高宗

生母韦太后等被掳皇室人员。时值盛暑，北人畏热

惮行，沿途逐节逗留，韦太后南归心切，向金将高居

安借贷三千金作为犒赏，役夫得了赏金连天热也忘

记了，趱程前行，到了宋金边境，由于未得到秦桧指

示，王次翁不敢支付韦太后欠金将的借款，致使韦太

后在边境多滞留三天。

这三天里，太后度日如年，担心金人变卦不放她

归来，回到杭州后向宋高宗哭诉，高宗大怒要杀王次

翁，因秦桧求情才免一死，削职回宁波家中。绍兴十

九年（1149年），王次翁病故，赐葬奉化清凉山。

王次翁一门三进士，门庭显赫，但他党附秦桧，

一味主和，为后世所诟病。元时文章大家邑人戴表

元写有《过王参政墓下》一诗，诗云：“江左风流廊庙

人，荒坟抛与梵宫邻。多年羊虎犹眠石，败壁貂蝉只

贮尘。万古云山同白骨，一庭花木自青春。永思陵

下犹凄切，废屋酸风吹野薪。”明末清初史学家万斯

同在《过王次翁墓》中这样写道：“宋室奸人骨一抔,
游人唾骂几时休。恨无长剑开荒塚,截取枯骨献岳

侯。”而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史学家、文学家全祖

望在他的著作中不把他列入宁波望族。

王次翁墓多次被毁，其后人一再重修。明弘治

时修了一次，并在墓下方建永思亭。后墓又毁，清道

光十九年奉化浦口王裔孙再次重修，书“宋丞相王次

翁墓”。文革期间其墓又毁，王姓后人在原址建骨灰

坟三座，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次翁墓。时光过了

近900年，昔日规模庞大的墓园已经变成荒坟。

王次翁虽说奸佞，但不是陷害岳飞的首恶，而是

杭州岳王墓前跪着的四人：秦侩、王氏、张俊、万俟

卨，因此王次翁死后朝旨有“赐葬”两字。

王次翁的墓地确是风水佳绝，这是他生前请风

水师走遍宁波各地才找到的，称“美女照镜”。在天

气晴朗时，人站在墓前向前方远眺，目光越多处山峦

可见一圆形水面，波光粼粼，大如团匾，极像一面镜

子，但若向左、向右或向下移动几步，就看不见这面

镜子了。根据方位推测，这应该是宁海县域象山港

中的一处海面。在这深山冷岙茂林修竹之中，能见

到这一奇特景观，真使人感到大自然的神奇，每年都

有人来应家棚清凉山寻访“美女照镜”这一美丽和充

满诗情画意的地方。

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墓道已经湮灭在历史的

烟尘中，现在只能算是竹林中的小道，沿途又没有标

识，因此最好由应家棚当地人带路。

应家棚村访古（下）

□通讯员 李琼 吕辉
本报讯 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的规

定和相关要求，裘村镇于近日顺利完成

2018年度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知识培训。此次新增培训企业 24家、复

训企业130家，共有154名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现场，奉化技工学校左老师讲

解了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

安全生产日常隐患排查等相关要求，并

结合近期发生的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等现

实案例，阐明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概念，分析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及日常

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知识。

通过培训，安管员们一致认为自己

在如何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日常检

查管理上理得清头绪，摸得着方法了，有

利于日后工作开展。同时，有助于企业

完善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增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安全法律法规意识。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154名企业安管员参加培训

□通讯员 夏日
本报讯 “近来，因为气候因素导致

我们奉化猕猴桃种植区发生猕猴桃溃疡

病，种植物遭受了损失，但我们通过浙江

林业大学专家的技术实践指导，促使猕

猴桃种植基地的作物疫情得到了有效控

制。”日前，宁波星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平告诉笔者，濒临灭绝的维C之

王“青皮红香”猕猴桃品种已经扎根在裘

村，目前生长良好，今年有望获得丰收。

今年，该公司在裘村镇政府、成人学

校的帮助下，引进了中国农科院科技工

厂化种植芽苗菜技术，使用了具有国家

专利的全智能微电脑发芽机，种子可在

物理生物促生作用下发芽。同时，引进

日本先进的活体益生菌栽培技术，让种

子在最短时间内吸收养分、发芽成长，大

大缩短芽苗菜的生长周期。

“宁波星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用

室内立体无土栽培创新技术，搭建四层

到五层，充分地利用了空间。”浙江林业

大学多位专家评价说，这种做法的最大

意义在于，可摆脱中国近半个世纪化肥

农药对土地的侵害，有效提高芽苗菜的

产量与收益，绿色有机芽苗菜将对人类

健康做出重大贡献。

该公司采用基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方式，总占地面积扩大到5000多平方米，

并根据芽苗菜不同种类生长特性，设有专

业的种子储藏室。芽苗菜产品近期已经

批量投放市场，受到不少客户的好评。

“要做好农业、做强农业、做精农业，

必须秉持以人为本理念，积极促进现代

化新型农业的发展。”吴平表示，发展绿

色、生态无污染的新型农业是他一辈子

孜孜不倦的梦想。为了邀请志同道合者

加入生态农业种植队伍，他们公司还为

生产技术人员提供优美良好的住宿环

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在

大家的努力下，相信我的梦想一定能实

现。”

宁波星隆农业:

不懈追逐“绿色梦想”

□通讯员 陈琼
本报讯 近年来，裘村镇马头村

依托“文化礼堂”的场所，做足“+”文
章，构建心家园，使农民群众身有所

栖、心有所寄，把活动场所提升为崇高

的“精神家园”。

“文化礼堂+实景课堂”，打造红

色教育基地。为不断拓展该村文化礼

堂内涵，2016年，该村在已有文化礼

堂、阳光学堂、文化长廊的基础上兴建

马头红色印迹馆。去年初，马头红色

印迹馆正式对外开放，其综合运用氛

围营造、问题导入、音像感化等教学手

法，让党员、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洗礼、在春风化雨中感受教育。

“文化礼堂+乡村旅游”，打造乡村

旅游基地。为进一步保护、传承和弘扬

马头古村文化，该村文化礼堂内定期举

办“滨海快乐季·民俗养生汇”旅游活动，

推出撬牡蛎、打年糕、趣味剪纸等民俗活

动，不仅加深了当地群众、游客的乡土

情，还让传统民间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丰富了人们的节日文化生活，让游客在

游玩中有所乐、有所思、有所悟，感受最

美好的体验。

“文化礼堂+文创基地”，打造文创休

闲基地。今年，该村引入新型文创旅游

综合体项目。通过综合开发利用乡村闲

置古建筑，建设集旅游宣传、产品设计、

休闲茶吧等产业于一体的新型农村文化

礼堂。同时，结合马头年俗文化节等活

动，计划举办各类文创产品发布等活动。

“文化礼堂+乡贤馆”，打造乡贤反

哺地。该村通过文化礼堂，将乡贤文化

融入其中。已落实一处近 400平方米面

积的独立院落，目前正在进行前期设

计。村干部表示，通过打造“文化礼堂+
乡贤馆”，既为乡贤服务家乡、奉献家乡

建立固定阵地，又在群众中培育知贤、颂

贤、学贤的社会风尚。建设完成后，计划

开展以“慈孝”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讲好

乡贤慈孝故事，推动形成“和合家风”。

做足“+”文章 构建心家园

马头村培塑特色助推文化礼堂提档升级

游在裘村游在裘村

燃气安全
执法检查开展

日前，裘村城管中队针对罐装煤气是否

符合相关标准，对辖区内店铺进行燃气安全

执法检查，并向店主进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

图为检查现场。

通讯员 丁仕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