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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桥街道上陈村
何时征迁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

热线咨询，方桥街道上陈村何

时征迁？

回复：方桥街道办事处答复，

上陈村计划今年启动征迁，明年

正式签约，具体以公告为准。

居敬小学实验中学
体育场何时重新开放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居敬小学和实验中学的

体育场在疫情前是周边居民晚间

休闲散步的好场所，后因疫情原

因关闭，请问何时重新开放？

回复：区教育局答复，为减少

人员聚集和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

的风险，尽最大可能阻断疫情在

学校传播，保证全体教职工和学

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

教育部、浙江省、宁波市各级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或防控办的通知精神，学校体

育场地暂停向社会开放，因此，请

周边居民理解。一旦疫情过去，

接到上级通知后，教育部门在条

件允许情况下，会及时开放学校

体育场地。

农民失地保险
何时可买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我区农民失地保险什么

时候可以买？

回复：区人力社保局答复，目

前奉化被征地新政实施细则还在

讨论研究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仍在确认征地范围及标准，

待确认后全区统一实施。

“三电”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盗窃、破坏行为将受法律严惩！

本报讯（记者 何好斌 通讯

员 王钱燕） 5月26日上午，爱伊

美集团举行“520奉献生命之礼”

无偿献血活动，员工纷纷撸袖献

血，奉献一份爱心。

上午 8时半，爱伊美员工在红

十字生命之光志愿者的引导下，有

序排队填写登记表，进行健康体检，

并抽血化验。待检测合格后走上献

血车，挽起袖子捐献热血。据介绍，

爱伊美集团长期以来心系社会公益

事业，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鼓励全体职工参与献血，

用实际行动诠释企业社会责任和担

当，涌现出傅雄飞、周芳、王晓维等

一批献血明星，形成浓厚的“爱”文

化氛围。

“爱伊美集团将‘520’作为品

牌，组织员工捐献热血，奉献生命之

礼，希望这一品牌能继续坚持下去，

结出丰硕果实。”爱伊美集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期待这一份生命之

礼能够在奉城大地播撒坚强种子，

开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有

部分附近村的村民闻讯前来，积极

加入献血志愿者的队伍，用热血奉

献爱心。据统计，此次献血共计招

募献血志愿者 100余名，成功献血

61人，献血总量达20000毫升。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

61人献血20000毫升

5月25日，新城实验小学的43名学生来到区消防救援大队，跟着消防员穿戴消防战斗服、参观消防车、学习水带水枪灭火操法等。
体验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前往区消防救援大队三楼队史荣誉室参观。墙壁上一张张照片记录了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历史和消防员灭火和抢险救

援的光辉时刻，让孩子们印象深刻。现场还举办了有奖竞猜答题活动。 记者 黄嘉婷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

讯员 詹芳）5月26日晚，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举办“观电影 学党

史”活动，邀请全区百名老兵观看

红色电影《古田军号》。这些老兵

中有九旬抗美援朝老兵代表、区

首届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区红色

力量“铁血军魂”小分队成员以及

“点亮红星”残疾老兵代表等。

影片《古田军号》以古田会议

为原型，通过一个红军小号手的视

角，讲述了 1929年红军从井冈山

突围到达闽西后那段鲜为人知的岁

月，特别是到达古田后，毛泽东、

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古田

会议前后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

故事。

电影中红军战士不怕困难、流

血牺牲的英姿，特别是小号手牺牲

的场景，打动了很多在场的老兵。

“影片太感人了，我都忍不住掉眼泪

了。”于5月17日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70后”老兵王武德，观影结束

后还现场分享了观影体会，“一个个

真实的场景、一个个感人的细节让

人热血沸腾。”87岁的抗美援朝老

兵刘良成感慨：“好多年没进电影院

看电影了，特别激动。这电影让我

想起了年轻时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

情景。”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不同年龄

段但有共同军旅经历的老兵组织一

起观影，既增强了老兵的自豪感和

荣誉感，让老兵一起重温党史、学习

党史，也进一步加深对老一辈共产

党人初心使命的认识。

加深对老一辈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认识

百名退役军人观红色电影学党史

做一名“小小消防员”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来料

加工是一种“企业发包业务、经纪

人承揽调度、农户（加工点）按需

生产”的加工模式，其形式灵活，

能充分帮助农村闲散劳动力实现

家门口就业增收。近年来，区妇

联大力助推来料加工项目，并与

企业合作发展来料加工点及来料

加工女经纪人。

大堰镇地处山区，交通相对

闭塞，不少妇女赋闲在家，来料加

工让她们得以充分盘活闲暇时

间。目前在大堰镇共有 5个来料

加工点，位于常照村的宁波富发

工艺品有限公司内的“七彩巧妇”工

坊便是代表之一。

“一开始是熟人介绍入行，后来不

知不觉做来料加工已有10多年了。”大

堰镇常照村妇女主任徐绒珠称，宁波富

发工艺品有限公司依赖大量劳动力从

事手工产品组装，来料加工不仅为村民

创收，还解决了公司的生产力不足问

题，是一种双赢。

据悉，宁波富发工艺品有限公司已

发动上百人在家门口就业。2014年，

该公司在常照村“七彩巧妇”坊的基础

上设立爱心工疗车间，目前，在此从事

来料加工的精神残障人士已有24人。

巧手农嫂家门口就业

来料加工成山区妇女增收新亮点

本报讯 （王林威 通讯员

吴起 王贝贝） 5月21日，莼湖

街道矛调中心联合区妇联，依托

现有阵地，设立“家事门诊”维

权调解服务窗口，提供婚姻家庭

矛盾调解、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法律政策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等

综合服务，实现家事矛盾纠纷一

站式化解。

当天上午，“家事门诊”迎来“设

诊”后第一名访客。略带倦容的谢

阿姨向工作人员诉说自己的委屈：

“今年 2月，因发展建设需要，自己

村开始城中村改造，原本祖辈传下

的老房换新是一件喜事，没曾想老

伴与我在房屋安置及分房过程中发

生冲突，意见不合争吵不断，他甚至

还动手打我……”工作人员立即联

系谢阿姨的丈夫，对其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在窗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团队的反复调解下，谢阿姨与丈夫

关系缓和，两人愿意坐下来心平气

和解决问题。

据了解，“家事门诊”主要通过工

作人员敏锐的观察力和专业的洞察

力，精准把握家事矛盾关键点，对双

方当事人开展针对性的法律调解，以

法律条文和社会公序良俗为基准，合

法、合理、合情化解家事矛盾纠纷。

莼湖街道矛调中心作为奉化首

批建设试点，自去年 9月运行以来，

累计接待群众超过 1700人，矛盾纠

纷化解率达到 99.50%。下步，莼湖

街道矛调中心将逐步完善分流分类

处置机制，致力打造全区优质窗口

示范标杆。

服务群众维权调解

“家事门诊”一站式化解家事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