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石
4月份起，新修订的《宁波市住

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要逐
步建立和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多方参与的住宅小区基层治理体
系，这说明物业、业主、业委会、社
区的关系将更加紧密。

笔者发现，在生活中，不少小
区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并不顺畅，矛
盾的焦点集中在物业服务“质价不
符”。个别业主因为服务不到位拒
交物业费，而部分物业公司因为收
不齐物业费服务马马虎虎。笔者
认为，破解这种恶性循环，物业公
司要增强服务是商品的意识，业主
也要增强花钱才能买服务的意识。

笔者接触过不少物业公司，物
业服务行业的利润其实并不高，特
别是那些规模不大的物业公司，如
有一成业主因不满服务拒交费用，
便会使公司陷入“亚健康”状态，从
而降低了物业服务品质。从法律
关系来说，交物业服务费表现为合

同的履行，业主有享受物业服务的
权利，也有按时、足额交纳物业费的
义务。当然，物业企业要公开自己
的服务项目，在保证保洁、安保等物
业服务基础上，尽可能优化服务细
节，提升服务品质。小区业委会和
物业行业主管单位也可以通过考
核、星级评定等形式，来约束和督促
物业公司提升服务水平。

笔者认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
件下，业主和物业公司是社会服务
的买卖双方，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上
的契约关系。业主付费享受服务，
物业公司按合约提供服务。彼此履
行好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契
约精神的根本要义。相关部门要继
续引导、宣传，规范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破解这类恶性循环。

用契约精神破解物业服务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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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南地块征地二期
是否启动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溪口镇溪南地块征地二
期是否启动？

回复：溪口镇政府答复，溪南
二期征地未启动，目前也未收到
项目征收的通知。

圣墩盛园产权证
办理进度如何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岳林街道圣墩盛园产权
证办理目前进度如何？

回复：区投集团答复，房屋与
车位的初始登记证已全部办理完
成。目前办理地下产权车位转移
登记，材料已全部上报不动产登
记服务中心。

前胡村征迁安置房源
由谁提供

来电：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
线咨询，江口街道前胡村征迁安
置房源由谁提供？

回复：江口街道办事处答复，
前胡村征迁安置房源由区投集团
提供。

通讯员 张夏珍
登记核对人员信息、分配房

间、接听电话、心理疏导、为隔离
人员买药取物资……在松岙集中
隔离点，来自区投集团的 6位志
愿者组成了 2号楼综合组，负责
日常协调管理工作，每天上午 8
时到晚上 10时，他们尽心服务，
发挥好抗疫“螺丝钉”的作用。

4月12日下午2时30分，6名
志愿者到达松岙集中隔离点报

到，和前一组人员交接后，马上投入
到紧张的工作中。

当晚深夜，锦屏街道一批隔离
人员陆续到达集中隔离点，6名志
愿者各司其职，有的登记核实信息，
有的安排房间，有的与街道对接联
系，一直忙到了凌晨5时。

2号楼隔离人员最多时有 200
余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负
责接听电话的沈潮几天下来，嗓子
有些嘶哑了。“一天五六十个电

话，我也体验了一回客服的感
觉。”他打趣道。

隔离人员有时难免情绪波动，
志愿者还做起“心理疏导员”，不厌
其烦地解释相关政策，进行安抚。
有的隔离人员是北方人，提出主食
要吃馒头，生活上的需求志愿者一
一记录；有的牙齿痛、脸部过敏、拉
肚子……隔离点没有药的，志愿者
当起跑腿员到就近卫生院取来药。

一位来自山东的货车司机，因

为隔离还不上车贷，非常着急。志
愿者得知情况后，向司机了解车贷
详情，并电话联系到位于河北秦皇
岛的货车经销商，一边向经销商负
责人说明司机被隔离的情况，一边
联系医生给司机出具隔离证明，而
司机也写下隔月还款的承诺书。把
证明和承诺书快递给经销商后，这
位司机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当好抗疫“螺丝钉”
——区投集团志愿者松岙集中隔离点服务侧记

本报讯（记者 马乐乐 王
层裕 通讯员 方哲芳）记者从
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4
月19日起，市民乘坐公交车以及
进入公交场站，除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外，还需扫“场所码”并测温。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奉化公交
西站，进入场站前，工作人员提醒，
需要扫公交西站“场所码”并测温，
才可进入。在公交车前门旁，记者
看到了一张二维码，工作人员介绍，
这就是公交车“场所码”。目前每辆

车都申请了一个“场所码”，每个码
和公交车的车牌号相关联。乘客上
车前，用手机支付宝、微信或者浙里
办扫一扫相应的二维码，并亮码。

记者看到，在公交车的刷卡机
边上，安装了一台白色的小机子。

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车载智能测温
仪，乘客只需将手掌在摄像头前轻
轻一晃，即可完成测温。

对于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年人和学生群体，目前仍可以使用
纸质版“甬行证”乘坐公交车。

市民乘坐公交车需扫“场所码”并测温
老年人、学生可使用纸质“甬行证”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 通讯
员 葛江明 蒋国玲）近段时间来，
区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联企服务，
督促茶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规
定，保证生产加工环境卫生通风，同
时排摸外来采茶工人的健康码和核
酸检测情况。

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奉化
曲毫”已成奉化的一张城市名片。
区市场监管局创新工作机制，探索
全流程监管，保障茶叶质量，守好这
张“金名片”。

“好口碑可不能砸了。”谈及茶
叶销售，茶企负责人方谷龙的感慨
同样是市场监管干部的心声。近年
来，“奉化曲毫”走出奉化，销往全
国。茶叶爱好者沈女士称，电商平
台上买茶叶，图片看着很好，实际到
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还要担心
从哪来，用了什么肥料，长了多少时
间，这些弄清楚了，才敢放心购买。”

围绕销售环节发现的问题，市
场监管工作人员探索从生产流程把
关。目前，全区11家从事茶叶生产

的企业都已完成阳光工厂建设、激
活并使用“浙食链”。“通过‘浙食链’
与阳光工厂，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提到数字化监管的应用，
该局执法人员介绍道，“精准定位、
AI抓拍等数字化监管手段的应用，
我们点开手机‘浙食链’小程序，就
能看到企业车间动态，实现从原料
到销售的全环节监管。”

除了数字监管，针对违规生产、
无证小作坊等不合规生产行为，该
局组织辖区内 SC持证茶企负责人
及茶叶经营者开展专题培训，讲解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提高茶企从
业人员的法律法规意识。

此外，对于具备整改条件的无
证茶厂，该局通过提升生产环境，设
计合理生产流程；对于规模较小，生
产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茶
叶生产场所，帮助其获得小作坊登
记证。目前，我区已通过改造提升
获得生产许可证的无证茶厂 1家、
小作坊登记证2家。

护好“奉化曲毫”品牌

市场监管部门乐做茶叶品质守门人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通
讯员 奕超超 王思昱）“只剩下
最后 10分钟了，我们卡着点，把
你的生日过了吧！”4月12日晚上
11时50分，江口派出所的流调溯
源办公室内，民警应晨行眼看一
天就要翻篇，便急匆匆抱着一个
蛋糕，走到副所长王世存跟前。

当天是王世存 41 岁生日，
“好兄弟们”瞒着他准备了蛋糕，
仓促而温馨地陪他过了个生日。
王世存是江口派出所流调溯源小
组的组长，自宁波疫情多点散发
以来，连着半个月，他所领导的流
调溯源小组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与病毒较量。

和一般的工作不同，流调溯

源任务总是来得十分紧急和突然，
有时候是午间，有时候则是凌晨，组
员们或抱着电话问询或是奔走在弄
堂小巷，常常从天蒙蒙亮奋战到另
一个蒙蒙亮的天。

“找到人、找准人、找全人、快找
人。”这是他们始终挂在嘴上的话，
在王世存的精细统筹下，每个人的
特长总能和任务相匹配，整个小组
高效运作，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工作之余，王世存很关心小组
里的“兄弟们”，是个充满亲和力的

“王大哥”。稍微有些空档，他就催
促大家抓紧休息，时不时加油打
气。大家都说，有困难就找“王大
哥”，他会帮着解决。

当晚11时50分，眼看只剩下最

后10分钟，同事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应晨行捧着蛋糕“主动出击”。“啊
这，差点没绷住……”面对这个突然
而来的生日祝福，王世存很感动。

在一片“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
中，他许下了生日愿望——愿疫情
早日结束，让城市恢复往日的繁华。

又讯（记者 柳家欢 通讯
员 奕超超 李春月）“祝你生日快
乐”……4月15日晚上，在岳林街道
封控区的一个执勤点，街道干部、志
愿者、执勤民辅警一起为岳林派出
所民警卓包弘庆祝31岁生日。

当晚，是卓包弘连续驻守封控
区执勤点的第 6个夜晚。4月 9日
晚上，岳林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第
一时间进驻“三区”。卓包弘正是其

中一位，他和几位同事一起包下了
封控区的一个执勤点，24小时开展
群众服务、巡逻防控、秩序维护等，
与大伙儿一起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
铁壁。

“这个 8平方米的帐篷就是我
们的‘营房’，吃饭、休息、工作，一刻
都不能离开……”在执勤点，没有

“固定工作时间”，有任务就上，连续
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卓包弘十
分擅长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中，
他常常会收到群众的求助，送奶粉
或是送药，竭尽所能为群众排忧解
难。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他会定
期敲门问候，缓和情绪，排摸需求，
解决困难。

“愿疫情早日结束，城市恢复往日的繁华。”

公安民警的“疫”线生日

记者 康诗文
通讯员 汪家桐 竺盛涌
在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疫”线坚
守初心，用实际行动守好市民

“菜篮子”。
应急保供“夜行侠”

运营发展部的卓识奇，3月以
来，先后执行完成应急保供任务5
次，其中一次，近一个星期没有回
家。为了确保应急状态下及时将
暖心物资包送至需求方手中，加
上前后期的对接沟通环节，大部
分工作总是晚上才“开张”，这也

让他切实成为应急保供“夜行侠”。
在这之余，“夜行侠”卓识奇还

圆满完成平价菜供应点服务，利用
一周时间，为宁波市民带去了近 7
吨的平价小青菜。他表示，应急保
供不过夜，摸黑战疫情，应急保供
应，商贸速度需要靠大家一起发扬。

好脾气的“啰嗦”防疫劝导员
蔬批市场场区管理二部的陈斌

克服排摸环节中人流量大、人员性
质复杂的困难，确保健康信息登记
不漏一人，半天内完成 230人次排
摸。

抗疫期间，有部分经营户、搬运

师傅不配合佩戴口罩，不配合做核
酸检测，对陈斌的劝导不买账。在
陈斌一遍遍用有趣的口吻强调防疫
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这些人终究抵
不过他的耐心劝导，虽然直言他“太
啰嗦”，但是都戴好了口罩。

投身防疫一线的“胖主任”
蔬批市场安保部的余豪杰经常

往返于市场和属地街道，协助街道
做好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货车司机
核酸检测情况汇总登记，并及时通
知运输司机属地最新的防疫政策。
因胖墩墩的样子，被大家亲切称为

“胖主任”。

这位“胖主任”每天总带一包口
罩在身，为市场经营户、市民及时送
上口罩。

寒“疫”中的贴心人
蔬批市场门检一部的茅惠君，

是市场出口检票收票的一名“女
将”。阳春三月凌晨，天气依旧寒
冷，除了做好出门检票收票，她还时
刻注意短驳车师傅的口罩佩戴情
况，大家总能听到一句暖心诙谐的
提示语“师傅又忘戴口罩了吧，凌晨
天冷还能防冻”。在提示后，她还追
着送上准备好的口罩，这让短驳车
师傅直言真暖心。

守好市民“菜篮子”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疫情防控侧记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通
讯员 刘斌杰 胡琼琼）“这是我
和女儿的一点点心意，感谢你们
这些天来为我们做的一切，辛苦
了……”4月 18日晚上 7时许，在
岳林街道财富公馆7幢楼下的执
勤点发生了暖心一幕，居民孙琳
和女儿一起将 5个自制的“黏土

大白”送给了志愿者表示感谢。
18日下午，孙琳在刷手机时，无

意间从网上看到了“黏土大白”的造
型，就突发了动手制作的想法。“这些
天，看到医护人员、志愿者为了疫情
防控到处奔波，引导我们做核酸检
测、上门送物资，还帮我们解决各类
需求，很感动。”孙琳说，一说出这个

想法，女儿第一个举手支持，小小的
举动既是表达对工作人员的感激，也
对女儿的成长与教育具有深刻意义。

“‘三区’范围调整，终于可以下
楼向志愿者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历时3小时，5个“黏土大白”和5张
致谢卡纸制作完毕。晚饭后，孙琳
把这点“心意”送给了正在楼下执勤

的志愿者。由于前些天的医护人员
已“转战”别处，孙琳还通过抖音添
加好友，向两位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并委托志愿者将礼物转交给她们。

“收到居民的这份礼物，很意外
也很暖心，突然感觉这些天的志愿
活动很有意义。”来自大堰镇村镇建
设办公室的竺凡可说。

母女俩自制“黏土大白”
感谢志愿者医护人员无私付出

昨天，记者来到位于尚田街道广渡村的奉化光良四季园农庄，农庄10亩
樱桃成熟开摘，200棵樱桃每棵产量25-30公斤。自4月17日开摘以来，农庄
每天游客在20人左右，预计到本周末将迎来采摘高峰。

记者 王红雨 通讯员 尚媛

本地樱桃开摘
本周末将迎来采摘高峰

本报讯（记者 邬诚挺）自 4
月 17日 6时起，岳林街道“三区”
范围调整，部分道路解除临时封
闭管理措施。为保障做好疫情过

后的路侧停车秩序，自 4月 19日 11
时起，我区部分道路收费泊位及部
分停车场恢复收费。

本次恢复收费的泊位具体涉及

桥东岸路、金晖路、金峰路、新丰
路、竹园路、中园路、锦庭路、桃
源路、十亩亭弄、惠政路、聚晖
路、银峰路和原炒货市场停车场、

岳林广场地下停车场、东门广场地
下停车场。

部分道路收费泊位恢复收费
部分停车场同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