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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姚震 励静静）蓄水池中的雨水
可以用来进行绿化灌溉，用大型
吸尘器对地下车库进行吸尘清洗
可以避免水资源浪费，每月一次
向保姆讲授节水小窍门，通过微
博、微信、QQ群等新媒体手段让
居民获取最新的节水消息……在

宁波的许多居民小区里，节水妙
招可谓层出不穷、各显神通，它
们也因此有着一个共同的金字招
牌——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

记者从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监
管中心召开的 2017 年省级节水
型居民小区创建工作会议上获
悉，我市又有 44个居民小区成功
创建成为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省级节水型居
民小区162个，位列全省第二。

我市 2005 年着手开展节水
型居民小区创建，是浙江省第一

个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在全国也
走在前列。12 年来，节水型居民
小区创建活动有力提升了居民小区
节水管理水平，提高了小区水资源
利用率，同时随着节水器具走进千
家万户，市民的节水意识得到普遍
提高，逐步养成了良好的节水习
惯。许多居民小区不但建立健全了
一整套节水制度体系，同时还把节
水工作纳入社区日常工作之中，为
我市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创建打下
了扎实基础。

据市城管部门介绍，我市省级

节水型居民小区创建工作目前已
经从城区延伸至县（市），去年宁海
县在红枫公寓小区开展了省级节
水型居民小区试点创建，通过雨水
收集池建设及家庭用水器具改造，
小区居民人均月用水量同比下降
14%，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近年来，我市节水全民创建范
围有序扩大，除了 162 个省级节水
型居民小区外，我市的省级节水型
企业（单位）有 65 家，市级节水型
企业有 20 家，市级公共机构节水
型单位有 80家。

节水走进千家万户
全市已有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162个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谢杰）点多面广、成因复杂、治理
难度大……面对当前治水之中难
啃的“硬骨头”，镇海区将每月 20
日定为“党员干部护水日”，1.5万
名党员作出“四带头、零排污”书
面承诺，全区党员干部活跃在治
水一线，不仅“撸起袖子加油干”，
而且快干实干巧干，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汇聚治水正能量。

镇海区、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共 85 名党组织书记把治水
剿劣纳入年度履职清单，分别领

办包干1至2个治水攻坚项目，通
过签订“军令状”、制定任务书、安
排时间表等方式，实行“挂图作
战”，带头破解难点热点问题，确
保剿灭一个、销号一个。

有人偷排污水，该如何第一
时间发现、整改？在庄市街道光明
村，50 名党员认领了监管排污口
的任务，在与江北区交界处的汇
头河等重点水域，7 个网格实行
重点区域蹲守制，基本实现村内
排污口监管全覆盖；每天定期蹲
守来回巡查，确保治水问题不再

反弹。
每条河段有不同“病症”，该如

何“对症下药”？招宝山保洁服务中
心党员发现，影响河道美观的，有时
不是漂浮垃圾，而是难以打捞的油
污。对此，党员们进行头脑风暴，最
终根据“海洋原油泄漏事故处理”方
法，找到了一种吸附性很强的丝绵
材料，放入河道后，河面上漂浮的油
污迅速被吸附，河水恢复洁净。

如何解决治水“一阵风”的问
题，让治水可以常态化进行？招宝山
街道探索治水志愿服务积分制，按

照“河小二”在辖区内参与剿劣的次
数、成效等进行分类积分。其中，专
门分列“专项积分”，将青年志愿者
的特长与治水中相关环节结合，突
出“专业服务”“实效服务”，大大提
高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镇海区 1164 个党
支部围绕“清河道、美家园”“治
污水、零直排”等主题，组建 83
个党员志愿服务团队、督导小分
队，认领“五水共治”责任岗 490
余个，开展“剿劣攻坚”专题活动
300余场次。

镇海万名党员汇聚治水剿劣正能量

通讯员 余纪轩

“奢则财散，俭则财聚”“广置田
园，不如教子为善”“不贪则百祥来
集，贪则众祸生”……最近，前去余
姚市黄清堰村严氏宗祠寻访东汉高
士严子陵的游客发现，村道两旁墙
绘砖雕焕然一新，三十三条子陵公
遗训图文并茂，整体亮相，成为村里
的一道独特风景。像黄清堰村这样，
把过去沉寂在泛黄谱页里的家训重
新“捡”起来，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的
做法，在余姚蔚然成风。

柿林村：
“忠清”兴村六百载

“‘忠清’二字是我们村的传家
宝，这次村民推荐你们当了村干部，
更要做到为人忠诚，为政清廉，打起
实干兴村的十二分精神。”最近，在
新村委班子碰头会上，大岚镇柿林

村党支部书记沈炳荣向 4名刚入选
的村委会干部提出了履职要求。

作为深处四明山腹地的传统古
村落，柿林村内有一个两百多年历
史的沈氏宗祠，叫“忠清堂”，堂名取
自提醒沈氏后代为人忠诚、为政清
廉的祖训。全村三百户人家就一个
沈姓，村内一口六百多年历史的古
井相传为始祖沈太隆开凿。用沈氏
后人的话来讲，对这口井、这个村，
仿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般。因此村
民守护这片青山绿水，不仅使这个
村成了国家4A级景区，而且也是多
年来远近闻名的“文明村”。这文明
的基因，沈氏祖训功不可没。

王阳明故居：
家规教育成时尚

“对不起，现在只能接受团队预
约，要增加现场授课环节需至少提前
三周报名。”这是王阳明故居讲解员方

敏在接听预约电话时说的最多的一句
话。去年，该故居增设“至善堂”“传习
苑”两个阳明家规现场教育点，邀请阳
明学学者给参观团队现场讲解姚江王
氏家规。一时间造访者纷至沓来，年参
观人次由过去的不到5万猛增到16.2
万。“到故居聆听阳明家规”成了当地党
员接受家规教育的新时尚。

除了王阳明故居，余姚市纪委
还把大岚镇柿林村、严子陵故里、蒋
梦麟故居等教育场所进行资源整
合，推陈出新，推出以“红色基因+
传统家风”为主题的“一馆五基地”
建设，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洁自律教
育提供现场教学路线。仅去年，六个
教育点接待当地团队预约近 2600
个，受教育4.8万余人次。

华家村：
蒋氏家风共传承

近日，黄家埠镇党员干部的微

信“朋友圈”被这样一组照片刷屏，
组图显示的是该镇华家村一些村
民在自家门口秀门牌上的家规，照
片的主人公多为村里的党员。

华家村是余姚兰风蒋氏的故
里，先祖宋代御史蒋岘把“勿欺心，
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作为处世
格言，并作为家训传教后代。后来，
蒋氏后人把这十二字家训刻在“四
勿”公碑上，立在“四勿祠”内。如今，
不仅这里的蒋氏后人继承了传统的

“四勿”家训，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
民一起“重拾家训”：“和为贵，学在
前”“与人为善，与友为邻”……一块
块给自家立的家训，自豪地挂上了
墙头，赋予了这个千年古村新的时
代气息。

“好家风才能带动好民风。作
为姚江王氏的后裔，像王阳明倡
导的‘致良知’，还有‘厚亲邻’

‘务本业’这样优秀传统家训更要
大力倡导，我们正在考虑在村规
民约修订中增加恪守传统家规、
倡导乡风文明的约定。”鹿亭乡李
家塔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王伟
丰对村里的家风建设提出了自己
的设想。

余姚：好家风 润四明

▶ 昨 天 ，
宁波中华纸业
有限公司和海
曙区段塘街道
小漕社区志愿
者一起来到鄞
奉路消防中队
开展端午节慰
问活动。

（徐 文 杰
舒宵翔 摄）

▲昨日，在江北湾头社区博
物馆里，湾头幼儿园的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体验了端午祭祀典
礼。 （崔引 摄）

▲北仑区浃江知行社近日举行“躬亲耕作，乐在端午”活动，来自辖
区的百名小朋友通过学插秧、抓泥鳅、挖土豆等农耕体验，了解端午时节
的农事活动，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索向鲁 厉晓杭 摄）

乐在
端午端午

本报讯 （象山记者站陈光
曙 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黄薛
栋）现场观摩、讲座、志愿服务……
近日，象山县 112名党员来到茅
洋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了
一次不同寻常的党内组织生活。

“没想到党内组织生活能如此生
动！”面对党员的感慨，基地负
责人也连称“没想到这么受欢
迎”。

两个“没想到”，正是象山
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带来的
成效。今年，该县根据中央、
省、市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部署要
求，以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为主抓
手，提早谋划并制定出台《关于
进一步严格党内组织生活的若干
意见》，着手打造一批开放式组
织生活基地，探索创新组织生活
形式和载体。

据介绍，这批基地就像“餐
馆”，通过调查问卷、座谈等形
式，为辖区党员量身定制组织生
活“菜单”。党员以基层党组织
为单位“按需点菜”，申请后来

基地参加组织生活，并可随时对组
织生活内容提出改进意见。目前，
该县已有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12
个。受基地“点菜”式组织生活启
发，象山天安集团党委为丰富企业
党员的组织生活，也在全县非公企
业中率先打造了组织生活基地。

在推行开放式组织生活的同
时，象山试点实行党员“红黄灯”
管理：根据党员参加“三会一课”
出勤情况、志愿服务以及配合中心
工作情况等模块，每季度由党组织
进行打分，80 分以上的党员给予

“红灯”表扬，60分以下则亮“黄
灯”警告并在支部范围内进行公
示。党组织还要对“黄灯”党员进
行集体谈话，并委托“红灯”党员
予以一对一结对，帮助其整改，从
而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丹
西街道仇家山村村支部书记王世新
告诉记者，自该村推行党员“红黄
灯”管理以来，党员参加“三会一
课”的到会率达到95%，同比提高
10%，“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村事
务上来，村风民风得到进一步改
善，整个村庄更加和谐了。”

打造开放式基地 实行亮灯式管理

象山着力提升
基层党组织活力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薛丛川） 上周，鄞州区与江西
上饶德兴市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围绕教育发展、师资提升、教科
教研等方面开展教育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鄞州区将帮
助德兴市开展名师结对培养，利
用本地名师资源采用研训一体化
的培训模式，为德兴市培养学科
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每年至少安
排 20 名优秀教师，通过网络交
流与实地接触相结合的形式，开
展相互听课、共同研讨、共享教
学软件资源；建立名师工作室，
共同开发精品课程和校本教材、
开展教改实验或课题研究。

鄞州区还将为德兴市开展
不少于 400 人次的教师集中培
训。双方互派人员开展集中培
训，帮助德兴市教师提高专业水
平。

据悉，鄞州每年派出至少

10 名骨干教师赴德兴市开展短期
送教活动。德兴市每年可选送校级
领导、中层干部或骨干教师赴鄞州
区开展以“影子工程”为模式的交
流挂职活动。同时，鄞州区帮助德
兴市搭建远程网络平台，组织远程
教研，实现网络研修，让德兴市教
师足不出户通过网络视频与鄞州教
师进行同课异构观摩、研讨或专题
研究论坛与沙龙。开辟远程课堂，
实现网络互动教学，让学生通过网
络视频直接参与另一方名师的课堂
教学。

鄞州区将充分利用学前教育发
展优势，构建有效的教学、科研以
及内涵提升帮扶方案，力争通过三
到五年的努力，帮助德兴市建设一
大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品牌幼
儿园。此外，双方还将共建姐妹学
校。每年开展互访活动，相互共享
学校文化品牌建设经验、校本课程
体系建设资源。

向革命老区输出优质教育资源

鄞州与江西德兴
开展教育帮扶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仇丹娅）日前，经省农业厅批
准，宁海县成功创建省级柑橘产
业示范性全产业链。该产业链通
过“引进培育优良品种、打造无公
害产品基地、扩充仓储冷藏容积、
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实现柑橘产
业“从一粒种子到一罐罐头”全覆
盖。

近年来，宁海县深入挖掘柑
橘特性，通过引入“宫川”“大丰”
等品种并嫁接，成功培育省林木
良种“由良”改良品种结构；契合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大棚和节水农
业，改善生产基地设施；以“奖代补
贴”激励培育 3 家省级柑橘农业龙
头企业，提升柑橘产品附加值。

截至目前，全县柑橘基地通过
无公害产品认证8个，拥有1个绿色
食品柑橘产地；柑橘总认证面积
2.06万亩，已建成加工仓储能力 2.5
万平方米，冷藏保鲜容积 2万吨，大
型精选包装生产线3条；原料加工比
70%以上，加工产值比超过21，年加
工出口柑橘罐头超过 4 万吨，出口

“陈皮”占领日本市场70%以上。

宁海成功创建省级
柑橘产业示范性全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张昊） 宁波市
道德讲堂总堂第五十七讲昨日在
市图书馆报告厅开讲，本次道德
讲堂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主
办 ， 宁 波 大 学 园 区 图 书 馆 承
办，主题是“缘聚教育情怀、
定格青春色彩”，通过开场三
问 、 欣 赏 和 学 唱 《公 民 道 德
歌》、主题报告以及交流讨论等
环节，让人感悟道德的力量，弘
扬爱岗敬业精神。

活动中，我市第 8批援藏干
部、宁波市教育局团工委书记、
现挂职西藏比如县教育体育局副
局长的杨周宏用深情朴实的语言
分享了援藏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
滴。作为一名 80 后，杨周宏既
是单位的骨干，也是家庭的顶梁

柱，去年 7月，他从东海之滨来到
雪域高原，克服 4000 多米海拔带
来的剧烈高原反应，克服对家乡亲
人的思念，投身新的岗位。援藏半
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共享蓝
天”爱心书“漂流”活动，为藏区
输送爱心图书 3万余册；公益众筹

“思源水井”7口，解决了4所学校
5000 多名学生的饮水问题；为帮
困脱贫，开展“一米阳光”贫困学
子结对助学行动；为改变比如县教
育生态，组织全体校长、园长赴宁
波驻点培训，这是藏区老师第一次
走出高原到外地学校蹲点学习。

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称赞杨周宏的不平凡经历给人以震
撼和启迪，道德讲堂活动是一次难
得的精神洗礼。

聚焦师德师风建设

市道德讲堂总堂
第五十七讲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