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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海 莎 葛剑宁

“快乐出行，平安第一；过河
乘船，穿救生衣；人多超载，乘
下一班；恶劣天气，不宜乘船；
有 序 登 船 ， 遵 守 秩 序 ； 坐 稳 扶
好，嬉闹危险……”宁海县长街
镇岳井小学六年级学生郑富成边
穿救生衣，边熟练地背诵 《安全
乘船歌谣》。

与学校其他孩子不同，郑富
成等 29 名学生来自一水之隔的隔
洋塘村，每周乘坐渡船来往学校
与家里——这里是全省唯一的学
生专渡。护送他们回家的，是一
支由学校老师和港航海事街道等
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蓝盾护航
队”。

“2002 年 ， 由 于 学 龄 儿 童 减
少，只剩不到 50 人的隔洋塘村小
学被撤并到岳井小学。”校长叶兆
明告诉记者，这批孩子吃住都在学
校。最初几年，由学校老师张翎飞
义务护送学生乘坐渡轮回家。在张
老师的带领下，学校所有老师、街
道党员、港航海事等监管部门工作
人员纷纷加入，组成了这支义务护
送队。

岳井渡码头就在离学校不远
处，仅有的一艘车客渡“岳井渡壹
号”往来白礁水道。一年来，路岛
交通均等化改造持续投入近 200万
元，不仅加固码头，维修停车场，
更新警示标志标线，还增设了卫生
间、休息室等设施。“县里还专门
设立学生专渡，确保孩子优先上
船。”宁海县港航管理处副处长潘

慧和介绍。
下午 3 时，放学的铃声响起。

郑富成熟练地指挥比她小的孩子在
岳井渡口排好队，穿上救生衣。除
了背上的书包，孩子们手里还提着
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要带回家洗
的衣服。

护航队员有序分工，两名海事
执法人员迅速对“岳井渡壹号”实
施现场检查以确保船舶适航和船员
适任，港航执法人员也对岸基和船
况进行实地检查，不放过任何安全
隐患。志愿者和老师分别在码头前
沿、船头、乘客座舱引导小学生分
批次安全有序登船就座。

“小朋友们，不要到码头去玩
耍，到了船上也不能乱跑。”蓝盾
护航队队员小葛边给一年级的小朋
友穿救生衣，一边叮嘱。

“叔叔下周见！”“岳井渡壹
号”驶离岳井渡口，郑富成甜甜地
向护航队挥手。坐得整整齐齐的孩
子们一脸快乐，期盼着与彼岸的家
长团聚。在渡口，人们有序而安静
地等待着下一班航次。让孩子们先
走，村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

“每学期，海事港航人员都会
来到学校，为孩子们上水上安全知
识 公 开 课 ， 有 时 是 图 文 并 茂 的
PPT，有时是水上安全知识竞答和
互动小游戏。”叶兆明说。

“海事、港航部门每月都会开
展联合行动，现场登船检查，跟船
护航往返，开展安全宣传、服务乘
船百姓……保障船舶和乘客水上交
通安全，我们护航队风雨无阻！”
宁海海事处党支部副书记罗兆听对
记者说。

你的平安 我的牵挂

“海上摆渡人”风雨送学生

蓝盾护航队护送学生回家。 （刘波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吴
宾 许宇清）“一个单位定终身、一
个岗位干到底”，这是大部分机关事
业干部的真实写照，这种机制不仅
导致干部活力不强，还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中梗阻”现象。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江北区为打破“干部部门
化”现象下了大力气。从上月起，江
北区开始在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范围
内实施科级及以下干部交流工作，
为人才使用引来“一渠活水”。

记者了解到，两年前，江北就
开始试点科级及以下干部交流工
作，通过开展干部交流，盘活干部
资源、优化队伍结构、提高干部队
伍整体素质。当时的一次交流中，
107 名干部交流轮岗。从信访局交
流到电商创新园区管委会的陈宏亮
就在这样的“跨界”中迅速成长。
陈宏亮告诉记者，转岗后，他主要
负责园区建设管理局的招商工作。
在信访局工作时获得的“与人交

流”的各种经验，帮助他成功转
型。在陈宏亮努力下，截至去年
底，291 家企业入驻园区，注册资
本高达 9亿元。由于业绩出色，管
委会上个月安排他担任“专业招
商”岗位的团队长。谈到干部交
流，陈宏亮由衷地感慨：“感谢组
织给予的机会，让我能够充分发挥
自身的能力，能够在新岗位上得到
锻炼和成长。”

江北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基层一线和重点工作的“吃
重”岗位，是磨炼干部的赛场，更
是考验干部的“战场”。今年新举
措之一的“定向选派”，就是从干
部队伍战略储备角度出发，强调树
立重实干、重基层一线的干部导
向，把比较成熟的优秀后备干部直
接放到一线赛场上，促使干部资源
向基层一线、向重要工作岗位倾
斜，力争达到推进重点工作和培养
锻炼干部“双赢”的目的。

打破岗位壁垒 引得一泉活水

江北区打造干部交流机制激发队伍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张昊桦 周
旦 记者徐欣） 近日，笔者走进
江北阿东水果专业合作社社长陈
海栋的办公室，只见他悠闲地边
喝茶边点击鼠标控制葡萄园的施
肥和浇水。从电脑画面中可以清
晰地看到，葡萄大棚里有一名工
人在打理，葡萄果粒饱满，挂满

大棚。
“大棚里安装了智能化喷灌系

统和 360度高清监控探头，这样一
来，我在办公室就能看到葡萄的生
长情况，利用远程遥控，可自动检
测温度、自动灌溉施肥，还能实时
监控。”陈海栋笑着说。

据江北区农水局工作人员介

绍，阿东水果专业合作社是该区重
点示范基地项目，去年该局为阿东
水果专业合作社智能化监控喷灌系
统的安装提供了 50 万元市级补助
资金，占核定投资的45%。

如今，陈海栋 220亩的葡萄园
实现了自动化灌溉、自动化温湿度
检测。高科技设施既可以减少人工

投入量，又能大大提高种植效率。
这套智能化监控喷灌系统还能

控制化肥的流失，减轻对周边环境
的污染。

陈海栋告诉笔者，这套系统不
仅高效、环保，还使葡萄品质更
佳，未来他还将尝试用手机 APP
设置水肥程序。

智能化大棚助农民走上致富路

泰国咖喱饭、印度飞饼、日本
寿司……近日，镇海区实验幼儿园
举行“一带一路”美食文化之旅活
动。孩子们身穿“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传统服饰，将世界各地的美
食带到课堂上，在分享佳肴的同时
了解各国餐饮礼仪和特色文化。

（徐文杰 汤越 摄）

“一带一路”

美食之旅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北仑
记者站支鸣飞 通讯员卢江丽）
在水库边拾捡垃圾、向市民发放
治水资料、巡查重要排水口……
每到周末，北仑志愿者协会“五
水共治”大队长李巍的工作排得
满满当当，他已经连续多年坚持
做治水志愿者。

在北仑，像李巍一样的治水
青年还有很多。北仑区通过宣传
教育“一条线”、志愿服务“一张
网”、社会组织“一个圈”“三个
一”工作格局，积极动员全体市
民参与“治水剿劣”攻坚战。其
中，青年力量不仅是治水行动的
生力军，更是剿劣行动的护卫军。

治水一盘棋，没有人是旁观
者。白峰污水处理厂的胡龙斌以
厂为家，全心投入污水处理，凭
借着过硬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
感，从普通工艺员逐步成长为公
司技术骨干。7 年时间里，他提
出了大量治水“金点子”，完成多
项污水处理技术改造，不仅为公
司创造了效益，也为北仑治水作

出了贡献。北仑区青少年宫少先
队校外辅导员毛柳盛结合北仑治
水实际，改编了一首治水童谣，
歌词生动形象，朗朗上口，近段
时间在北仑区内中小学广为流
传。此外，他还创作了不少治水
宣传作品，如经典段子和绕口令
等，用青少年喜爱的方式宣传治
水工作。

不断丰富的活动载体，织密
志愿服务“一张网”。北仑深入实
施“保护母亲河”行动，组建治
水志愿服务团、治水青年突击队
等 20余支志愿服务团队，重点开
展“我为治水献一计”等节水净
水知识实践活动 60 余场。此外，
该区依托北仑志愿者学院，邀请
专业治水人士，对志愿者进行

“五水共治”基础知识培训，开展
“五水共治”志愿服务论坛等活动
20余场，累计培训2000余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区参
与治水活动的青年超过 2 万人，
为北仑治水铁军增添了一股青春
力量。

北仑两万青年助力治水剿劣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朱
娇娇 陈秦）鄞州城区内河剿劣工
程全面启动。笔者昨天从鄞州区城
管局获悉，鄞州区华茂学校支河疏
浚工程已率先开始清淤，接下来，
鄞州区还将陆续启动 41项剿劣工
程。

华茂学校支河疏浚工程南起
四明中路，北至冯江岸河，清淤的
河道长 1409米，总清淤量约 10835
立方米，主要采用人工清淤方式，
预计 6 月底完工。据悉，今年鄞州
区计划开展河道清淤工程 17 项，
河岸景观提升及绿化修复工程 16
项，河岸整治及栏杆修复工程 3
项，断面水质生态修复工程 5 项。
另外，将维修整治 63座截污井，84
座截污井实施远程监控整修与升
级，拆除3座废弃截污井。

下一步，鄞州区城管局将优先
开展 10个劣Ⅴ断面“一面一策”整

治工作，按照预先排定的剿劣计划
方案实施排水管网改造、截污纳管
工程及河道清淤疏浚和生态养护；
在断面下游设置生物滤床，进行脱
氮和除磷，避免水系河水交叉污
染；通过建立“微纳气泡复氧系
统+高效生态自由基+高效复合菌
酶修复剂”系统，提高水体含氧量，
加快微生物降解污染物效率；加强
应急处置效率，设立离岸污染物强
化吸附浮选系统，保证在较短的时
间内降低断面范围内河水中各类
污染物浓度。同时，加强劣Ⅴ类断
面的水质监测和数据分析，每月监
测两次并及时评价水质变化情况
和治理效果。

在此基础上，鄞州区将继续推
进水质养护全覆盖工作，9月前完
成新一轮水质养护招投标工作，继
续扩增水质养护河道条数、面积，
开启河道全面养护新时代。

鄞州内河剿劣工程全面启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鹭 通
讯员刘鹏程 路敏艺） 近日，宁
海明月家园北侧一处约 3700平方
米的工棚机声隆隆，多名工人来
回搬运石块和木料。“该处拆除后
将复绿，为城镇区块化‘三改一
拆’扫雷清障。”桥头胡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孙河军说。

近年来，宁海桥头胡街道对
海湾花园地块、明月家园地块、
眠牛山公园、黄墩公园进行了整
体拆除改造，总建筑面积超 6 万
平方米，投资超 10亿元。清一色漂
亮的套式安置房、宽阔的交通要
道、现代化多功能休闲广场……这
片城乡接合区域，今后将呈现出
崭新的气象。

顺 着 孙 河 军 指 的 方 向 ， 记
者 看 到 宽 阔 的 平 安 大 道 两 旁 ，
几 栋 高 耸 的 住 宅 楼 整 齐 划 一 ，

清爽漂亮。“这里以前是水产城
市 场 ， 不 但 存 在 乱 搭 乱 建 现
象 ， 而 且 污 水 横 流 ， 腥 臭 刺
鼻，严重影响了周边市民的生
活。”孙河军说，“通过地块开
发，该区域将令整个街道品质
提升一个档次，成为宁海县的
一张新名片。”

据桥头胡街道副书记吴忠介
绍，为了防止违建“复发”，街道
不断健全完善巡查管控机制，对
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实行网格
化监管，创新监管机制，天上无
人机，地下巡逻队，布下天罗地
网，确保新增违建零增长。与此
同时，桥头胡街道结合“大脚板
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专项活
动的要求，对“三改一拆”行动
创新性开展一系列工作，力保行
动落到实处。

桥头胡组团化推进拆改

本报讯 （通讯员胡启敏 施
莎璐 记者王博） 木雕、蛋刻、
烘焙、油画、扎纸花、黏土制作
……日前，鄞州区非遗馆前人头
攒动，下应街道“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活动正在进行。现
场，十几位民间手艺人纷纷“晒
艺”，传统与现代手艺“激情碰
撞”，让人们连连称赞。

手艺人柴晓敏的摊位被围得
水泄不通，人们聚精会神地看他
钩织虎头鞋。这些虎头鞋小巧精

致，鞋尖上的虎头憨态可掬。用
木头雕出水浒 108 将，在葫芦上
雕刻各式图案，用杂草编制螳
螂、蝴蝶……过去一年，下应街
道挖掘了一批“最美匠人”，并积
极搭建平台对传统文化和草根艺
人进行展示。

“我们的初衷是发扬这些草根
艺人的工匠精神，从而激发群众
文化创造力，助力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转型升级。”下应街道党
工委书记夏国芬说。

下应街道“一人一艺”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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