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霹雳舞、机械舞、爵士舞……这两天，来自中国、韩国、马来西
亚、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近400名街舞爱好者及专业选手齐聚镇海区招
宝山街道，共同参加2017“宁波新城吾悦杯”招宝Dancing全国街舞嘻
哈艺术节。据了解，与往年相比，本届赛事首设少儿组比赛，上百名来
自 全 国 的 少 年 舞 者 同 台 竞 技 ， 为 观 众 带 来 了 一 场 视 觉 盛 宴 。

（徐文杰 汤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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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周琼 通
讯员任社）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部门
获悉，上月起，我市开始试点医保
门诊“按人头付费”。目前江北慈
城镇卫生院成为我市首个医保门诊
按人头付费试点医疗机构，卫生院
8606 位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成为首
批试点人群。

市人力社保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以往，宁波医保门诊实
施的对某一家医院发生费用按项目
或按次均付费方式。这种结算方式
医生的工作量好计算，但较少关注

病人在其他医院的费用发生情况，
这 一 定 程 度 上 助 长 了 “ 小 病 大
治”。探索基层门诊的“按人头付
费”，是将参保人员的门诊医疗费
用与基层医疗机构和签约医生收入
相关联，让基层签约医生提前介
入，让参保人员早预防、早检查、
早发现、少吃药。

“按人头付费”究竟给患者看
病带来了什么变化？江北区卫计局
副局长杨振宇解释：慈城镇家庭医
生签约居民按照“人头”计算医保
金额，不再按项目付费计算。按照

医疗费用“超额分担、结余分享”
原则，每个签约居民当年发生的医
疗费用超出医保定额的，超出部分
由慈城镇卫生院支付，低于医保定
额的，结余部分费用将按一定比例
返还慈城镇卫生院。杨振宇分析，
财政补助和医保支付按看病“人
头”，而不是单看就诊人次和开药
的数量，这一改革势必会带来两大
变化：其一，医疗机构会尽可能地
帮助每一个患者控制医疗费用，从
而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减
少“小病大治”；其二，医疗机构

只能通过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
质量来吸引病人就医，从而引导更
多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实施首诊。

按试点改革相关规定，按人头
付费方式适用于门诊医疗费，住院
和门诊特殊病种治疗费用暂不实
施 。 市 区 职 工 医 保 参 保 人 员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开始试点，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自 2018年 1月 1日
开始试点，试点时间分别为一个医
保年度。一旦试点取得成效，医保
门诊将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的支付
方式，推进新的医保支付模式。

拒绝“小病大治” 减轻患者负担

我市试点医保门诊“按人头付费”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薛丛川 吴江宏） 记者近日从鄞州
区教育局获悉，备受关注的中河街
道 2017 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录取工
作已进入公示和分流阶段。今年，
除堇山小学外，中河街道范围内的
其他小学都能满足学区内户籍学生
的入学需求。堇山小学有 125个适
龄儿童需接受分流。

今年秋季，中河街道内的华泰
小学东校区新投入使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中河街道小学入学的紧张
态势。经学区调整，中河街道范围
内的宋诏桥小学、华泰小学、中河

实验小学、东湖小学学额都能满足
学区内户籍学生的入学需求。

堇山小学今年新生爆满。一年
级新生经报名验证确认，最终确定
报名的户籍适龄儿童有 575人。而
2017 年堇山小学能够招录的一年
级新生为10个班级共450人。根据

《中河街道 2017级小学新生招生公
告》有关要求，堇山小学已按序完
成拟录取 450人，适龄儿童户籍迁
入时间截止到2016年4月26日。

根据此前发布的招生预警公
告，无法接纳的 125名户籍适龄儿
童将接受分流。充分考虑家庭远

近、家长接送方便，尽量减少分流
带来的不便，中河街道采取多校选
择形式，拿出有空余学额的宋诏桥
小学、华泰小学东校区、中河实验
小学、东湖小学 4所优质学校供家
长选择。

分流时间定于 6 月 12 日、13
日两天分批次进行，分流的方式按
批次以适龄儿童入户时间先后顺序
作为分流优先，选择 4所接受分流
小学中的一所，直至接受分流学校
学额满为止。

整个分流工作由鄞州区鄞源公
证处公证，并成立由区教育局、街

道纪检、新闻媒体、校务理事会、
家长代表组成的分流工作监督小
组。

中河街道各小学的正式录取时
间在6月16日、17日两天。

需要提醒广大家长的是，堇山
小学 2018 年、2019 年新生入学的
户籍适龄儿童均已达到 500人，超
过每年 450人的招生规模数，2017
年 1月份及以后迁入户籍的适龄儿
童可能面临分流。购房迁户的需谨
慎。

宋诏桥中学今年生源爆满，初
一新生的分流工作也即将展开。

堇山小学125名新生接受分流
4所小学供挑选

本报讯 （记者陈飞 通讯员
兰卫国） 喜迎宝岛嘉宾至，姚台
邻里一家亲。昨天上午，来自台
湾南投县的竹山镇参访团 41名台
湾同胞在余姚参加了 2017“姚台
邻里节”开幕式。

欢快的锣鼓舞，新鲜可口的
余姚杨梅，现场书法题字，东道
主和来自宝岛的朋友们一起举行
了互动联欢。宁波与南投开展交
流以来，两地基层民众互动频
频。本次邻里节期间，来访的 10
位台湾村里长与余姚部分社区负
责人欢聚一堂，交流社区管理经

验，开展民间基层联谊。
“基层社区交流是一种很好的

两岸民间互动形式，可以使大家
了解两地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提高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
感。”南投县竹山镇福兴里里长林
哲政说。

据了解，参访团此行还将赴
象山、宁海等地走访考察，进一
步了解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参加两地村 （社区） 里发展座
谈会，为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
离，增进共同认知，今后进一步
扩大两地基层民众交流奠定基础。

“姚台邻里节”开幕
台湾南投基层里长参访团来甬交流社区管
理经验

本报讯 （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赵琴） 面对即将到来的梅雨
期，连日来，宁波供电公司迅速
出击，结合去年迎峰度夏用电情
况以及抗台应急薄弱环节，组织
人员对变电站、电缆隧道、重要
线路等电力设施开展专项整治，
为我市电网顺利迎峰度夏做好准
备。

近日，在江北洪塘一处 500
千伏高压线路旁，宁波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利用激光雷达无人机进
行三维全景飞行建模，精确掌控
线路运行环境，排查线路安全隐
患。

当日上午，一架无人机轻巧
升空，盘旋在 500 千伏高压线路
上空，执行排查任务。宁波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春
夏季节树木生长旺盛，高压线路
很容易因植物超高引起故障跳
闸，有些线路杆塔位于高山大
岭，仅靠巡视人员很难在迎峰度
夏前完成排查与清理，而利用激
光雷达无人机拍摄的高清数据，
能快速获取与高压线路安全距离
不足的植物、房屋、施工危险点

隐患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为电网
迎峰度夏扫清障碍。

在海曙区南郊路附近 220 千
伏澄浪电缆隧道内，电力工作
人员利用检测仪对隧道内自动
水位监测器、抽水装置进行测
试，并对排水孔、堵水点进行
全面检查，同时排查线路安全
隐患，确保我市电网在汛期安
全运行。

在象山，15 名电力工作人员
正对往年受台风影响严重的线路
进行巡视，并对线路通道附近易
吹起的塑料大棚、广告横幅、垃
圾场等漂浮物进行深度排查，督
促业主做好加固等措施。

据了解，今年 6 月 15 日起，
我市电网正式进入迎峰度夏期。
目前，宁波供电公司各项迎峰度
夏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开展，现
已排查各电压等级线路 4280 公
里，清理超高植物 3906 棵，为
142 条线路安装避雷器、防鸟盒
等措施，开展红外测温、检修、
消缺工作 116 次，切实保障了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市民在夏
季用上安心电、放心电。

供电部门
全力备战迎峰度夏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胡敏） 9 日刚刚卸任的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前党委书记、所长崔
平加入宁波诺丁汉大学担任副校
长一职。昨天，宁波诺丁汉大学
执行校长陆明彦教授宣布这一任
命。

据悉，崔平博士将加入学校
管 理 层 ， 负 责 学 校 区 域 计 划 、
创新和发展，同时作为李达三
材料科学首席教授，引领该领
域内教学和科研的提升和突破。
任命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正式生
效。

崔 平 ， 研 究 员 、 博 士 生 导
师，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
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2004 年初，崔平接受科学院委派
到宁波筹建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十三年来，她带领团队紧紧围绕
浙江产业发展需求，紧紧围绕我
国科研成果转化难题，将研究所
打造成为集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科技服务、人才培育、企业
孵化于一体的新型的创新研究机
构，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影响力与日俱
增。

崔平个人也获得中国产学研
合作促进奖、全国总工会优秀工
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务院
特殊津贴、宁波科技创新推动
奖、宁波市首届十大杰出女性和
巾帼科技英才等殊荣。

崔平出任诺丁汉大学副校长
此前刚卸任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长

近日，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
学校的“屋顶农场”迎来一批

“小农夫”。
面对等待收割的麦穗，同学们

有喜有忧，喜的是马上可以亲身体
验收割麦穗了，忧的是第一次劳
作，不知道该如何收割。但同学们
的担忧，很快便在园艺老师传授割
麦穗的技巧后烟消云散了。

收割开始了，同学们有的拿着
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麦穗，有的端
着小箩筐将剪下的麦穗收集起来，
还有的负责将麦穗运送到堆放处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汗水挂满
了张张笑脸，笑声充满了整个种植
基地。经过一小时的紧张奋战，收
割终于完工了。此时的同学们早已

忘了一身的疲倦，欢呼雀跃，尽情
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待麦穗晒干了，同学们又在
老师的指导下，用脚踩踏麦穗。
一粒粒饱满的金黄麦子在大家的
脚下相继脱落麦秆，乖乖地躺在
地上。

作为学校传统课堂教学的拓
展延伸和课外教育实践的有效探
索，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园艺种
植课程为同学们的生活体验创设
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平台——在希
望的田野上，同学们体验了劳作
的艰辛、合作的愉悦以及收获的
幸福感，也真正体会到“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

（崔引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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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收获的小麦。

收获的小麦粒用来做新面。

同学们认真收割着小麦。

同学们在麦穗上跳跃，让麦粒从麦穗上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