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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袁尧定

一枚党徽，细节坚持出形象

走进明伟村村民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胸前佩戴的党徽特别引人
注目。据了解，村党委要求全村党
员在工作时间佩戴党徽，号召党员
要敢于亮出“党员”身份，敢于接受
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时时刻刻起好
表率作用。“佩戴党徽，亮出身份，
对每个党员来说既是约束也是动
力；对普通村民来说既方便了他们
行使监督权利，同时也增加了对党
员干部的信任感。”张剑波说。

像这样的细节坚持，在明伟村
还有很多。每周一上午，村班子会议
总会如期召开，上星期做了什么工

作、这星期有什么任务，哪些急事需
要商量……自2011年开始推行例会
制度以来，每周一例会雷打不动。“最
难得的是，无论是村班子会议还是
村民大会，没有一个人抽烟。”张剑波
说，这在农村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事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例
会还邀请下辖支部书记、老娘舅代
表参加，并赋予他们充分的发言
权。有一次，村里出租一块闲置土
地，约定租期15年，合同拟定后，拿
到会上一讨论，就有老娘舅代表

“开炮”：租期太长，15 年后的变化
谁说得清？话音刚落，其他代表纷
纷支持他的发言。最后，经过民主
商议，合同的租期被改成5年。

一个微信群，灵活运转出效率

“互联网+新农村”是一个新鲜

事物，明伟村在全街道率先推出了
“明伟之声”网上宣传平台。“村规
民约”“办事指南”“明伟风情”，一
个个栏目设置得既庄重又实用，老
百姓需要什么信息，上网点一点，

“明伟之声”都能给你满意的结果，
“明伟之声”俨然成了明伟群众的
“百宝箱”，成了新明伟人的“路
标”。

明 伟 村 还 有 一 个 “ 点 将
台 ” —— 村 干 部 感 情 交 流 微 信
群 。 工 作 中 想 在 第 一 时 间 找 到
谁？群里喊一声；公务外出怎么
办？群里留个言；碰到工作中的
烦心事向谁诉？群里吐一吐。感
情交流群的开设，不但拉近了同
事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服务百
姓的效率。

依托微信新平台，很多突发
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紧靠最良

江的明伟村，地势低洼，每年的
台风天会受到洪涝侵扰。在一场
台风过后，微信群里的一个求救
通知，在短短几十分钟内便成功
召集一支青年应急抢险队伍，他
们自带装备设施，成功抢修谭家
岭东路南边的一处河堤，解了燃
眉之急。

一个承诺章，多层审核出廉洁

明 伟 村 有 一 枚 特 别 的 印 章
——承诺章。在审批任何一项费
用的报销时，必须要有一个承诺
人，在承诺章下签字，保证这项
费用的真实有效，同时村监会还
会定期对承诺章的使用效果进行
抽查和监督。

随着承诺章制度的实施，明
伟村的日常开支日益规范，以往

动辄每年十几万元的招待费不见
了。有客人来了怎么办？村干部自
掏腰包解决，甚至连招待用的茶叶
费用也被踢出了报销范畴。全年实
现了招待费用为零的良性循环，看
似不近人情的规矩，得到的是村民
发自内心的肯定。张剑波说，自从
采取“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措施，
制度严了、矛盾少了、民心齐了，做
事情也就顺了。

明伟村还有一本厚达 56 页的
“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操作手册”，
囊括党务、村务、三资管理、公
共服务、人事用工等 5 大类 42 项
事 务 。 从 村 级 重 大 事 项 民 主 决
策、大型工程招标，到临时用人
用工，要准备什么材料、走什么
流程，村干部行使的权力等均一
目了然，村民办事、监督也很方
便。

本报记者 沈孙晖
实习生 李添威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墙头镇共有劣 V 类小微水体 6
处。为“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
康”，该镇派出多支强基小分队深入
一线，因地制宜创新运用各种方法，
与村干部一起下苦功治水。

盛王张村溪渠环绕全村，溪水
源自山塘水，最终流向大海。由于
村里洗衣池位于上游，村民洗衣污
水直排入溪，造成水体氮、磷含量
超标，加上部分村民将生活垃圾随
手扔进渠中，原本清澈甘甜的盛王
张溪渠成了全镇 6 条小微水体之
一。

难题怎么破？小分队向专家

“取经”后，巧妙运用洗衣池旁一块
荒废多年的田地，改建为 300 平方
米左右的荷花池，作为洗衣池和溪
渠之间的“净化中介”，种下了100盆
荷花。“荷花对氮、磷有独特的降解、
沉淀作用。”村党支部书记盛服军告
诉笔者，目前盛王张水系形成清水－
洗衣池－荷花池－溪渠的水循环模
式。同时，荷花池中放养了数十尾观
赏锦鲤，与荷花相映成趣。“洗衣服累
了，在池边散散步，看看鱼，很惬
意！”村民们对此纷纷点赞。

此外，由墙头镇党委副书记胡
安武挂帅的小分队成员，平时手拿
打捞网、铁锹、火钳、扫把等工具，
对盛王张村的沟渠、山塘展开地毯
式清理，全面消除治水盲点，共清
理河道、渠道700米，清运淤泥垃圾

10余吨。看着伴随自己长大的溪水
日益清澈，村民们也逐渐转变观
念，呵护清渠，“现在渠里渠外一个
烟蒂也看不到。”盛服军说。

如今，盛王张村已成为全镇治
水的“榜样村”。镇农办工作人员俞
阳告诉笔者，在第三方机构最近一
次检测中，盛王张溪渠水质已达到
II 类水标准，目前已向县五水共治
办提前申请销号。

墙头洋北村是小分队“有的放
矢，因地制宜”剿劣方针的另一个
范本。洋北村有 685 户近两千位村
民，洋北溪坑曾饱受农业面源污染
之痛：养殖污水直排入溪，化肥袋、
农药瓶以及焚烧杂草、杂木产生的
草木灰随意弃置田间，雨水一冲，
全部流进溪坑。

要破解面源污染难题，改变陋
习是关键。小分队联同村干部在广
泛宣传发动村民上下功夫，要求农
户将田间腐烂物、草木灰等就地用
土掩埋，对土壤也有改良功效；未
用完的化肥、农药当天带回家，空
瓶、袋须投放在垃圾分类的有毒有
害物质桶内；村里养殖户减少至 2
家，并在县环保局帮助下，在养殖
场内按标准建立污水池、沼气池，
有效处理养殖污水、粪便。据悉，洋
北溪坑水质目前已达到 III 类水标
准，成为全镇首批申请销号的小微
水体之一。

小分队急行军，剿劣工作成效
显著。截至6月底，墙头镇已成功整
治盛王张溪渠、洋北溪坑、东山支
流、桃湾溪坑4条小微水体，达到销

号条件，剩下的岭下渠道和前后溪
坑即将启动截污纳管工程，年底可
销号；通过对沿河各企业排放物进
行摸底、检测，严厉打击企业偷排
乱排和超标排放行为，目前不达标
企业全部整改完毕；设立禁养区，今
年已拆除对水体污染严重的猪、鸭等
养殖场3处；在治水基础上，通过沿
河立面改造、增绿补绿、生态修复、增
设景观小品等措施，打造“水清、流
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风景线。

“下一步，我们将以‘清三河’
达标镇创建为契机，持之以恒抓好
整治提升，确保长效保洁机制长久
运行，使水更清、更洁、更净。同时，
通过‘村民说事’等方式，进一步调
动全民参与、监督治水的热情。”墙
头镇党委书记石雷霆说。

余姚梨洲街道明伟村：

““传统方式传统方式++新颖手段新颖手段””带来品质蝶变带来品质蝶变

“七一”前夕,宁波市第二届“金雁论坛”举行。论坛上，11名
基层书记和“金雁”书记师徒结对，余姚梨洲街道明伟村党委书
记张剑波再次成为师傅。两年前，他曾被评为首届金雁奖基层党
组织书记。

从一个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经济薄弱村，变
成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从班子软弱涣散的“破大船”，变成了
如今攻坚克难的“尖刀班”。明伟村的蝶变，有目共睹。近年来，该
村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村、浙江省文明村、宁波市全面小康村
等60多项荣誉。

“师傅和徒弟，教学相长。”张剑波说，新形势下的基层治理，
既要传统方式，也要新颖手段，“我们村有‘十个一’工作法，涵盖
了村庄治理的各个方面，只有不断融合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图为张剑波图为张剑波（（中中））在村民家中走访在村民家中走访。。 （（苏文霞苏文霞 黄程黄程 摄摄））

菡萏漾漾，粉蕾在叶影婆娑间微颤；溪涧潺潺，锦鲤于水光朦胧处游弋。看着凝结剿劣
智慧结晶的荷花池如今成为村民休闲纳凉的风景点，象山墙头镇盛王张村联村干部、强基小
分队成员欧黎明颇感欣慰。

郑奋：真情奉献为禁毒
7年前，她考入海曙区西门街道，成了一名普通社工。和通常活跃在社区、立足为群众

日常生活排忧解难的社工不同，她的岗位是不为常人所熟悉的基层禁毒工作。
7年来，她扎根街道“6.26”禁毒工作站默默地奉献。2016年，她代表街道禁毒办参加浙江

省第三届“艾博-心灵沟通”全省禁毒社会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荣获一等奖。近日，她又获得浙
江省第三届“最美禁毒人”提名奖，成为我市获此殊荣的唯一社工。

她就是西门街道禁毒办社工郑奋。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毛一波
通讯员 江丽珍

以心融入，“一人一档”了
如指掌

“最初接手这一工作时，我无
从下手，总觉得吸毒人员是社会另
类，心里直打鼓。”回忆自己刚刚走
马上任时的场景，郑奋记忆犹新。

既来之则安之。在家人的支持
下，郑奋开始自学禁毒相关法律、
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学科知识。

她将街道132名在册吸毒人员的信
息反复查看、逐一核对。“其中有人
户籍在西门街道，可是人却遍找不
到。”郑奋说，为不遗漏任何一名吸
毒人员，她和同事通过户籍、电话、
QQ、微信朋友圈、吸毒人员亲属、
社会化管控平台等信息渠道，想方
设法找线索，还一次次到宁波其他
区、县（市）走访核查。

“最难堪的是大老远地来到对
方家里，却遭遇闭门羹。”郑奋说，
她非常理解吸毒人员家属的排斥
和顾虑，为此，她不厌其烦地一次
次上门，一遍遍耐心地与对方沟
通，讲解禁毒相关法律知识和街道

禁毒工作流程，分析家庭亲情和社
会帮教对吸毒人员的帮助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西门
街道已形成辖区在册吸毒人员“一
人一档”，并有针对性地分级分类
管理，明确了帮教成员名单、帮教
措施、帮教活动记录及帮教责任
书，严格落实集家庭、社区、禁毒站
社工、派出所民警、社区医生“五位
一体”帮教机制。“目前，我对街道
管控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社会交
往、家庭经济状况、现实状况和异
常动向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郑奋说。

以诚相待，耐心帮教游刃有余

“对吸毒人员最重要的帮教是
能通过提供药物治疗、心理疏导、
重建社交网络、重树社会价值等途
径，帮助他们从生理和心理上减少

对毒品的依赖，重拾生活自信。”郑
奋说，作为一名基层禁毒工作者，
必须设身处地用真诚对待每一位
吸毒人员。

社区戒毒人员余某受“网瘾”
影响，身体难以负荷，便吸食冰毒，
双“瘾”合一，身心健康受损。“余某
吸食毒品的原因与‘内心猎奇’‘旁
人怂恿’等常见的吸毒初因不同，
需要从其自身和家庭上寻求突破，
增加其与家人、社会的良性互动，
将生理脱毒和心理脱毒互相结合，
帮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目标，回归
社会。”郑奋说。

经过多方走访，郑奋了解到余
某特别爱养猫，每月自费2000多元
买猫粮喂养社区的流浪猫，但是后
来受经济条件限制，这一举动难以
为继。郑奋于是和禁毒办工作人员
一道，帮助其联系到附近某机关食
堂，搜集食堂剩余的饭菜喂养猫，

此举让余某深受感动。
此后，郑奋又看到不幸罹患癌

症的余某父亲几次三番拖着病体，
陪着余某来工作站尿检。对此，郑
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边让余
某父亲安心养病，表示社工会主动
上门督促余某，另一方面劝说余某
远离毒品，以免让父亲担心。

真心换真心。郑奋和同事的努
力，让余某决心痛改前非。如今，余
某3年社区戒毒期满，没有再复吸。

看着一名名吸毒人员戒毒成
功，过上正常的生活，郑奋欣慰地
说：“禁毒之路长远而艰辛，我会一
如既往用真心打开对方心门，用心
融入换得人心，让更多帮教人员脸
上绽开自信而快乐的笑容。”

匡堰：沿街立面换新颜

慈溪匡堰大道沿街立面改造
工程正在火热进行。该工程将于
今年底完工。匡堰大道作为匡堰
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一条重
要道路，全长 1200 米，预计总投
资 5300 万元，通过融入青瓷、杨
梅文化特色，着力建成集聚现代
风格、特色鲜明的风情大道。

（慈溪匡堰镇）

胡陈：水蜜桃赛出“桃王”

宁海胡陈乡第九届水蜜桃
“桃王”擂台赛近日举行。30 位
桃农选送的水蜜桃，经过专家评
委对果形、色泽、光洁度、甜
度、香味等项目的综合评分，最
终，中堡溪村桃农胡余初选送的

“蜜露”水蜜桃一举拿下“桃
王”称号。胡陈乡水蜜桃种植面
积 1.5 万余亩，今年水蜜桃销售
额将突破1.5亿元。

（宁海胡陈乡）

白鹤：党员认领微心愿

这几天，鄞州白鹤街道举办
了一场党员“微心愿”认领活
动，机关党员参加认领“微心
愿”100 个。为组织好这项活
动，白鹤街道各社区党委以生活
困难的党员群众、空巢老人、残
障人士、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
员等群体为重点，建立居民“微
心愿”信息库，通过“甬·志
愿”APP平台，组织党员“一对
一”认领。

（鄞州白鹤街道）

黄避岙：放流鱼苗30万尾

近日，象山黄避岙乡在多条
河道开展了“生态河道鱼类放
流”活动，30 万尾符合安全放
流标准的草鱼、鲫鱼、鲢鱼等鲜
活鱼苗被逐批放流到河道内。增
殖放流不用投饵施肥，是一种

“人放天养”的方式，让鱼儿在
自然条件下觅食水中的微生物、
浮游植物等，有助于河道水质的
改善净化。

（象山黄避岙乡）

庄市：昔日老街重现繁华

《镇海庄市老街历史地段城
市设计》初步设计方案评审会近
日举行。庄市老街历史悠久，是
宁波商帮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区
块内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历
史建筑资源 30 多处。规划后的
庄市老街将成为保留社会生活网
络，传承历史价值、独具文化魅
力、宜居宜游的历史文化街区。

（镇海庄市街道）

郑奋（右一）在进行禁毒宣传。 （陈朝霞 摄）

荷花池 （沈孙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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