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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华佳伊） 前不久，
塘溪宪法主题园亮相央视纪录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四集 《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在鄞州，以喜闻
乐见的方式建设法治文化阵地已成
常态，形成了“中心建样板、一镇
一特色、一村一主题”的法治文化
阵地格局，全区已有区级法治文化
阵地 3个，镇 （街道） 级法治文化
阵地 11 个，村 （社区） 级法治文
化阵地 31个，“阵地普法”实现全
覆盖。

作为全区法治文化核心阵地的
鄞州区法治文化中心，展厅面积

550 平方米，不仅展示了重要人物
的法律思想和重大法治事件，还对
交通安全法等实用法律法规进行解
读，为干部群众学习法律提供了一
个平台。2015年1月开放至今，已
接待全国各地考察团 50 批 1000 余
人次，接待学生、村 （居） 民万余
人次。

此外，以下应街道宪法主题公
园、划船社区“法治一条街”为代
表的一批基层法治文化阵地也把普
法“搬进”公园，无论走到哪儿，
人们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法治文化气
息。鄞州区普法办利用 1300 余辆
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开设“巴士

普法”栏目，向大众传播工商维
权、交通、消防等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法规。

有了宣传法治文化的阵地，各
镇 （街道）、村 （社区） 不遗余力
地以各种活动为载体，让法治文化
理念深入人心。每年暑假，鄞州区
普法办都与鄞州团区委联合组织学
生参加“平安小卫士”法治夏令营
活动，让学生们在玩的过程中学习
法律知识，感受法治文化。云龙、
中河等镇 （街道） 每年定期组织
村 （居） 民、党员干部、企业职
工等观看法治文艺演出、参加普
法宣传活动。这两年，紧扣“法

治鄞州”建设大局，围绕“剿灭
劣Ⅴ类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等中心工作开展的“以案说
法”“新法传递”等主题活动也深
受群众好评。

如今，“以文化人、法润于
心”让鄞州区普法有氛围、学法成
习惯、用法更理性。在塘溪、咸祥
等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在村
民中已逐渐形成风气。以咸祥镇球
东村为例，这几年村里没有发生过
一起扯皮打架的事，邻里间的小矛
盾也能够在调和下化解，对于违反
村规民约的现象，村民们都能互相

“拉拉袖子”及时提醒和纠正。

鄞州“阵地普法”全覆盖
“法润于心”让群众学法成习惯、用法更理性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陈
益维）“仅仅一年半时间，一个原
先底子弱、治理乱的小村，摇身一
变竟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村’，真的是没想到！”作为慈
溪市古塘街道石桥头村的联村干
部，徐婷对于村庄的变化称赞连
连。在她看来，2016年1月试点的

“两网融合”，已真正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扎了根，效果明显。

所谓“两网融合”，即把现实
生活中的社会网格化管理和电脑、
手机接入的互联网进行有机结合，

立足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中最基层的
“网格”，依托现代科技，实施精细
化、社会化、信息化的服务管理。

“红色网格员”就是网格区域中的
党员，也是社会治理和党建在基层
的核心力量。古塘街道通过党建引
领，充分激发红色网格员的积极
性，让每个基层的“神经末梢”里
都有党员带头，让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纳米”真正打通。

“过去我们村子组织建设薄
弱、社会治理差，硬件软件统统是
短板，老百姓有抱怨。”村党支部

书记胡建国说，自从村子有了“红
色网格员”，村民的参与度大大提
高，无论是环境卫生整治、“三改
一拆”，还是“剿灭劣Ⅴ类水”、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过去看似难啃的

“硬骨头”都迎刃而解。
村里有外来人口 4000 多人、

近 2000 间出租房，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今年，为了解决这个“老
大难”问题，知根知底的“红色网
格员”带头走村入户，挨家挨户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多跑腿、多看
多想、多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最

终按时完成了消防通道的整治任
务。

“亮身份、晒承诺、多带头，
在每个划分的小小网格里，党员确
实是真正可以发挥作用的有生力
量。光我们村，平均每名党员参加
夜 巡 10 次 以 上 ， 成 功 调 解 小 纠
纷、小矛盾 11 次，村里的安全指
数大大提升。”胡建国说。

据悉，和石桥头村一样，古塘
街道 95 个网格内的 1592 名党员和
2217 名在职党员一起，都加入到

“两网融合”的红色队伍中。

“两网融合”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纳米”

一年半，慈溪小村实现“涅槃”

昨天，在北仑区小港街
道新棉村浩海绿叶果蔬专业
合作社内，种植户徐海波在
采摘莲雾。近年来，北仑区
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从
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等地引进
莲雾、八月红梨等经济效益
高的稀有水果品种，且错峰
销售，提高了农业种植效
益。

（通讯员 索向鲁 记
者 厉晓杭 摄）

本地产
莲雾上市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山峰起伏，岗峦叠嶂，沿着绵
亘蜿蜒的公路盘山而上，一个多小
时后便到了浙东四明山腹地——宁
波市林场。“20世纪50年代，我们
这边还都是些光头山。”四周苍翠
欲滴，五官感受全是绿。然而，副
场长王建平却忍不住聊起了林场的

“黑历史”。
“海拔 700 米以上的树，都是

人工种的。”王建平告诉“三彩
四明”记者团一行，宁波市林场
始建于 1950 年，与余姚、奉化、
海曙、上虞、嵊州等地接壤，总
面积 98232 亩。建场之初，森林
覆盖率不足 20%，经过 60 多年几
代林场职工的艰苦努力，目前森
林覆盖率已达 98.3%。其中生态
公 益 林 为 90836 亩 ， 约 占 93% ，
活立木蓄积量达 55 万立方米。宁
波市林场已经建设成为全市林分
质量最好、森林资源最丰富、生
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之一，测点
空气负离子平均含量达 3849个/立
方厘米，空气质量评价指数达到
A 级 ， 空 气 清 洁 度 达 到 “ 最 清

洁”，被称为“宁波后花园”“浙
东绿肺”。

擦亮生态招牌的宁波市林场，
也如眼前郁郁葱葱的景致般迸发
出勃勃生机：累计造林 12.2 万亩
次，每年生态效益达 5 亿元。林
场所在的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自
2003 年开业以来，游客量和营业
收入逐年提高，去年创下了旅游
人数 45 万人次、营业收入 2600 余
万元的历史新高。目前，市林场

已完成“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森
林氧吧小镇概念性规划”，争取成
为首批全国森林小镇试点创建单
位。

曾经的“光头山”变身“绿富
美”，随着青山绿水入画来，一本

“绿色经济学”也在悄然翻开。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四明山区

的花木产业逐渐兴起，并迅速扩
大，高峰时期面积达11.4万亩。区
域内80%的农户从事花木行业，平

均亩产近万元。全国近七成的樱
花、红枫苗木出自四明山。然而，
花木产业的快速发展一度导致四明
山区域毁林开垦现象蔓延。

在余姚四明山镇，70 岁的农户
卢忠喜告诉记者，以前山路边上，随
处可见用草绳捆扎起来的花木，根
部带着大团的泥球，等待装车被运
出山，而大量表层土也随之流失。

不只是水土流失，花木产业巨
大收益的背后，还有水源污染、自
然景观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下降
等生态问题。市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3 年以来，宁波市政
府出台了 《关于严禁四明山区域
毁林开垦、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
护 的 决 定》， 采 取 “ 禁 止 ”“ 修
复”“保护”“转型”四措施，划
定四明山约六成的林地为严禁开
发区并禁种花木。自此，有序清
退、生态修复开始成为四明山区
的关键词。

近几年，四明山镇充分挖掘山
区资源优势，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开
始引进、试种、栽培红豆杉、香榧
等各类珍贵树种，将绿色资源转化
为发展的资本。截至目前，四明山
镇已修复花木1万多亩。

大山为底，绿色为笔。巍巍四
明为生态“转身”，唱响了一出大
气磅礴的林间交响曲。

巍巍四明，咬定青山不放松

图为宁波市林场。 （仇九鼎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珍珍 夏亚萍）“我家孩子出生
没几天，就被查出患有双眼先天
性白内障，幸亏治疗及时，保住
了视力！”近日，患儿琳琳的母亲
一脸的欣慰。

2015 年，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与浙江省眼科医院开展合作，引
进了国际先进设备——儿童数字
化眼底广域成像系统，在全市率
先普及新生儿眼病筛查项目。据
统计，截至目前，宁海县共有
6210 个新生儿参加眼病筛查，其

中检出异常 1595个，检出率高达
25.68%。检出病例中，先天性白内
障、家族性渗出性视网膜病变、早
产儿视网膜病变等病症具有致盲
的高危性；视网膜出血、视网膜渗
出样病变等病症呈高发性。

“儿童眼病越早发现治疗效果
越好。”宁海县妇保院院长沈平绒
说，这也是当初引进此项目的初
衷。早期开展新生儿眼病筛查能
尽早发现新生儿眼病，根据筛查
结果及时诊治，可大幅度降低后
续眼部重症疾病的发生。

新生儿眼病筛查四分之一有异常
宁海开展新生儿眼病筛查工作，筑牢出生缺
陷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程薇娜） 前
不久，在慈城镇私营工业城内，
一家经营木头烘干、木制品加工
业务的工厂，成功实现了“脱胎
换骨”。原来，慈城镇经发局通过
引进日本一家以精密模具、通用
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等业务为主的
企业，使得该工厂由“低小散”
向“高大上”华丽转变。

“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必须坚
决治理‘低小散’块状行业。”江
北区整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次整治“低小散”问题企业 （作
坊） 以无证无照、无安全保障、

无合法场所、无环保措施的“四
无”企业 （作坊） 为重点，全面
实施以从严对标整治、加快入
园集聚、加快改造升级、加快
产能合作转移为主要内容的整
治提升专项行动，鼓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提高企业发展质
量和水平。

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专项
行动启动以来，江北各地通过制
定综合整治项目表、项目作战
图，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休闲农
旅等项目，积极引进社会资本。
目前，全区 4 个小城镇已完成 38
家“低小散”企业的淘汰整治工
作。

江北推进
“低小散”块状行业整治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郑轶文 通讯员赵宁）“线
乱拉”影响乡容镇貌和城镇秩
序，是小城镇“集镇病”的突出
问题，也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的重点和难点。记者从海曙区小
城镇整治办了解到，目前海曙 9
个乡镇街道“线乱拉”专项规划
方案编制及评审已全部完成，各
乡镇街道“线乱拉”治理正有序
开展中。

由于各乡镇街道弱电线路涉
及产权单位较多，整治情况较为
复杂，海曙区结合区域实际，对

“线乱拉”治理中弱电整治采用各
运营企业分片分乡镇负责制，即
各乡镇确定一家弱电运营企业作
为责任主体和牵头单位，全权负

责该乡镇的弱电整治工作。各牵
头运营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所
分配的乡镇，全面负责“线乱
拉”整治的设计、施工等实施工
作，以及与其他弱电运营企业间
的管孔分配、线路割接等沟通协
调工作。

截至目前，由电信公司牵头
的章水镇通远路等“上改下”改
造正有序推进；由移动公司牵头
的石碶街道塘西中路“上改下”整
治已完工；由华数公司牵头的高桥
镇马浦路、高君路“上改下”整治已
完工。2017 年首批达标创建乡镇
已完成“上改下”整治 4.8 公里，架
空线路梳理 1.2 公里，入户线整治
500 余户，总体情况良好，确保年
底能够顺利完成。

海曙治理“线乱拉”

近日，居住在鄞州钟公庙街道后庙社区的外籍人士与本地学生一
起，在民间艺人的辅导下学习面塑技艺，体验中国“非遗”文化。

（丁安 陈存萍 摄）

老外体验中国传统艺术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孙佳丽
通讯员范俊成 娄其） 从“牙签
弩”到升级版“钢珠弩”，再到

“电人玩具”，“三无”儿童玩具的
杀伤力越来越大。近日，宁海县
市场监管局对该县玩具市场开展
了专项突击检查，发现 7 家经营
主体涉嫌销售“无质量合格证、
无厂名、无生产日期”的“三
无”儿童玩具及无“3C”强制认
证儿童玩具，扣押有问题玩具 63
种433件。

据悉，该局对宁海县大中型
玩具批发市场和生产厂家进行了
专项源头整治，重点检查了玩具

产品标签标示是否符合规定，需
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是否通过认
证，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玩具时要自觉抵制“三
无”产品，查看并确认玩具外包
装的厂名厂址、警示标识、质量
合格证等信息，选购正规、合法
商家出售的玩具，并留存购物小
票等凭证。此外，在选购静态塑
料类、金属类、弹射类等强制性
产品目录内的儿童玩具时，要认
清产品包装是否标注“3C”认证
标志，自觉抵制无“3C”认证的
产品。

宁海突击检查玩具市场

三彩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