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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宁海记者站陈云松
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娄姣敏） 近
日，宁海县强蛟镇下渔村举行的一
场纳凉晚会上，镇文化站工作人员
柴雪松和镇妇联副主席何莹莹在台
上妙语连珠，让整台晚会高潮迭
起。并不是主持人科班出身的他
们，通过不断锤炼，已熟能生巧，
成了强蛟镇的“御用”主持人。近
年来，宁海县依托“百姓大舞台”
平台，培养文艺“全人才链”，像
他们一样的一批乡土文艺人才得以
涌现。

“以前农村办晚会都是外邀主
持人，费用少则每人上千元，多则
上万元，一个乡镇一年举行各项晚

会、庆典等活动不下十来场，这一
项加起来就是个不小数目。我们要
求打造本土文艺人才链，每个乡镇

（街道） 培育本土主持人 1 名到 2
名，包括台上的演员、道具等也基
本要求本土化，减少舞台运营成
本，也真正实现了党政搭台，群众
唱戏的目的。”宁海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章伟银介绍，2016年7月，宁
海县创新推出“百姓大舞台”活动，
发出“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的征集令，以此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壮大城乡优秀群众文艺团队，
培育地域优秀文艺人才，推动“送
文化”向“种文化”的进一步转变。

让“百姓大舞台”真正成为百

姓的舞台，关键在于文艺人才的培
育。该县从提升群众自身文艺素养
入手，由县宣传文化部门统筹文艺
人才资源，开展全县“一人一艺”
文艺普及工程，组建“群星”文艺
志愿队伍，为每个乡镇 （街道） 配
备 2 名“百姓大舞台”工作指导
员，2 名专家型文化志愿者、100
余名各文艺类别专长志愿者，建立
梯队化导师队伍，每月平均开展文
化志愿服务 30 余次。该县还把文
艺骨干培训纳入全县繁荣群众文化
奖励政策，面向群众推出免费艺术
培训课程，打造“零门槛”艺术殿
堂，全年将为全县群众提供多门类
艺术培训 500 余课时，受惠群众

2500 余人次。该县还每年开展优
秀业余文艺团队、文化带头人评
比，公开向村民征集文艺节目，鼓
励普通群众上台展示才艺。目前，
每个乡镇 （街道） 基本上形成了自
己的节目库。

“百姓大舞台”培育出人才，
更给人才创造更大的舞台。宁海县
梅林街道杨梅岭村村民的一支排舞
在“百姓大舞台”上一跳成名，经
过文艺导师的指点后，选送参加了
浙江省排舞大赛。一批草根文化人
才团队从乡村大地上快速成长起
来，到目前为止，已挖掘基层特色
文化团队 637支，培育文化带头人
400余名。

宁海“百姓大舞台”孕育文艺“全人才链”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毛一波 通讯员马超超）

“统一标准、全区统筹、自主运
作，面向全区每一个基层党支部
开放，规范和丰富每一次组织生
活，感受红色文化，激发红色活
力……”近日，开放式组织生活
基地线上平台“海曙新红图”正
式上线。

“区划调整后，海曙有了更
广阔的空间。前段时间，我们公
布了第二批党组织生活基地，就
包括了西乡片的基地，28 家区
级基地的公布，不仅让党组织生
活更丰富多彩，也让党员提振精
神、拓宽视野。”海曙区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出“海曙
新红图”平台，就是发挥线上平
台功能优势，通过线上平台展示
基地信息、对接支部预约、记录组
织生活，使党组织生活有“痕迹”。

记者在“海曙新红图”网站
上看到，平台包含了基地介绍、
预约和活动介绍三方面内容，如

果想进行基地预约，只需点击预
约，提交申请即可。

“创客 157”是首家以“大创
园”身份挂牌的开放式组织生活基
地，其设置的“组织生活配套套
餐”带有鲜明的自身特色，让“党
建”与“创业”相得益彰。在园区
5000 平方米活动场所内，除了很
多已经入驻的初创企业，还建有车
间咖啡厅、党员活动室、党员运动
馆、党员图书角、党建多功能展厅
等场所，参观者既可以通过参观园
区入驻企业，体会创业创新的氛
围；也可以聆听创业者的经验介
绍，感受火热的创业激情；还可以
通过插花活动和制衣体验尝试一把
手工公益的乐趣。

据了解，“海曙新红图”还可
以将基层的党组织生活情况数据
化，有效监督其规范性。“我们希
望让基层党组织感受到组织约束力
和自上而下的监督压力，不断创新
形式来提升党建活力。”该负责人
表示。

开放式组织生活线上平台上线

“海曙新红图”亮相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杨芝） 古色古香，青瓦白墙；
街头巷尾，绿意盎然……走进江
南第一古县城慈城，一个个老墙
门独具特色。这些斑驳的墙院，
不仅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更有不
少感人至深的故事，传承着慈孝
家风。

望京社区解放路 295 号由 7 户
人家组成，院内角角落落簇拥着各
色植物，传统民居散发着生机活
力。“这个小院是清末一户周姓人

家 造 的 ， 已 有 100 多 年 的 历 史 。
1953 年，周家人举家迁往上海，
我就和父母租住到了这里，到了
1960 年 ， 邻 居 们 也 陆 续 搬 了 进
来。”说起小院，说起邻居，86岁
高龄的应爷爷感慨万千。

50 年朝夕相处，感情在一代
代人之间蔓延。正是应了“远亲不
如近邻”那句话，哪家老人跌倒起
不来了，哪家孩子放学没人管，要
紧关头来搭把手的，总是邻居。正
直、善良、谦和、礼让、互爱、互

帮，这些带着慈孝基因的家风，
成为老一代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
忆，也是小一辈人引以为傲的成
长基因。

望京社区主任龚冬娣说：“这
个 小 院 1986 年 就 被 评 为 五 好 墙
门，和睦、关爱，几十年如一日。
前不久，社区特地为大家组织了一
场大聚餐共叙邻里情，不少在外地
工作的孩子也都回来了。”

从今年开始，围绕小城镇综合
整治、打造“美丽品质”之城等目

标，慈城镇开展了以“垃圾不落
地、出行讲秩序、办酒不铺张、邻
里讲和睦”为主要内容的小城镇文
明行动，积极推行路长制、楼长制
等各项制度，把慈孝文化积极融入
小城镇文明行动中。

慈城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慈城镇把传承和弘扬慈孝
文化作为推进文明风尚形成和城
市形象塑“品”的重要推手，持
续开展慈孝家庭创建、慈孝之星
评选等活动，进一步促进慈孝理
念在群众中的播撒，同时广泛开
展慈孝新风文明行动，强化“村
民慈孝榜”、“慈孝邻里会”等平台
功能，以文艺、表演形式，传递慈
孝理念。

慈城：老墙门下传承慈孝家风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杨雨 陈蝶）“王所，这个月
的社区服务任务我已经在志爱宁
海平台上完成了。”社区服刑人
员杨某说道。杨某是宁海县司法
局黄坛司法所管辖的社区服刑人
员，自今年 5月该所试点社区矫
正“互联网+志愿”社区服务模
式以来，该所共有 17 名社区服
刑人员注册为“志爱宁海”志愿
者，通过该平台累计完成社区服
务60余小时。

据悉，“志爱宁海”公益志
愿服务平台是面向宁海全县志愿
者，集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信
息管理、志愿活动发布、志愿服
务记录、志愿积分兑换等功能于
一体的公益志愿服务网络平台。
平台现有注册使用的志愿服务组
织、社会公益组织 109个，运行
三个月以来，累计发布志愿活动
611个，招募志愿者9496人次。

本着“监管科学、劳动灵

活、服务有效”原则，团宁海县
委、宁海县司法局积极创新社区矫
正工作“互联网+志愿”社区服务
模式，鼓励全县 400余名社区服刑
人员加入“志爱宁海”公益志愿服
务平台，成为注册志愿者。据宁海
县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的有关工作人
员介绍，平台将为社区服刑人员提
供助老助残、儿童关怀、文化教育
等 16 个类别的服务选择，服务区
域涵盖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社区
服刑人员可就近、根据所长选择服
务内容，发起活动招募的志愿服务
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带动并监督社
区服刑人员完成每月 8小时的社区
服务要求，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
科学管理。

此外，共青团宁海县委、宁海
县司法局还联合制定社区服刑人员

“志爱宁海”公益志愿服务平台使
用奖惩制度，将在社区服刑人员救
助帮困、推荐就业等方面予以帮
扶。

“互联网+志愿”模式
助力社区矫正
宁海创新社区服刑人员服务管理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海曙
记者站张黎升 通讯员张姗姗）

“关圣殿池塘、田厂池塘、前池
塘 3 个整治项目完成，6 个小微
水体治理进展滞后问题已处理过
半。”日前，鄞江镇农办在收到
镇纪委限时督查反馈意见后，立
即采取“抽干、吸净、挖清、晾
干、整绿”五步法加快小微水体
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海曙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日前，全区剿劣工作已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剿劣工作进入深水
区，越往后监督要越严，一松劲不
仅可能影响已取得的成果，甚至会
影响整场战役的输赢。”

为此，海曙区出台保障抓落
实专项行动意见，突出以纪律保障
破解剿劣难题，成立了区纪委、区
监委机关巡河小分队，实行日常巡
查与督查暗访抽查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全程跟踪督查剿劣工作，集中
限时督办工作留下的“尾巴”。

同时，为加大限时整治力度，
在海曙区纪委的统一协调下，各街
道、镇纪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横街镇纪委成立了一支由组织、纪
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
等组成的第三方督查团，对梅梁桥
河等 6条区级、镇级河道进行巡查
暗访，将发现的8个问题、15处典
型以“问题描述+照片说明+整改
建议”的方式在镇电子三务公开栏
平台曝光，督促相关责任人认领，
并将河道治理情况纳入行政村考核
和机关干部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
各行政村项目资金补助额度和机关
干部年度“评先评优”挂钩。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曙区全区
已下发整改联系单134份，涉及责任
单位19家，涉及问题河道43条，有力
推动了剿劣工作向更深层次迈进。

纪委限时督办
助力剿劣啃硬骨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在7月举行的第23届夏季听障
奥运会上，25 岁的象山籍运动员
姚妲妮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她所
在的中国羽毛球队在决赛中经过 5
局4个多小时的鏖战，以总比分32
战胜排名世界第一的俄罗斯队，夺
得羽毛球团体项目冠军。据悉，这
是中国首次斩获听障奥运会该项目
金牌，同时实现了我市在听障奥运
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羽毛球改变了我的人生，没
有它，我的世界本是一片灰色！”
回首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姚妲妮
唏嘘不已。她是丹西街道人，出生
6 个月时因药物过敏导致双耳失
聪。父母带着小妲妮四处求医问
诊，但不计其数的药物，换来的却
是一次次的失望。

姚妲妮从小热爱运动，10 岁
开始接触羽毛球。15 岁那年，她
在宁波市聋哑学校体育课上打球
时，被前来调研的象山县残联工作
人员吴文敏看中，组队接受县体育
局王良玉老师的指导，后在我市第

二届聋人运动会上夺得羽毛球女单
冠军。当时，市特殊教育中心朱世
海老师推荐她参加省里比赛。但她
妈妈觉得走专业体育之路太辛苦，
便婉拒了。当晚，失落的姚妲妮写
了一张纸条给妈妈：“妈妈，我很喜
欢打羽毛球，这次没能参加比赛，我
很难过！”那晚，一家人无眠……

好在，机会没有让这位有心人
等待太久！2010年8月，朱世海再
次推荐姚妲妮参加省里比赛。这
次，妈妈欣然同意，冒着台风带她
赶到杭州参加集训。每天 6小时以
上的日常训练异常辛苦，磨破脚
皮，拉伤大腿，更是家常便饭。姚
妲妮有时也会独自默默流泪，但从
不埋怨退缩。“妈，我过得很好！”
每次妈妈发短信来询问，她总是这
样回答。

2011 年，姚妲妮因耳疾得了
一种特殊的头晕症，发病时眼不能
睁，饭吃不下，打针吃药都不见
效，只能躺床上等病症减退。心急
如焚的妈妈劝她放弃训练，但姚妲
妮笑着说：“妈妈，我的冠军梦想
还没实现呢！”后来，在妈妈四处
托人寻医下，她终于病愈。病痛打
不倒姚妲妮，但职业生涯一次挫
折，差点让她放弃。2013 年，姚
妲妮参加国家队选拔赛，因成绩不
理想落选了。她陷入伤心绝望之
中，一度不想再碰羽毛球。这时，
妈妈一句话，让她的无声世界荡起
了涟漪：“妲妮，你不是热爱羽毛球

吗，别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最
终，在父母、好友的鼓励下，她擦
干眼泪重新出发，更加刻苦训练。

天道酬勤！在 2015 年全国第
九届残运会上，作为浙江代表队的
姚妲妮和同伴发挥出色，拿下羽毛
球混双金牌；2016 年全国残疾人
羽毛球锦标赛，她经过苦战突围而
出，最终获得女单银牌、混双铜牌
的优异成绩，并因此成功入选国家
队，弥补了当年的遗憾。此次听障

奥运会羽毛球团体项目赛，姚妲妮
临场不惧，凭借灵活多变的球路，
以及和同伴的默契配合，让俄罗斯
女队频频失误，成功拿下女双宝贵
的一分，为团体夺冠立下汗马功劳。

“我会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
的姿态，全力创造新的成绩，以报
答祖国和家乡人民的培育之恩和养
育之情。”从无声世界走来的姚妲
妮正怀着一颗谦卑之心，筑梦前
行！

于无声处听惊雷
——记象山籍听障奥运会羽毛球冠军姚妲妮

姚妲妮帮助中国队夺得羽毛球团体项目金牌。（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炎炎夏日，环卫工顶着烈日，
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整洁。前
天，鄞州区团委联合瀚森教育，公
开招募了十余名中学生志愿者，通
过爱心义卖的形式，普及环保知
识。据介绍，义卖的商品由学生家
长赞助，所得义卖款将捐至宁波市
环卫协会，为烈日下的环卫工送去
一份清凉。

（徐文杰 徐意巧 摄）

义卖情系
环卫工人

昨天傍晚，宁波市中山广场上，不少学生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轮
滑，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健康快乐度暑假。 （周建平 摄）

多彩暑假 快乐轮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