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溪口：着力营造“绿
色银行”

日前，在四明山腹地的奉化
区溪口镇中峰村，一支生态复绿专
业队正忙碌地在花木地里套种香
榧、银杏和红豆杉，为花农营造“绿
色银行”。为加大四明山区域生态
修复，今年起，已对东姜坑、兰峰、
东山、直岙、董溪二村和岩坑 6个
村实行生态复绿4500亩；本月起，
还组织3支生态复绿专业队，对乡
村进行生态复绿，每亩栽种香榧25
株、红豆杉8株和银杏7株。

（奉化溪口镇）

南门：文明出行从我
做起

上周，海曙区南门街道组织
社区居民、志愿者开展“尊法守规
明礼 安全文明出行”主题宣传
健步走活动，号召居民做尊崇法
律权威、遵守交通规则、明辨是非
礼法的交通参与者。据介绍，此次
活动旨在提升全民的交通安全、
法治、规则、文明意识，努力创造
有序、畅通、安全、绿色、文明的道
路交通环境。

（海曙南门街道）

新桥：“云诊室”投入
运行

“在咱们镇卫生院的云诊室
就可以看市里的专家门诊了！”这
几天，家住象山县新桥镇东溪村
的励大伯作为镇卫生院“云诊室”
开诊以来首位病人，兴奋地和邻
居朋友分享着“足不出户看云医、
不出乡镇看名医”的健康服务新
体验。为落实国家慢性病管理相
关政策，新桥镇卫生院新设立了

“云诊室”，依托宁波云医院平台，
为偏远地区群众提供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远程预约和线上诊疗、
健康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在远
程会诊中，上级医院的专家对患
者进行视频问诊，结合本院医生
提供的患者疾病、检查和用药情
况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出具书面
的诊疗建议，并指导帮助本院医
生进行后续治疗。

（象山新桥镇）

小曹娥：生态养羊销
路畅

几天前，在位于余姚市小曹娥
镇的市金贝湖羊养殖场内，工作人
员在喂养湖羊。该养殖场积极探索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长年利用当地
农作物秸秆、蔬菜块茎等作为羊饲
料，生态养殖的湖羊质量好、销路
畅，年出栏湖羊3000多只。

（余姚小曹娥镇）

滨海新区：加快模具
品牌化

为推动我市工业质量品牌工
作，上周，在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由国家工信部主办，宁波模具产
业园区和工信部电子五所承办的
全市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建设高级
研修班举办。据研修班传来的消
息，宁波模具产业园区将加快形
成典型示范效应，构建面向企业
的质量品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
企业品牌建设能力。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蛟川：腰鼓舞起来

近日，镇海区蛟川街道组织
了一场腰鼓队联欢活动，庆祝老
年腰鼓队成立 15 周年。15 年来，
这支特色队伍多次参加社区各项
公益活动，展示了老年人乐观的
精神面貌。

（镇海蛟川街道）

“公益互助”牡丹社区、“多元共治”安丰社区、“青少年示
范”云丰社区、“助残特色”云乐社区、“环保绿色”安泰社区、“居
家养老宜居”白云庄社区、“爱心联盟”联北社区……

“街道在整合辖区11个社区各自资源优势基础上，指
导推动各社区形成‘一社区一特色’。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今
在白云，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群
众美好生活场景比比皆是，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日益提
升。”白云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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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务蔚成风

近日，在牡丹社区前丰街 111
弄，一面彩色墙绘“横空出世”，垃
圾分类、文明家风、五水共治等精
彩内容让居民眼前一亮。“这是社
区志愿者为美化无物业小区环境
特别制作的。”牡丹社区党委书记
董玲红告诉笔者，牡丹社区是典型
的老社区，辖区有建造于上世纪90
年代的老小区，有拆村建居的小
区，也有已十多年房龄的商品房，
分散的小区和迥异的居民给社区
建设带来不小的压力。“社区在草
根‘领袖’和社会组织引领下，聚焦

‘公益互助’服务，解决问题、化解
矛盾，打出了社区的品牌。”

董玲红细数着社区感人的公

益服务故事：大阿嫂服务队连续五年
为社区老人制作年夜饭，为外来务工
人员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红帽子服务
队连续8年每个月15号开展志愿服
务；“OK管家部”专为四个无物业敞
开式小区定制服务，修防盗门、去楼
道“牛皮癣”、用花草装点家园……

“社区涌现了我市第一个获中
央财政支持的社区项目、示范公益
编织项目‘牡丹恒爱编织站’，宁波市
最早成立的民间护水队——牡丹社
区护水队，成为全省唯一获年度省

‘五水共治’工作先进集体殊荣的民
间团队……目前社区有32支社会组
织、300多名志愿者，服务内容涉及
40多个公益领域，每年服务社区居
民上万人次。”董玲红说。

多元自治促和谐

省老龄工作规范化社区、省
充 分 就 业 社 区 、 省 民 主 法 治 社
区、市科普示范社区、市三八红

旗 集 体 、 市 社 会 工 作 示 范 基 地
……面对诸多来之不易的荣誉，
安丰社区党委书记陈赛花道出了
其中的奥秘：“社区探索居民事由
居民提出、商议、办理、监督的

‘多元自治’模式，成功破解跨社
区设立业委会的老大难问题，完
成老小区停车位改造、楼道爱心
扶手安装、楼道亮灯工程，实现
政府治理、社会调解、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

丰馨苑小区居民以联丰村安
置村民为主，大多数住户长久形
成的任意晾晒等生活习惯难以改
变，小区环境受到影响。去年，
安丰社区集结党员力量，召集百
余名居民代表，前后召开 10 余次
民情理事会议。最终居民投票通
过了解决方案——设置公共晾晒
区，小区环境治理的顽疾得以解
决。

今年7月，针对“共享单车在
楼道、绿化带随处停放，影响美

观”的议题，社区党员召集居民代表
商讨对策，形成了“阿拉益起”志愿
者团队，监督自行车停放，同时随手
捡拾垃圾，不文明现象不见了。近
日，社区又制作了50面流动“小红
旗”，在社区 135 个楼道间评选书
香、和谐、文明、整洁等特色楼道，
助力社区文明建设。

弱势群体有帮手

各社区还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的需求，创出各自
不同的特色品牌。

云乐社区 3100 户居民中有七
八十名残疾人，他们大多足不出
户，生活封闭。社区 2015 年申请

“阳光家园”助残项目，成立添翼
助残中心，打响“助残”品牌。

“爱心企业提供了工艺品制作岗
位，残疾人凭力所能及的劳动获
得适当报酬，还能参加绘画等培
训和唱歌等文艺活动。”云乐社区

党委书记毛明介绍，如今残疾人
有了归属感，他们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找到了自我价值，精神
状态大为好转。

云丰社区 2854 户居民中，有
1800 多户家庭中有 0 岁至 18 岁居
民。针对这一特色，社区 2012 年
成立“王姐青少年工作室”，以小
组活动和个案相结合的方式，精
准分析青少年偏差行为并做好预
防性和治疗性干预，成功介入 20
余例有自杀倾向、自残、自闭、
厌学、抑郁的青少年。

白 云 庄 社 区 借 助 家 庭 、 社
区、社会三方力量，实现自助、
互助和他助的三维养老模式，打
造没有围墙的长者照护家园。联
北社区依托社区微笑义工队等一
批爱心互助组织，开展高龄独居
老人关爱、社区青少年帮助、社
区满天星自闭症儿童关爱等爱心
互助项目，让社区充满温馨与关
爱。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根苗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向注
重服务转变，政府唱“独角戏”未
免力所不及。泗洲头镇广泛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探索建立“政府主
导、多元共建”的计生服务新模
式，为计生特殊家庭进一步健全帮
扶关爱体系。

政府引导推动，打破部门间的
藩篱，加强合作，充分挖掘、利用
计生工作资源。泗洲头镇政府与象
山县委统战部密切合作，引进象山
县光彩事业基金，今年春节前以每

户 1000 元的标准，慰问塘岸、下
马 岙 两 个 村 的 10 户 计 生 困 难 家
庭。此外，该镇利用民盟象山基层
委员会泗洲头畜牧“同心基地”的
阵地作用，由县民盟捐赠 5万元在
当地畜牧小区安装喷淋消毒装置，
帮助小区的计生家庭提高养殖效
益。

同时，镇计生办和镇农办、镇
慈善分会通力协作，向近 200户困
难计生家庭发放各类慰问款物 9.7
万元，并建立相关帮扶信息档案，
鼓励困难计生户树立信心。东联村
村民黄某前几年为给父母治病，欠
下不少债务，在镇计生办、农办扶
持下，他搞起了养殖业，今年不仅

还清债务，还建起了新房；大理村
80%的计生家庭在镇政府部门帮助
下，以当地果蔬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积极开展甜瓜种植，今年人均
增收4000多元。

社会力量源源不断引入，更为
计生服务注入“一江春水”。该镇
加强与有关保险公司合作，吸引当
地 1369名妇女参加女性安康保险，
参保率达到 37%，其中有 2 位患病
妇女共获得 10万元赔付。泗洲头村
村民陈阿姨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2
月2日，她交了100元保费投保女性
安康保险，没想到一个月后身体不
适，经确诊系宫颈癌，这无疑是晴天
霹雳。“她家去年刚造好房子，还欠

着债。我一得到她确诊的消息，立即
跟保险公司联系。几天后，5万元保
险赔款就打进了她的账户。”村妇代
会主任许青素说。

据悉，泗洲头镇还与上海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引进全县首
个学生素质干预公益项目，投资 15
万元在泗洲头镇中心小学建成专用
教室，结合计生健康教育等内容开
设“梦想课程”，形成计生教育进课
堂的常态化格局。自今年 9月投用

以来，“梦想课程”已开课12堂，服务
500人；引入民营妇产医院专业团队，
分赴全镇各行政村开展计生三优知
识培训，惠及群众近2000人次。

“在‘多元共建’新模式下，
泗洲头镇计生服务的社会覆盖面不
断扩大，工作水平与群众满意度双
双提高，实现计生困难家庭经济上
有扶助、精神上有慰藉、生产上有
扶持、生活上有关怀。”该镇副镇长
吴永建告诉笔者。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陈 红

变“闲”为宝，社区“斑点”
成惠民新景观

毛豆、花生、豇豆……各种
蔬菜竞相生长，俨然一个“小农
场”。看到此情此景，让人很难想
像，这里原来是一个垃圾场。而
这一变化是新碶街道海棠社区发
动党员志愿者自治的结果。

“小农场”位于社区公共服务
中心南面，占地面积 600 余平方
米。社区党总支书记方琼介绍，
该地块拆迁后临时闲置，建筑垃
圾、装修垃圾随意倾倒，成了一

个垃圾堆场。“推开窗户，满眼都
是白色垃圾，特别碍眼。”

如何把这块闲置土地利用起
来？新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小国
和海棠社区党总支的几名骨干一起
动脑筋、想办法。“乡村式菜园在
农村随处可见，可对于生活在城区
的居民来说，却是莫大的奢求。何
不把垃圾场变身为小农场，让居民
不仅能亲身体验蔬菜种植的过程，
收获的蔬菜送给社区爱心食堂和困
难老人，这样既能节省食堂开支，
又惠及社区的弱势群体？”李小国
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

说干就干，社区几名党员志
愿者先将闲置空地整理出来，随
后各党支部党员、志愿者、老年

协 会 成 员 积 极 认 领 。 布 肥 、 翻
地、播种、浇水……在大家的精
心栽培下，菜苗茁壮成长，小农
场硕果累累，各类蔬菜陆续端上
了老人餐桌。“社区党员、志愿者
开辟的这片‘爱心农场’，不仅有
效利用了闲置土地资源，改善了
环境卫生，还为社区免费提供安
全绿色的菜品，可谓一举多得。”
方琼非常开心。

闲置地变身免费停车场，
为企业解“心病”

银杏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
居民区与企业“混居”，道路狭
小。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车辆
违停占道给辖区交通运输造成了

极大不便，也产生了很多安全隐
患，令居民苦恼不已。

而辖区内永丰村有一块闲置
空地，属于“浙能电力”。因土地
远离厂区又临近居民点，企业担
心闲置土地被非法占用，产生安
全问题，可自己派人管理吧，成
本 高 且 不 一 定 能 获 得 良 好 的 效
果，这成了企业的一块“心病”。
企业希望由社区管理，所需的费
用由企业承担。

企业有闲置土地，又愿意出
资，将其变为停车场，既能提高土
地利用率，又可以解决居民停车
难的问题。新碶街道、银杏社区
与 企 业 一 同 对 该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进行了调研评估。最终，“浙能电

力 ”同 意 将 其 改 造 成 免 费 停 车
场，而土地安保管理由社区理事
会负责，“浙能电力”支付管理费
用，建设停车场所需的费用由政
府出资。

经过一番改造，免费停车场
对外开放了。为防止孩子们在停
车场内攀爬，停车场里拉起了铁
丝网围栏，摄像头也安装到位，
门口竖起了 《停车场须知》，让居
民放心停车。

“以前这条路两侧全是汽车，
居 民 和 车 辆 出 入 非 常 不 便 。 现
在，村道拥堵得到了极大缓解，
真是一件大好事。”说起这个免费
停车场，永丰村党支部书记姜红
萍格外高兴。

作为北仑最大的城区街道，近年来，新碶街道积极创新空闲土地整治方式，
按闲置土地的闲置原因，采取“一地一策”，不仅变“闲”为宝，提升了城市形
象，也使空闲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白云
““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特色””创造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

安丰社区居民举行“河岸边邻里论坛”。（陈朝霞 摄）

新碶：
“一地一策”变“闲地”为“宝地”

镇卫生院医生为老人义诊。 （沈孙晖 张根苗 摄）

前不久，象山泗洲头镇的秋季甜瓜喜获丰收，市场销售一片红火。在镇政府有关部门
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当地计生困难户盛正婉也尝到了“甜蜜产业”的幸福滋味：“今年
我种了6亩秋季甜瓜，平均亩产值6000多元，最高的甚至上万元，明年我打算扩大种植面
积。”

泗洲头：
探索探索““多元共建多元共建””计生帮扶关爱体系计生帮扶关爱体系

垃圾场变身“爱心农场” （陈红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