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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王
佩佩）“今年我的新年心愿是一家
人一起去看电影，因为平时爸爸妈
妈工作都很忙、很辛苦，没时间陪
我。”当帮环卫工子女实现新年心
愿的活动又一次启动时，鄞州区一
线环卫工人吴永 11 岁的女儿吴以
可写下了以上这个新年心愿。据
悉，今年是市城管环卫部门发起的
为环卫工子女圆梦活动的第六年。

从 2013 年开始，市城管环卫
部门每年都会在宁波的环卫工子
女 （15 周岁以下） 中征集新年愿
望，书包、文具、书籍、玩具都
是孩子们以往要的比较多的新年
礼物。今年新年微心愿活动主要
覆盖海曙、江北和鄞州三个区，
共收到 491名一线环卫工子女的新
年心愿。

小朋友的新年愿望都有哪些内

容？市城管环卫部门工作人员统计
后发现，有 241名孩子新年愿望是
要一个新书包，还有 51 个孩子想
要一本书，37 个孩子想要一套文
具，还有的孩子想要羽毛球拍、儿
童手表、新衣服、新鞋子等新年礼
物。

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整洁美丽背后
是众多环卫工人辛苦工作的成果。

因为工作繁忙，他们往往没有足够
的时间陪伴孩子。举办这样的活
动，既是全社会对环卫行业关心关
爱的一种体现，更是希望环卫工子
女能从中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如果您想帮助这些环卫工子女
实现新年心愿，可关注“宁波市容
环卫”（nbsrhw） 微信公众号，认
领情况会实时更新，爱心热线电话
87191169。

环卫工子女新年微心愿开始认领
491个愿望等您帮助实现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蔡怀书） 慈善精神深入人心，
2017 年爱心城市宁波依然爱心涌
动。日前，由市慈善总会、市记
协 和 宁 波 晚 报 联 合 开 展 的

“2017·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
事件和人物评选揭晓。

“2017·感动宁波”十大慈善
新闻事件和人物分别是 （排名不
分先后）：90 岁做寿老人匿名捐
款90万元；15年前受助，鄞州老
人 拿 着 账 本 挨 家 挨 户 还 钱 报
恩；退休老师连续 89 个月向儿
童意外伤害基金捐款；16000 余
人凑足小婷 50 万元医疗费；每
年捐出将近一半的退休金，余
姚老人 8 年如一日助学；镇海八
旬 老 人 离 世 ， 捐 献 终 生 积 蓄 ；
宁大一校友个人出资 8000 万元
成立“白鹭林Ⅰ号基金”；德国
人彼得·汉斯丹对中国孩子的
爱；全国首个公益慈善综合体善
园开园；徐文芳把做慈善作为一
种生活的追求。

获“2017·感动宁波”十大
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提名奖的有

（排名不分先后）：市职教中心学
校学子杨宁恩出资千万元反哺母

校；鄞州 20家企业建有上千万元
慈善冠名基金；余姚一残疾人老
板 18 年向残疾人家庭送百万红
包；特殊党费一交就是 5000 元，
夫妻俩 14年捐善款 12.6万元；余
姚眼科医生毛肖丽在山区传播

“光明”；慈溪一学子罹患重病 4
天募得善款近百万元；宁海有家
公益素食餐厅，每天免费提供午
饭；北仑志愿者用爱温暖“渐
冻”的心；心存大爱的企业家王
蓓；余姚国税局离休干部汪士杰
捐款60万元。

据 介 绍 ， 自 去 年 10 月
“2017·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
闻事件和人物征集活动启动以
来，市慈善总会共收到 72 件感
人 至 深 的 作 品 。 评 委 们 认 为 ，
此次入选的慈善新闻事件和人
物彰显了慈善利他主义的核心
价值观，体现了乐善好施、扶
危济困的慈善宗旨，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很强的新闻性，传递
了慈善正能量，富有感染力、吸
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从 2004
年至今，“感动宁波”慈善新闻事
件和人物评选活动已经举办了 14
届。

“2017·感动宁波”

十大慈善新闻事件
和人物评选揭晓

本报记者 俞永均
通讯员 甬志轩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新疆
最冷的时候，大雪更是一场接着
一场下，室外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20℃。

3 个多月前，宁波市纤维检
验所棉花公证检验小分队进驻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棉麻公司乌鲁木
齐棉麻站。100 天来，他们就在
寒 风 刺 骨 的 雪 地 里 开 展 公 证 检
验 ， 过 磅 、 扫 码 、 抽 样 、 测 杂
质、核对数据……

有一种精神，叫“工
匠精神”

来自慈溪的 90 后小伙子龚汉
伟 ， 是 小 分 队 中 年 纪 最 小 的 一
个。记者见到他时，原本稚嫩的
双手布满了老茧，指甲磨得如刀
片一般薄。“我的工作主要是进行
棉花抽样，一个批次 186 包棉花
需要在半小时内完成取样。”小龚
边说边把右手用力伸进冰冷的棉
花包中，熟练地掏出 100 多克样
品，然后放进左手的尼龙袋里。

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
并不轻松。因为这些棉花包是由
400 吨打包机轧出来的，每包棉花
重 220 多千克，在零下几摄氏度
的露天徒手取样，没有专业水准
很难办到。“刚到乌市时，每天有
70 多 批 次 棉 花 待 检 ， 一 整 天

‘捅’下来，右手几乎麻木了！”
小 龚 说 ， 但 检 验 环 节 一 环 扣 一
环，“如果我不加快取样，就会出
现‘棉花等人’现象。”

市纤维检验所棉花公证检验
小分队负责人严进根告诉记者，
他们在新疆工作期间，有次在送
往实验室的样品中发现一个样品
部分有短绒等下脚料。为此，小
分 队 对 整 垛 186 包 棉 花 全 部 翻
垛，逐个检查每一个扦样口，最
终只有一个棉包表皮有少量垃圾
棉。“我们是代表国家行使棉花质
量监控，必须精益求精，尽最大
努力把差错率降到零。”他斩钉截
铁地说。

有一种奉献，叫“舍
小家为大家”

去年 9 月 28 日，接到中国纤
维检验局通知仅三天，市纤维检
验 所 就 派 出 小 分 队 抵 达 乌 鲁 木
齐。“新疆当地的新棉加工后都等
着入库，通知就是‘军令’，一刻

也不容耽搁。”严进根说。
“宁波纤检小分队抵达第二天

就 投 入 工 作 了 ， 早 上 9 点 来 棉
库，一直忙碌到晚上 11 点，一天
干了人家两天的活。”聊起对宁波
小分队的初印象，乌鲁木齐棉麻
站总经理刘斌深有感触。

相比往年，这次新疆监管棉
公证检验抽样比例由 10%调整到
100%，也就是包包必检。三个多
月来，小分队每天工作从早上 9
时到晚上 8 时，忙时加班到晚上
11 时，中午只有 30 分钟的吃饭时
间。

小分队领队严进根，最近四
年有 600 多天在新疆、山东等地
从事棉花检验公证工作。“因为我
爱人在慈溪上班，10 多年来，女
儿一直寄宿在老师家，我没有尽
到父亲的责任。”聊到女儿，这个
堂堂七尺男儿哽咽了。

母亲病重住院，远在千里之
外的鲍先松常为不能尽孝自责；

“把青春献给了棉花”的女孩唐

吉，此次已是第三次入疆，去年
错过了弟弟的婚礼；90 后小伙子
王玉林，孩子刚满一周岁，每天
只能通过视频看一眼孩子……

有一种坚持，叫“忘
掉时间”

新疆是全国棉花主产区，每
年 10 月，中国纤维检验局都会抽
调全国各地纤检人员进驻新疆，
进行国储棉、监管棉的公正检验
任务，时间跨度 3至 4个月。

“ 全 国 100 多 个 纤 检 所 在 新
疆，我们是宁波援疆工作的一分
子，必须赛出宁波风貌，无愧于
两千多万新疆人民。”严进根表
示。

新疆昼夜温差大，加上高强
度的工作和风雪侵袭，不少队员
皮肤出现了一块块红斑，脸上冻
出的红肿像刀割一样痛。但与气
候条件相比，单调乏味的公证检

验对队员耐心的考验更大。
“刚到乌鲁木齐第一周，我一

度萌发了回去的念头。”龚汉伟回
忆说，在每天像机器一样重复数
千遍掏棉花样品后，去年 10 月 5
日下午，绝望情绪开始漫延，“当
时感觉太阳一直不下山！”

现在，小龚和他的伙伴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重复。“再坚持坚
持，就可以回家了，这是我们相
互之间的安慰。”严进根告诉记
者，在小分队眼里，每天都是工
作日，“大家忘记周几了。”

“宁波小分队检测公正、公
平，经他们之手的出库棉质量有
保障，让我们‘买得放心，用得
安心’。”昌吉利华棉业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常大伟点赞道。

目前，新疆的棉花公证检验
已经进入扫尾阶段。“鼓足干劲精
神抖，不怕冰冻和寒流。雪花是
我们朋友，我们坚持到最后。”老
队员鲍先松的小诗 《北疆感受》，
道出了小分队共同的心声。

驰骋天山的宁波纤检人
——记市纤维检验所棉花公证检验小分队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记
者站邵滢 通讯员陈央君）“自从
修建排灌站、衬砌渠道、修建田
间干道以来，田里的水稻产量比
以前提高不少。”一聊起高标准农
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小桥头村的
水稻种植大户余炎丰喜上眉梢。
近年来，慈溪市加快提升耕地质
量 等 级 ， 巩 固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去年，该市共完成高标准农田项
目 11 个，建成高标准农田 4 万多
亩。

高标准农田是指在一定时期
内，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
等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设施配
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
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相适应的基本农田，有助于提升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和
促进农民增收。

为了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周巷镇不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投
入。近三年来，该镇先后投入近亿
元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
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已

建成近 3万亩高标准农田。周巷镇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底，国
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
——周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二
期） 已基本完工。“预计整个项目
区农民一年总收入可增加近 150万
元。”

去年，桥头镇实施了农业综合
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惠及该
镇 8个村。该项目不仅提高了农田
排灌能力，完善了田间基础设施，
还健全了农业服务体系，创新了生
产经营机制。桥头镇相关工作人员

说：“该项目实施以来，产生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截至目前，新增作
物产值 200多万元。项目还有效地
降低了旱、涝、渍危害，路沟渠及
林网形成了一道亮丽的田间风景
线。”

如今，慈溪市通过高标准农
田、耕地质量提升工程建设，改善
了农田生态环境，耕地肥力显著提
高，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增强，实现
了农业与城市的联动发展。自“十
二五”以来，该市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32万余亩。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慈溪去年建成4万多亩“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包静琴） 江东北路-宁南南路是
连接三江口核心区和鄞州南部新
城的城市主轴，代表着城区的形
象。昨天，鄞州区城管局传来消
息，经过大半年的梳理提升改
造，整条道路秩序改善，形象提
升，成为全区率先实现“精致微
观空间、精细城市管理”的“样
板路”。

江东北路-宁南南路北起中
山东路 （对接中山路），南至日
丽中路，全线长 7300 米。由于
道路建成通车年数较长，部分
路 段 周 边 建 设 工 程 较 多 等 原
因，道路存在设施破损、非机
动车停车无序、道路绿化景观
及街景杂乱等问题。为此，鄞
州 区 城 管 局 去 年 4 月 专 门 出 台

《江东北路-宁南南路路段长管
理工作方案》，切实提升路段管
理品质。

针对江东北路-宁南南路两
侧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大小不一，
部分路段非机动车停车杂乱的
现象，鄞州区城管局重点开展

了 非 机 动 车 停 车 位 划 线 工 作 ，
共计施画 1015 米、2030 个非机
动车车位。同时，又增设花箱、防
撞墩等硬隔离，杜绝人行道上机
动车非法停车。

根据江东北路-宁南南路道
路沿线绿化节点多、问题也多的
实际情况，鄞州区城管局园林处
采取了不同节点绿化个性化设计
配置。如宁南立交桥下，在保留
原有大海桐球的基础上，增加了
秋冬季观红果的无刺构骨球，地
被阔叶麦冬覆盖原先裸露的场
地。长丰萌恒工贸北侧拆迁裸露
地块，打造了沿河宽 5 米、面积
近 2200平方米的一片花海，彻底
改变了原来脏、乱、差形象。

此外，相关执法中队有针对
性开展了户外广告设施、街面市
容、车辆违停等专项整治。如沿
街的 5 家烧烤龙虾小餐饮店夜间
跨门占道严重，中队分别予以立
案重罚；还有废弃物乱堆放，形
成卫生死角的，中队联合社区物
业予以强制清理，有效提升了街
容市貌。

江东北路-宁南南路
打造精致管理“样板路”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北仑
记者站陈盛竹 支鸣飞） 家庭赡
养矛盾、人身伤害赔偿、邻里
田地纠纷……这是北仑区小港
街道“浃江知行社”农村矛盾
调 解 服 务 的 日 常 工 作 。 在 当
地，这群懂法律、讲良心话的

“知行者”越来越受到群众的信
任和欢迎。

一年前，北仑区小港和戚家
山两个街道在地缘相亲、人缘相
近的几个村组建了“浃江知行
社”，吸引了一批“知行者”参
加。从家庭暴力化解到老人扶养
纠纷，再到农村邻里纠纷、拆违
治水引起的社会矛盾，田间地头
到处活跃着“知行者”的身影。
截至目前，北仑“知行者”志愿
服务队已有 258支，志愿者有 900
余名。

小港街道党工委书记柯静君
对此深有感触，很多农村矛盾、
纠纷情况复杂，纯粹靠走法律程
序并不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吸
引热心的村民加入社会组织，将
法律培训咨询的资源前置，把社
会矛盾化解在田埂地头往往“治
标又治本”。

近年来，北仑诸多民间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治理，根据村民的
不同需求，整合人力、财力和物
力资源，主动提供各种类型的公

共服务。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北仑大

碶，“塔峙大阿嫂”声名在外。
大碶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塔
峙 大 阿 嫂 ” 志 愿 服 务 队 成 立
后，辖区农村产业由原先“单
打 独 斗 ”， 生 产 经 营 方 式 单
一 ， 到 如 今 帮 助 村 民 抱 团 发
展 ， 不 仅 优 化 了 农 村 产 业 结
构，还激发了村民们的生产积极
性，引导他们共同致富，增加幸
福感。从“五水共治”到“美丽
乡村”，从“扶农 e 帮”到解决
区域妇女的再就业，再到村里的
卫 生 保 洁 、 调 解 纠 纷 、 公 益 、
文艺活动，都少不了“塔峙大
阿嫂”。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前不久，北仑区成
立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中心。“中
心成立的初衷就是满足社会组织
自我提升、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帮助社会组织转型升级，成
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生力量。”北
仑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中心将充分发挥枢
纽作用，一方面有意识地去育
苗、孵化，使其逐步进阶、成
熟，直到自我造血、自我运营；
另一方面，吸收专业的登记注册
的社会组织入驻，充分发挥领头
羊的作用。

北仑：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治理

市纤检所棉花公证检验小分队负责人严进根 （右一） 介绍公证检验流程。 （俞永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