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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伊 始 ， 江

北区交通运输管理

处违章处理室在近

半个月的紧张培训

后，工作人员对账

号申请分配、处罚系

统调试、银行执收单

位账户开设、稽查力

量深入运输企业现

场等前期准备工作

全面完成，于 1 月

26 日开出了江北运

管 第 一 张 违 章 罚

单，打响了江北运

管处罚“第一枪”。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张彩娜 邵家艳

1 月 25 日，江北运政稽查
中 队 在 深 入 企 业 进 行 安 全 台
账、企业台账、驾驶员安全台
账检查时，发现有一家企业的
驾 驶 员 操 作 安 全 台 账 不 全 ，
涉 嫌 未 按 规 定 实 施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制 度 ， 安 全 生 产 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 违 反 了 《浙 江 省
道路运输条例》。于是，执法
人 员 立 即 对 该 企 业 负 责 人 进
行 询 问 笔 录 。 在 企 业 违 章 事
实 确 凿 ， 适 用 相 关 法 规 准 确
的 前 提 下 ， 江 北 区 交 通 运 输
管理处按照法定程序对该企业
依法进行了处罚。

“处罚违章动真格，依法监
管不缺位。”江北运管处相关负
责人坚定地说，“启动依法监管
职能，落实行业管理规定，维
护正常的道路运输秩序，才能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群众安全
出行。”自去年市级运管职能下
放到区实施属地管理后，根据
职能要求，江北交通运输管理
处对市级下放职能进行了积极
承接，实现了无缝对接，结合

“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
题”抓落实专项行动，以解决
百姓在办事过程中的痛点、堵
点、难点为目标导向，着力解
决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网上审核 最多跑一次

“陈老师，谢谢你在微信里
的备注提醒，让我们第一次办
理的人不用来回跑。”窗口前，
笔者看到一男子正对江北行政
服务中心安质监窗口的陈珊琳
表示感谢。原来，办事的刘先
生是辖区内一家新开物流企业
员工，这次他和企业负责人前
来办理上岗证明，正是因为在

“ 宁 波 市 江 北 区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 的 微 信 平 台 上 进 行 预 审
过，工作人员在线上已指导过
他们该带哪些材料、需要复印
哪 些 文 件 ， 所 以 一 经 网 上 预
审，实地办理起来大大缩短了
时间。“从办事到走人，不过
短短十几分钟，不耽误事，真
方便。”这般快速的办事效率，
让他们赞叹不已。

这 个 所 谓 的 微 信 预 审 平
台，利用“互联网+”新兴技
术，创新了最多跑一次网上审

核模式，有效应对申请人排队
取号困难、材料准备不充分、
现场多次跑腿等问题。据介绍，
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输入姓
名、联系方式、证件号等信息，按
照平台的指示把所需资料拍照
上传，工作人员在后台立即就能
进行网络预审。平台显示预审核
通过后，市民就可按照预约时
间，带着所需资料到窗口进行现
场确认。“也就是说，只需跑一
次，就能拿到他们该拿的证件
了。”工作人员说。

精简材料 简化办事流程

为减少群众往返次数，江
北区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对行政审批事
项进行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重新
调整审批事项规范表和示范样
本，重新梳理和调整办事指南。比
如，完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和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手续的整
合，企业可以一次性办理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完成房屋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手续和
配套市政工程的安全质量监督
手续的整合，企业可减少提供 5
项材料。完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材料梳理工作，群众办事可减
少提供 6 项材料；完成浙江政务
服务网权利事项信息调整，认真
核对事项信息名称、子项拆分、材
料、事项、兜底条款等内容，确保
省政务网对外公开的办事指南内
容与审批指南保持一致，以方便

群众进行在线申报。
同时，根据市级运政职能下

放要求，该局积极对接市运政
审批部门，安排业务熟练、服
务 态 度 好 的 工 作 人 员 进 驻 窗
口，实现了事项下放与事项办
理的“无缝对接”。除此之外，
还开通了网络申报渠道，群众
在申报项目审批业务中如提交
材 料 不 齐 全 ， 可 采 取 微 信 预
审、网上申报、电话沟通、快
递寄件、办结快递送达等方式
来完成审批。

图为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安质监窗口，企业管理人员正在向窗
口工作人员咨询业务。 （徐欣 张彩娜 摄）

“运管下放”
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鄞州实验小学：
一动一静育人才

鄞州实验小学，也就是姜山中心
小学，现在又成为鄞州区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分南北两个校区，80个班级、
3458名学生，是一所大学校。

校长毛建东说，学校以“德润童
心、全人生长”为办学理念，开设了许
多特色课程，让更多学生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课程。

书法在该校是人人参与的，学校
每周开设 20 分钟、40 分钟两节书法
课。足球也是人人参与的全校运动，

“人人踢足球、周周有比赛”。三位专职
教练每周一节足球专业课。该校有一
个 1000 平方米的攀岩馆，约有 300 名
学生参加攀岩运动，他们每天晚上抽
时间训练。去年11月，502班学生李国
杰获首届全国青少年攀岩联赛冠军。
此外，该校还有管乐队、舞蹈队，去年
新增了小提琴班。

用教师的智慧点燃学生的智慧火
花，努力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
外。科技类兴趣班也深受学生欢迎。该
校开设的“头脑奥林匹克”DI课程，与
美国总部团队合作，旨在培养学生动
脑、动手、创造的能力，老师自制道具。
同时，学校还开设3D打印课。

该校学生的写作、朗读特长也出
众。经典诵读，获全市第一名。全国“两
会”期间，魏凯阳同学成为宁波唯一参
加报道的“小记者”。

该校已获得“全国书法实验学校”
“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全国攀岩特色
学校”“全国DI示范学校”称号。

茅山小学：
童声一响惊四座

2 月 2 日，由于下雪，许多学校已
提前放寒假，偌大的校园里显得十分
安静。茅山小学的合唱排练厅，四五十
名学生正在老师指导下排练。校长杨
云说，今年“六一”节，他们要到宁波保
利剧院办专场合唱节，至少要唱 10首
曲子，所以在抓紧排练。

1911 年，当地乡贤在茅山捐建
“养正义塾”，百余年间，学校几经更名
修迁，成了如今的茅山小学。学校的周
围就是农田，学生有近一半是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近年来，茅山小学以

“成全生命，美好生长”为理念，坚持
“合格+特色”，其中的足球队、紫云英

合唱队在省、市各级比赛中屡屡夺冠。
2017 年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在

宁波举办。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41
支优秀合唱团队、7000 余人云集宁
波，创历届之最。“紫云英合唱团”凭借
着自身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表现，最
终在为期三天共十场次的比赛中脱颖
而出，勇摘桂冠，并受邀参加了闭幕式
展演，得到了专业评委和社会各界人
士的一致好评。这是该团继连续六年
获区合唱比赛第一名、市合唱比赛一
等奖，连续三年获省合唱比赛一等奖
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紫云英合唱团”创立于 2009年，
最早的指导老师是舒静娜，后来汪行
思老师加入钢琴伴奏。舒静娜老师刻
苦钻研业务，带领七八十名学生坚持
长期训练，克服种种困难。学校方面大
力支持，设立两个专门的合唱排练习
室，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学习，专门给合
唱队员奖学金名额，营造了良好氛围。

足球方面，培训了许多小苗子，获
省校园联赛总决赛第三名、宁波冠军。
学校成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

姜山镇中学：
年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现有 54个班级、2400多名学生的

姜山镇中学，以“质量立校，课改兴校，
特色亮校”为办学理念，姜山镇中学与
姜山实验学校合并后，该校亮出以足
球为龙头的体艺特色。

姜山镇教辅室党支部书记俞建雄
介绍，2010 年，姜山镇中学与宁波市
体育运动学校合作，三位教练常驻在
校，学校再聘一名教练，加上体育老
师，组成了强大的足球教练“精英团
队”。初一、初二学生每周开设一节足
球课。学校有一个 400米田径场、一个
标准的人工草坪足球场。

该校还每年举办一届“校园世界
杯足球大赛”。每个班级代表一个国家
参加比赛，赛制完全模仿世界杯。比赛
时，每个班级要举着代表国的国旗，许
多学生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地理、历
史、人文，以及足球发展状况及特色。
该校还自编了《足球校本课程》教材，
并连续获市 6、7 届冠军，省 6 届冠军；
2015 年，该校获首批“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称号。

同时，该校还开设列入“非遗”项
目的竹编、泥塑等劳技课，请来“非遗”
传人指导学生，作品频频获奖，成为全
国劳技先进学校。由600人组成的学生
团体操，在宁波市青少年运动会上一亮
相，就惊艳全场。

在近日举行的2018年全省旅游工作会议

上，省政府公布了首批14家省旅游风情小镇

名单，象山石浦镇榜上有名。这座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又增添一张靓丽的“金名片”。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孙建军

石 浦 自 然 资 源 独 特 ， 融 山 、
海、港、城、岛、渔等为一体，拥
有渔港古城、中国渔村2个4A级景
区。文化积淀深厚，被誉为“活
态”渔文化博物馆，象山渔民号
子、象山渔民开洋谢洋节等多项民
俗活动入选国家级非遗。“我们把
创建旅游风情小镇作为打造滨海休
闲旅游的新起点、民俗文化弘扬的

传承点和居民增收致富的着力点，
在创建中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渔村
振兴。”石浦镇党委书记奚海峰说。

在原汁原味中提升渔港风情

打造渔港旅游风情小镇，如何
能使乡韵、乡土、乡愁、乡风得以
有灵魂地延续和升华，实现“形魂
皆美”？石浦镇注重“原汁原味”，
以古民居、旧遗址保护为载体，把
提供文化浸润、承载地方文脉作为
核心，放大渔港古镇的个性特色，
让传统的风情和文化得以传承、创
新。

该镇邀请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
专家，完善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保护
措施，提升旅游资源的原真性恢
复，并加强科学规划，对自然风

景、人文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利
用和开发。去年，石浦相继启动
金山书院、许家上宅院、东门古
宅群落修复和东门渔村直街立面
复古改造工程。文物保护“提档
升级”，县第一初级中学旧址、大
皆春药铺、任氏故居、卢宅昌国
卫大庙和水门桥被列入了县级文保
点。

传承保护的同时，更要进一步
挖掘、展示风情。石浦在渔港古
城、中国渔村等景区增设民俗生产
场景、地方特色物产、饮食文化的
展示与体验点，在一冷文创园、中
国渔文化艺术村等区域增加创客元
素。同时，与国内外高端旅游项目
对接，去年引进一站式集成度假
屋、“绿眉毛”休闲渔船、“游仙东
门”高端酒店、“少年军校”等多

个特色项目，并打造石浦渔港亮化
工程，积极开发夜游项目。

改造提升沙塘湾隧道、铜瓦门
大桥，开展景区综合环境及“最后
一公里”整治，半边山四季渔庄、
五彩渔镇、欢乐海洋等配套项目加
快推进……随着环境和基础设施建
设的全面提升，渔港风情小镇的旅
游和服务配套要素日趋完善。

渔港风情助推渔村振兴

借力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的
“东风”，石浦一些渔村走上转型升
级道路，变身美丽景区，乡村振兴
步伐铿锵有力！

村内历史建筑修缮工程即将完
工，非遗展示平台建设启动……新
年以来，“全国最美渔村”东门渔

村的传统文化村落保护工作“快马
加鞭”，古村风貌呼之欲出。该村
主打“渔家风情”特色品牌，与渔
港风情小镇交相辉映。当了 30 多
年渔老大的村民杨静祥，是东门渔
村美丽“蝶变”的亲历者。夫妻俩
将自家住宅改造成极具渔家风情的
精品民宿：旧船板做成桌子，海螺
当花盆，房间以渔船命名，墙上挂
着渔家民俗照片，深受游客欢迎，
旺季时甚至要提前一两个月才能订
到房。据悉，目前东门渔村已开了
8 家民宿，渔民在捕鱼外有了新的
致富途径。

有着近 400 年历史的沙塘湾村
通过“腾笼换鸟”，发生了脱胎换
骨的变化。去年，闲置房屋的使用
权，通过租赁流转到村集体，再由
村集体成立旅游管理公司对外招

商，开发民宿，让老宅变成渔民增
收的“摇钱树”。目前，村里已有
38幢闲置住宅通过资源整合，打包
出租给 3家公司建设精品民宿。沙
塘湾村正朝着“民宿文创村落”

“长三角最文艺渔村”的目标发
力，成为旅游风情小镇的一抹“亮
色”。

渔港展风情，流金又淌银。2017
年，石浦镇接待游客 411 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 46.2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7.6%和 8%。“下一步，我们将致力
构造‘一核一带四片区’。一核，风情
小镇旅游服务核心；一带，渔港风情
观光带；四片区，即渔文化展示片
区、渔俗体验片区、渔业休闲片区和
滨海度假片区，最终形成有诗意、有
趣味的石浦渔港旅游风情小镇。”
奚海峰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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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石浦：
渔港古城游人如织。

“风情”弥漫渔港小镇
渔港小镇风情迷人

戴尔·卡
耐基说：“人人
都应有一种深
厚的兴趣或嗜
好，以丰富心
灵，为生活添
加滋味，同时
也许可以借着
它，对自己的
国 家 有 所 贡
献。”

“合格加
特长”是全面
提高学生素质
的总体目标要
求。特色教育
也是衡量一所
学校办学传统
和社会影响的
重要方面。

鄞州区姜
山镇副镇长蒋
优丰说，区镇
两级对特色教
育非常重视，
镇财政每年安
排专项经费，
鼓励学校发展
特色教育。如
今，姜山镇的
特色教育遍地
开花，精彩纷
呈，学生们在
完成文化课之
余，踢足球、排
合唱、学舞蹈、
练书法、拉小
提琴、玩汉字
棋、编竹编、攀
岩......

鄞
州
姜
山
：
特
色
教
育
精
彩
纷
呈

姜山镇中学足球队。

茅山"紫云英"合唱队参加比赛。

鄞州实验小学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