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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蔡
潇） 临近春节，商场、车站等公共
场所的“禁烟令”执行得如何？昨
天，记者跟随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
员来到宁波客运中心、鄞州万达广
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检查
结果显示：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明
显少了。

在宁波客运中心，虽然门外
的广场上设置了吸烟区，但还有
一些旅客在售票厅的门口吸烟。
在 工 作 人 员 提 醒 下 ， 在 进 站 之
前，他们都主动掐灭了烟头。在

站内的候车厅里，执法人员没有
发现吸烟行为。在以往比较容易
出现吸烟行为的卫生间门口，车
站专门安排了两名志愿者，一经
发现及时劝导。

在候车厅一侧，执法人员发现
一处标有“吸烟室”的房间，许多
旅客在里面吞云吐雾。距离“吸烟
室”很远的地方，记者就闻到了一
股浓重的烟味。今年 2 月 1 日起，

《宁波市禁止吸烟执法工作实施细
则》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吸
烟区必须设置在室外，四周敞开，

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
好。而这间封闭式的吸烟室明显不
符合要求，执法人员当即提出了整
改要求。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鄞州万
达广场，对超市、公共区域的控烟
工作进行检查，并和商户就如何做
好禁烟劝导、固定吸烟证据等问题
进行了沟通交流。

据介绍，2017 年 7 月 1 日 《宁
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实施至
今，全市已实施行政处罚 6起，共
处罚金 4100 元。市卫生监督所生

活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监督科副科长
刘颖说，执法人员在具体执法过程
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执法人
员现场取证困难，执法时不少吸烟
者以没带身份证、没带钱为由拒绝
处罚。

根据《宁波市禁止吸烟执法工
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在禁烟场所
个人吸烟的处罚标准为：根据情节
轻 重 ， 罚 款 50 元 、 200 元 、 500
元，或折抵相应的社会服务时间。
阻碍执法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将移
交公安机关处置。

公共场所“禁烟令”执行得如何？
吸烟者少了，但一些场所设置不合规，同时执法还有一些困难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日，
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举行，深
入总结去年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研究谋划
今年的工作。

2017 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紧紧围绕迎接和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市党代会精
神，克难攻坚，奋发图强，良好理
论氛围进一步浓厚，舆论引导能
力进一步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进一步深化，文化强市建设
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保
障能力进一步强化，各项工作整
体推进、重点突出、成效显著。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也是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决胜
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今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要求，准确把
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任务新使
命，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聚焦灵
魂主线，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坚持党
性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权；着眼凝心聚力，全力提升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
眼成风化俗，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
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着眼以文化
人，深入推进文艺繁荣发展；围绕
产业升级，加快文化改革和产业发
展。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争做政治家、专门家、实
干家，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奋勇
争先，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两个高水平”、
建设“名城名都”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会议还表彰了 2017 年度全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大奖和创新
奖。

我市部署
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胡章）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我市抢抓机遇，今年将实施
推进重大水利项目 48 项，重大
前期项目 14 项，年度计划投资
确保完成 100亿元，其中重点工
程 85 亿元。这是记者昨天从市
政府召开的全市水利工作会议上
获悉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水利摆在
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之首。重大水
利项目是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的关
键，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年，我市
全面实施“防洪排涝 2020 行动
计划”，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洪排
涝格局。我市将全面推进姚江西
排、余姚西分、余姚北排、姚江
二通道、葛岙水库等流域治理

“6+1”工程，加快推进慈溪新
城河、奉化溪口剡江、象山东大

河等沿江闸泵建设，重点实现海曙
鄞江堤防、东钱湖北排工程及早开
工。在洪涝治理项目上，我市继续
开展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13 座，山
塘全面整治 100座，启动象山大目
涂二期、宁海门前塘、奉化山林塘
等海塘维修加固工程。

兴水惠民，民生水利不可或
缺。以“旱能灌得上、灌得好，涝
能排得出、排得快”为目标，我市
今年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6.5 万亩，
继续建设中央小农水项目 1.97 万
亩。为巩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成果，深化水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我市今年将大力推进“美丽水
乡”建设，推进以整条流域为单元
的综合治理，计划推进生态小流域
治理 60 公里，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850 万立方米，续建第四批镇乡水
环境项目4个，村庄水环境整治36
个。

我市今年将推进
48项重大水利项目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
员许嘉琛） 昨天下午，2018 年
宁波市职工代表新春团拜会在五
一广场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
的 180余名劳模、首席工人、港
城工匠、工人先锋号班组、优秀
工会干部等职工代表欢聚一堂，
畅叙友情，共话发展。

2017 年，宁波市工会十五
大顺利召开，明确今后五年要将
宁波工会建设成“服务型、枢
纽型、智慧型、亲和型、活力

型、创新型”的“六型工会”。36
名 职 工 被 评 为 第 二 批 “ 港 城 工
匠 ”， 完 成 市 级 技 能 精 英 赛 12
项、群英赛 116 项，涌现了一大
批技术尖兵；开展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 550 余场次，培训职工 1.3 万
人。

2018 市，我市各级工会还将
采取多项举措，保障职工权益，提
升职工素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全面实现“互联网+”工会服务体
系建设目标。

职工代表欢聚一堂迎新春

王学进

2 月 5 日，市教育局联合市
场监管、民政、消防等部门，对
社会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开展检查
整治。令人吃惊的是，被查到的
6家教育培训机构，只有一家资
质齐全，其他均有问题。更夸张
的 是 ， 有 家 开 办 于 2016 年 年
底、无证办学的教育培训机构，
居然已有 14 年“历史”了，门
牌还悬挂着 14 周年校庆的横幅

（2月7日《宁波日报》）。
赶在寒假开始之时，职能部

门对培训机构进行检查整治，时
机选得好，查处力度也大。需要
重视的是，有些培训机构已经无
证办学好多年了，有的此前被取
缔了，如今还在办。如去年暑
期，教育局对“秋寒学舍”发出
整改通知书，然而此次“回头
看”，其问题依然没解决。为

此，教育部门也直接对其下发停止
办学通知书。这是必须的。但根据
其以前表现，我们还是担心，明年
它会不会换一个马甲、换一个地方
继续办。

笔者对宁波的培训市场有些了
解，据个人观察，被取缔的非法办
学机构改头换面后择机再开张的情
况比较普遍。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
在于，整治手段单一，惩罚力度不
够大。深层次原因则是市场需求逐
年增大，培训的蛋糕太诱人，已经
尝到甜头的人不会轻易退出市场。
故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
把整治非法培训机构作为一项长期
任务，相关部门应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

培训乱象愈演愈烈，潜伏的风
险就越来越大。职能部门不能等到
发生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办学者携款
潜逃造成群体性事件后再来整治，
一定要趁早整治，严厉整治，持久
整治。同时，还应强化源头治理，
多方扩充优质教育资源，比如开设

“空中课堂”、推送免费“微课”
等，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课业指
导。

整治非法培训机构
得打持久战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许耀立

竹编、串珠、面塑、金银彩绣
……这两天，在江北白沙街道 5号
空间的大厅里，各式各样的非遗项
目一一展出，民间手艺人手把手向
市民传授手艺，普及非遗文化知
识。正大社区书记杨艳红告诉记
者，把民间手艺人请来，为的就是
让居民回味小时候，寻找记忆中的
年味。

“你看，从左边插入右边的小孔
里，再穿过来……”在竹编摊位前，
几个十几岁的孩子饶有兴致地围在
手艺人叶商杰的身边，边看边学，兴
奋地议论着精美的竹编工艺品。

“从削竹、劈篾、构思、设
计，到最终的编织，做一个竹编制
品 短 则 几 天 ， 长 则 需 要 大 半 个
月。”叶商杰指着面前的竹编饭
盂、八角篮笑着说。叶商杰是非遗

传承人，今年 25 岁的他几年前自
告奋勇跟着爷爷叶良康学习竹编手
艺。

一旁的面塑艺人曲桂华也是非
遗传承人。她选择了简单的卡通形
象进行示范，一点一点地教居民捏
面塑。小小的面团几经捏、搓、
揉、掀，再用小竹刀点、切、刻、
划，半小时后，一个个憨态可掬的
熊猫就在居民们的手中诞生了。正
大社区居民郑秀娣拿着手中刚制作
成型的面塑作品，满脸笑意：“十
几年没有看到过捏面人了，小时
候，拥有一个面人我能开心个把月
呢！”

场地的另一边，街道文艺骨干
正在书写春联。水师傅的字线条粗
细变化明显，跌宕有致，颇受居民
们的喜爱。此外，展出的还有宁波
的传统年味——发糕、八宝饭、年
糕等。

喧闹声中，年味越来越浓，传
统文化也离百姓越来越近。

社区里学非遗技艺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周 淳 陈璐佳

“3 号 楼 506 室 楼 顶 有 裂 缝 ，
506 室又没有住人。现在，雨水从
506 室渗漏到 406 室，影响到住户
的 日 常 生 活 。 严 书 记 ， 侬 看 咋
办？”近日的一个晚上，在慈溪市
浒山街道虞波社区的议事厅，居民

冯国平话音刚落，在场的社区干部
和居民便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
起来。最后，大伙儿把目光聚焦到
社区党委书记严介军身上。

当天正是社区干部与居民“相
约星期四”的日子。面对冯国平反
映的问题，严介军思索了一会儿
说：“大家莫急，先防止水继续渗
漏。在漏水的问题彻底解决前，必
须先把有裂缝的楼顶修复……”那
晚，社区议事厅的灯光一直亮到深
夜。次日一早，严介军和其他社区
干部赶到 3号楼，实施了前一晚大
家协商的解决方案。

相约星期四，民情直通车；聚
民智民力，解民忧民难——这四行
书写在社区“相约星期四”议事厅
墙上的大字，是虞波社区当年搭建
这个平台的初衷。2009 年至今，
除了节假日外，社区干部与居民每
周“约会”一次，共同化解邻里矛
盾纠纷，商讨社区发展大计。

如今，在虞波社区的虞波花园
小区，有 30个楼道相继开展了楼道
文化建设。“书香雅韵楼”里，墙上的
居民漫画作品诙谐幽默；“健康关爱
楼”里，热心志愿服务的医护人员一
一上墙亮相；“缤纷艺术楼”里，文艺

骨干们的演出照片记录着多彩的小
区生活……“从为楼道取名字，到挖
掘楼道典型、撰写楼道故事，都是去
年大家通过‘相约星期四’平台策划
实施的。”社区居民宋莹田说，“现
在，楼道变得更漂亮了，邻里间的感
情也更深了！”

“无论是‘相约星期四’，还是民
主议事会、开放空间、网格化管理，社
区都在努力为居民表达诉求、参与自
治拓宽渠道。”严介军表示，只有依靠
居民共同的力量，让居民发自内心
地、主动自愿地参与社区建设，社区
才能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相约星期四”九年不间断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基层行基层行

昨日，海曙区章水镇卫生院“高山巡回医疗队”的医生走进梅龙村，
为村民检查身体并送上药品。

（记者 崔引 摄）山村来了巡回医疗队

图为市民学习体验非遗技艺。 （徐欣 许耀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