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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劣、清淤、景观提升、日
常保洁，打赢“内河保卫战”

区域调整之后，鄞州城区内河
河道达 140 条，总长约 240 公里，比
宁波至上海的路程还多，水域面积
486 万平方米，为全市各区县（市）
之最。而“城中河”穿过城市最繁华
的地段，沿河民居密集，管好这些内
河任务十分艰巨。

去年，鄞州区对列入劣Ⅴ类小
微水体的 22 条城区内河集中进行
整治，后西漕、夏虞河、大朱家河
等先后通过验收；对于小洋江史家

码村等 6个水质断面，采取“一面
一策”完成整治，并进行多项生态
修复。同时，去年完成内河清淤工
程 13 项，清淤河道 24 条。对中塘
河支流、大洋江 （馨园路） 等处进
行了河边绿化景观提升，并维修截
污井58座、智能化改造83座。

河道的日常养护是一件繁重的
工作。该区将城区河道划分成 6个
片区，实行片区精细化管理。以片
区为单位开展养护巡查考核、工程
事项协调监管等工作。按照行业规
范和考核标准从严监管，以周、月
巡查记录表形式反馈养护情况。

对河道养护单位，推出多项制
约措施，如“约谈制”“降级制”

“退出制”“一票否决制”等，其中

“约谈制”是对连续两月考核成绩
不合格或出现严重问题的养护单位
进行约谈，去年 4 家公司被约谈；
对连续 3次考核不合格或两个以上
单因子考核不合格的河道实行降级
处理。运用多项措施传导养护压
力，倒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快
设备更新。

同时，采用“五大考核”方
式，即第三方考核、联合考核、单
因子考核、捆绑式考核、景观分类
考核。联合考核是在处室考核基础
上，结合领导考核、智慧城管检
查、城管义工联考、市民媒体监督
等多角度进行监管考核；单因子考
核是对高锰酸盐、氨氮、总磷、透
明度等4项重要指标进行考核。

无人机、污水处理车、生态
浮岛、微生物，共治“城中河”

在小洋江剑桥公园，河面上有
喷泉，有植物浮岛，工人正划着小船
在清理河面上的树叶，河中还有多
个喷着气的装置。

“这是微纳米曝气装置，是为河
道充氧的，可改变水体因缺氧而发
臭的状况，为整个水体提供融氧基
础，以恢复和增强水中好氧微生物
的活性。”负责该河段保洁养护的浙
大水业有限公司（宁波）负责人说，
提升水质的“秘方”还有“生态反应
器”“微生物在线工厂”“柔性高分子
生态基”等技术。

如今，鄞州城区共有 6 家河面

保洁、12 家水质养护单位，各显神
通，综合施策，共同呵护“城中河”。

有的河道环境复杂，巡查起来
十分困难，鄞州内河管理处运用无
人机巡河。目前，3 台无人机每周
巡河两次，每次巡查 180分钟、辐
射 40 平方公里，填补了人力巡查
的盲区，实现河道巡查全覆盖、零
死角。

同时，还在南北河、长塘河、
卧彩河等27条河道、75个重要点位
安装了监控探头，探头 24小时实时
监控河道水位变化和保洁情况。

无人机+探头监控的画面视频
和图片等数据资料，用来建立巡查
信息台账，通过前后情况对比来检
验治水效果。针对可能存在的违规

排放污水、雨污混接等问题，采取联
合执法、人机结合执法，提高办案质
量和效率。

空中、岸上有“侦察兵”，水面
有保洁船。目前，在城区内河中开展
常态化保洁作业的船只超过 120 艘。
保洁船安装的GPS定位系统，清楚地
记录船只行驶时间、轨迹、里程数
等，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准确掌握
船只作业情况和河道保洁情况。此
外，还有污水处理车、强排车，日处
理污水量可达2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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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西周：：
““乡贤团乡贤团””助力破解征迁难题助力破解征迁难题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丹凤 赵媛

据了解，西瀛大街地处西周镇
核心区，全长 1700 余米，南段为文
化、卫生、商贸集中地；北段为金
融、交通、文化休闲集合地；中段为
住宅区，属瀛洲村，因住宅密集，环
境脏乱差，严重影响片区居民生活
和西周城的整体形象。征迁中段住
宅区、贯通南北后进行整体改造，
势在必行。

征地拆迁不啻“天下第一难
事”。西瀛大街于1996年开始征迁，
涉及 85 户村民 1 万余平方米的宅
基地。“当年，我们采取‘先易后难’

的策略，前后投入数千万元。但到
2015 年，仍有 17 户未拆通，街区改
造陷入僵局。”村党支部书记何南
松告诉笔者，西瀛大街要拆未拆、
待建未建，前后拖了 20 年，周边群
众怨声载道。

“我们西周是象山第一工业强
镇，但城镇建设短板明显，其中最
大一块‘疤’就是西瀛大街。”当地
春华汽配企业创始人张德华是县
第十四届党代表、镇第十八届人大
代表。他说，镇里的企业家心系家
乡发展，年年提有关西瀛大街的建
设议案，“我们恨不得亲自下场‘推
一把’。”

何不邀请企业家等乡贤参与

进来，共同助力破解难题？2015年，
在西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华盛
塑胶董事长鲍志昌联合张德华等
当地企业家，组成“乡贤团”，攻坚
西瀛大街征迁项目。

两年多来，乡贤们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出资出力推进相关工作。

“拆迁的村民家有难处，我们发挥
个人或团体力量，尽力帮忙解决。”
鲍志昌说。同时，大家发现对于“村
事”难点既要“开会说”，更要深入
一线现场说、上门说。“对于不同意
签字的村民，我们只能慢慢磨。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令张德华印象
最深的是，有一户人家他和鲍志昌
跑了20来趟，“嘴皮子磨破，鞋底子

磨穿，连续做了两年工作，今年年
初终于同意拆除了。”张德华向笔
者感慨，以前乡贤团的成员也算是
西周镇的“名人”“能人”，村民们见
到笑脸相迎，但介入征迁后经常吃

“闭门羹”，“我们真正体会到了镇、
村干部做工作的难处。”

据了解，目前西瀛大街行车道
路面硬化已完工，沿街两侧拆除后
清理工作正同步跟进中，临街街面
房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未来，西瀛大
街将形成一个多业态、多功能、体验
型、一站式的精品商业街区，结合镇
区打造的昌明街、生态循环工业园、
小微企业集聚区等，西周镇正加速
驶入城乡争优的“快车道”。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张落雁 王涛

阳光明媚春色好，赏花登山正
当时。“五一”小长假，笔者在江北游
步道遇到众多登山爱好者。大批市
民游客蜂拥而至。“趁着闲暇时光，
望望山峦树木，呼吸下新鲜空气。”
市民郑先生说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
前来爬山，在享受健身锻炼的同时，
领略不同的乡村风光。

作为宁波山地马拉松赛的明星
赛道，北山游步道的秀丽风光，再次
在 2018 宁波山地马拉松赛上获得
诸多参赛者的点赞。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启动仪
式”，近日也选在这条健身游步道
边上举行。仪式上，云湖登山健身
步道等被评为宁波市 12 条省级登
山健身步道。

今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发改委、财政部等 12部委联合印发

了《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实施方
案的通知》，指出健身步道投资少、
见效快、承载力强、容量大，是全民
健身的重要载体，并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在全国每个区(县、市)完成
300 公里左右健身步道建设，以此
为载体，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
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中国登山运动协会主席李
致新表示，健身步道包括登山步道、
城市绿道、郊野健身休闲道等多种
形式，参与人群既可以是登山徒步
人群，也可以是骑行、越野跑等人
群，涉及面广。建设健身步道，不仅
要与运动项目相结合，也要与美丽
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相结合。

近年来，江北充分利用辖区内
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在距离宁波
市区仅十余公里的北山地区，修建
了长达 80公里的北山游步道，将沿
线 15 个散落在山间的美丽村落串
联起来。整条游步道生态环境良好，
行走其间，可以饱览保国寺、慈城古
县城、绿野山庄这 3个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风光，是一条集休闲旅游、登
山健身、体验野趣于一体的休闲健
身绿道。

如今，北山游步道已成为市民
健康之道。自步道建成以来，先后举
办了 2014 年至 2018 年共五届山地
马拉松赛、全国山地竞速挑战赛、浙
江省全民登山比赛、宁波开步节等
体育赛事。众多的高水平赛事，带动
了江北群众体育活动的突飞猛进，
2017 年，江北全区体育人口比例达
到 47.7%，列全市第一名，江北体育
事业的满意度和知名度大大提高。

随着休闲游市民的不断增加，
北山游步道也成为周边村民致富之
道。沿途的鞍山村、毛岙村、南联
村等村庄纷纷启动乡村旅游项目，
一家家客栈、农家饭店在周边兴
起，为来这里休闲的游客提供了更
丰富的乡村游体验，同时沿线农民
的收入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去 年 北 山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50 万 人
次，周边民宿一年接待游客近万
人。

不仅有北山游步道，目前江北
还正在大力推进位于姚江北岸的滨
江绿道建设，努力把滨江绿道打造
成为集生态、景观、旅游、文化于一
体的功能项目、城乡休闲旅游品牌，
给体育旅游提供更多的载体和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通讯员 张 立 董建亚

本报记者 陈朝霞

“这里有人往苏家河里倾倒垃
圾，已劝离，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协
助清理。”这是雄镇社区“网格长”
李梁波通过 E 宁波手机终端发在
宁波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
息系统上报的信息。他回忆说，当
时在日常巡逻走访时，发现河道边
飘来一股臭味，走近一看发现有人
开着面包车载来一大堆海鲜垃圾，
正往苏家河里倾倒。“太过分了！你
这样不仅污染了环境，还破坏我们

‘五水共治’的成果。”李梁波一边
记下车牌并拍照留好“证据”，一边
上前大声呵斥倾倒者。把人劝离
后，李梁波通过信息系统上报、流

转把问题转给街道“四个平台”，很
快城管中队和保洁中心工作人员
就赶到现场进行清理。

如今，段塘街道的“网格长”形
成了一张密不透风而又快速反应
的大网，在维护辖区稳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我们要求每一位‘网格
长’在辖区多走访，主动入户入企，
倾听民意，发现问题，协调解决群
众困难，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段塘街道党工委书记裘骥表示，街
道把辖区划分成 78 个网格，并对

“网格长”实行“定格、定员、定责、
定岗”，实现居民小区、企业园区、
河流道路、公园绿地的全覆盖，通
过实地走访巡查、事件上报处置、
维护基础信息等方式，打通了基层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街道各类事务多而杂，工作面
广量大，仅靠“网格长”外出找问题
显得有些被动。如何破解这一难
题？实际工作中，裘骥发现，部分小
问题“养大”后变得棘手，一个原因
就是事先未进行预判。“研判预警
并提前介入，这是如今我们对‘网
格长’的一个培训重点。”裘骥印象
深刻的一件事是去年南塘社区“接
电事件”。得益于完善的提前预演，
社区‘网格长’当起了“推演家”，数
次路演小区外单位接用小区配电
站的施工项目，模拟居民的反应和
反对意见。“现实中居民的各种反
应，我们‘网格长’都稳妥应对。”裘
骥说，最终项目得以顺利落地，离
不开“网格长”的汗水和付出。

此外，在段塘街道提高公共安

全指标过程中，“网格长”化身“安
全员”和“检测员”，在专业部门的
指导下，检查了 442 个辖区单位的
安全现状，治理小区 16 个消火栓，
并发现各类食品安全隐患1750条，
协助受理投诉举报17起。

管好自己的包干区成了街道
每一位“网格长”的小目标。据
悉，去年以来，段塘街道“网格
长”共上报处置涉及治安隐患、
危房排查等问题事件 6000 余件，
走访重点人员 5.7万人次。2017年
街道网格建设各项考核指标领跑
全区，4次季度考核中网格满分率
均列全区第一。

内河治理创出“鄞州模式”

140140条内河实现条内河实现““无缝监管无缝监管””

近日，鄞州院士公园河作为首条“水下森林
景观河”成为“网红”；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管局） 内河管理处喜获全市 2017 年“内河
杯”和创新奖，该区连续5年夺得“内河杯”。

在全省“五水共治”、全民治河的背景下，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局）不断创新，全
区内河均实现专业机构“日巡日清”，河道第三
方巡查实现全覆盖，并在内河养护精细化、水质
提升生态化方面创出了“鄞州模式”。

﹃
步
道
经
济
﹄
风
景
独
好

院士公园河“水下森林景观”成“网红”。

“浙大水业”员工在小洋江剑桥公园河清洁水面。 （朱军备 包静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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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道路拆通，街面房马上要建了！”“等了这么多
年，终于动真格了！”……象山西周镇镇中心的瀛洲村村民
们满心欢喜：“梗阻”20多年，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的西瀛大街今年终于成功拆通，即将改造成高“颜
值”的精品商业街区。这个难题得以破解，离不开乡贤团
的鼎力相助！

图为拆除现场。 （沈孙晖 赵媛 摄）

段段塘塘：：
7070多位多位““网格长网格长””每天每天““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助力社区治理助力社区治理

上午是看望孤寡老人的“敲门者”，中午是查看河道环
境的“巡逻员”，下午又成了调解邻里矛盾的“老娘舅”，在
海曙区段塘街道南苑社区，“网格长”汪威靠着每天的“角
色扮演”，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理得井井有条。段塘街
道一共有70多位汪威这样的“网格长”。该街道前不久在全
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上，捧回了由省委省政府颁发的

“省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奖，成为海曙区唯一获
此殊荣的单位。

“网格长”和居民面对面交流。（陈朝霞 桂琳 摄）

游人在登山。（徐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