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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传斌

又到“六一”儿童节。上周
末，很多家长领着孩子走进宁波
海洋世界，感受海洋生物的奇妙。

位于互动区的海龟池，人气
总是很旺。小朋友可以给 10 来只
体 型 壮 硕 、 憨 态 可 掬 的 海 龟 喂
食 。 其 中 ， 有 只 绿 海 龟 有 点 特
别，缺了“左胳膊”，缓缓跟在队
伍后面。“这只龟是 6 年前被我们
救下来的。送来时，它的左前肢
严重受伤，只能截肢，治了一年
多才康复。”海洋世界水族部副经
理王亮亮说。

王亮亮是宁波市水生野生动
物救助中心的一员，“有人称我们
是海洋动物的‘120’医生，感觉
挺自豪的。”2007年夏天，中心由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和海洋世
界共同组建，对搁浅、受困、依
法没收或移交的国家级水生野生
保 护 动 物 进 行 救 治 、 饲 养 和 放
生，如今已走过10个年头。

救助中心有一支 10 人组成的
救护小组，配备了专用救护车等
设施。“2014年秋天，我们一次救
治了 8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蠵龟，
特别难忘”，王亮亮说，救护行动
前后历经 1 年多时间，共救活 6
只，陆续放生大海。10 年来，王

亮亮和伙伴们救护出勤 120 多次，
累计救助、接收保护物种 12 个，
数量 175 条 （只），其中治疗康复
后放生的有23只。

宁波海域辽阔，渔民常在作
业时误捕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常见
的是绿海龟、蠵龟、江豚等，也有中

华鲟、玳瑁一级保护动物。经过数
年的努力，目前我市已形成一张
水生野生动物的救助网络，“有需
要，一个电话即刻出动”。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负责
人说，“我们向渔民一再宣传，发
现有误捕的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没有受伤的，要第一时间无条件
放生；若是有受伤，马上报告，
实施救护”。为此，我市还建立了
珍 稀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奖 励 机
制。渔民将救护、放生的过程用
照片、视频等记录下来，海洋渔
业部门根据救助的物种等级、效
果，按相应标准予以奖励，极大
激励了渔民的保护积极性。

2017 年，我市共处理 125 起、
129 头 （尾） 水生野生动物事件，
涉及鲸豚类、龟类、中华鲟等多
种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其中成功放生67头 （尾），发放奖
励资金30余万元。

王亮亮说，这几年，市民特别
是渔民的保护意识明显提高。在海
洋世界水族馆，养有两只两公斤多

的中华锦绣龙虾，“这两只中华锦
绣龙虾分别是3年前象山、奉化的
渔民捕获后，主动送来的。”

渔民的保护意识增强了，但
在救护知识、基础操作上，还有
短板要补。王亮亮说，他们在救
护中发现，渔民往往将误捕的海
龟、江豚无遮盖放在甲板上，或
者养在狭小、不干净的水池里，
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加速其死
亡。哪些动物属于保护范围，基
础救护该怎么做，目前这方面的
专业培训还做得不够，“最好能把
相关知识送到每一条渔船上”。

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见利忘
义，从事运输、贩卖水生野生动
物的违法勾当。对此，执法部门
严厉打击。今年5月初，镇海区海
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在镇海金塘大
桥水域，在一艘舟山嵊泗的渔船
上查获一条死亡的江豚。据当事
的渔民交代，这条江豚是前几日
作业时捕获的，起网时已死亡。
后打听到有人愿出钱买，他便驾
船载着死江豚打算到镇海卖掉，

没想到中途就“栽”了。
据悉，这是我市查获的首例

涉嫌运输贩卖国家二级水生野生
保护动物案件，当事人目前已被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负责
人介绍，国家 《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规定，“捕捞作业时
误捕水生野生动物的，应当立即
无条件放生，已经死亡的上交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妥善处理。”一句
话，无论误捕的水生野生动物是
死是活，都不能贩卖。

救 护 有 讲 究 ， 放 生 也 要 有
“规矩”。王亮亮说，不少市民喜
欢 把 从 市 场 买 来 的 鱼 、 鳖 等 放
生，“很多养殖货其实不适应野
外 环 境 ， 生 存 概 率 很 低 ， 胡 乱
放生反而变成了‘杀生’”。特
别 是 近 年 来 ， 一 些 人 将 巴 西
龟 、 鳄 龟 等 外 来 物 种 投 入 河 塘
放 生 ， 还 会 对 水 域 造 成 “ 生 态
灾难”。了解和救护水生野生保
护 动 物 ， 还 有 蛮 多 课 程 需 要 市
民一起来学。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常识普及”还得补上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张益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和金色的党徽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这样的场景在海曙村村能见到。此外，一面
党旗、一枚党徽、一间党员活动室、一面党员风采墙、一
块党务公开栏、一个党建文件柜、一本支部记录本等“七
个一”成了每个村的标配。村村亮出红色标识、亮出党员
身份，是海曙区夯实乡村党建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海曙区区划调整以来的重大命
题。海曙区围绕党建争强三年行动计划，紧扣乡村振兴战
略和“五大乡村”建设，大力开展农村党建亮绩行动，着
眼支部规范化建设，持续增强村党组织组织力，强化政治
引领和谋划决策。同时，借力基层党建城乡融合的力量，
瞄准乡村治理、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等主题，跑出乡村振
兴加速度。

上周四上午 9 时，横街镇半山
村党员严师傅家中来了几位客人，
他们带来了香袋等端午节慰问品，
为曾经当兵的严师傅送上一曲 《咱
当兵的人》，并共忆往事、学新党
章，让严师傅倍感温馨。这几位客
人是白云街道牡丹社区“红色背包
客”的党员志愿者，他们与半山村
结对，定期“送学上门”，开展丰富
多彩的组织生活，推广党员“锋领
指数”考评等工作制度，为原本基
础薄弱的半山村党支部注入了生机
和活力。

这是海曙区城乡基层党组织结
对共建的缩影。去年 5 月初，海曙
区启动“一线融合”党组织结对共
建活动，17个机关和企业党组织分
别和 17个村社结对，同时各社会组
织的党员志愿者也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走进乡村送关爱、送服务、送
党课。

“我们把城市党建的好思路带到
村社发展上，把好制度建在队伍提
质上，把好载体用到堡垒巩固上，
把好资源用在排忧解难上，把各项
工作做实做好，把村和社区建设得
更好。”海曙区统计局机关党支部书
记周甍说出了这一共建活动的内
涵。城市的资源助力乡村建强党员
队伍、巩固基层堡垒，不仅拉近了
城乡间的距离，而且进一步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

“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业”和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中宁化集团
有限公司，与地处四明山革命老区

的李家坑村结对，组织企业骨干党
员走村入户、掌握村情，重点围绕
古村落整体保护开发、农副产品展
销等方面召开专题研讨会，为李家
坑村发展提供企业视角和发展思
路，成为海曙“一线融合”党组织
结对共建活动的一个典型。

2017 年，李家坑村被评为“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昔日“深山里的
土坑”成为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的生动实践。“城乡党组织结对拓展
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李家坑‘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
走得更稳更有力了。”李家坑村党支
部书记李红伟表示。

今年，海曙区还选派 24名优秀
区管后备干部担任首批农村工作指
导员，“沉”入基层全力助推乡村振
兴。党员竺志军是派驻集士港镇深
溪村的“农指员”。目前，他已有几
个初步设想：一方面，利用自己招
商引资的工作经验，帮助村里引进
民宿、旅游开发运营等企业，提升
硬件设施水平为发展第三产业打好
基础，让村子美起来；另一方面，
邀请旅行社、新媒体等人士策划打
造村旅游品牌，进一步吸引游客，
让村民富起来。

下一步，海曙区将开展“百村
千项”城乡结对共建行动，计划用
三年时间，通过机关部门、街道社
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与农村党
组织结对，通过民生微项目、公益
惠民、区域融合等方面联动，加速
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党建+融合” 结对共建注入生机活力

乡村要振兴，党员干部队伍要
先行。去年 5月，海曙实施“党建
在一线，书记带头干”锋领行动，
新 一 届 村 书 记 围 绕 “ 党 建 + 发
展、治水、生态、服务、文化”五
大主题，汇总公示 167个“书记领
衔”攻坚项目，明确工作目标、具
体举措与完成时限。

古林镇召开5次主题研讨会，围
绕“三改一拆”、机场三期扩建拆迁等
中心工作，列出19个问题，提出42条
意见建议；龙观乡通过村社书记“心
贴心访”“面对面议”“实打实办”“点
对点督”的方式，累计召开书记现场
办公会议和两委会议 30多场，有效
解决新村建设、大龄青年安置房、环
境整治等各类问题100多个。

新村文化礼堂相继落成、高山
移民项目顺利推进、旅游兴村项目

初见成效、小城镇环境不断提升
……如今，一个个项目如期完成，
群众不住点赞。

各乡镇党委还积极为乡村产业
提升发展搭建各种发展平台。

章水镇由镇党委牵头、各村党
组织联动，对房屋、土地等闲置村
级集体资产盘点整合、规模利用，
为农产品产业化提供各种扶持，破
解山区农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难
题。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农产品

“一村一品”，村支部书记作为第一
责任人，负责产品质量保障和销路
开拓，实现了浙贝母、白果、花旗
芋艿等一批优质农产品的统一收
集、统一包装、统一出售，帮助村
民增收致富。通过镇党委牵线搭
桥，富农浙贝母专业合作社与省中
药研究所等单位建立科研合作关

系，成功繁育出优质贝母品种“浙
贝 3 号”；同时引荐联系金华等地
药材市场和医疗机构，助力合作社
将章水的浙贝母卖到了全国各地，
去年销售额3000余万元。

鄞江镇党委则探索农村区域化
党建新模式——田园党建综合体，
将建岙村、梅园村、沿山村、大桥
村等四个村党组织及区域内的“两
新”党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盘活辖
区红色农旅资源，打造“红课”

（红 色 课 堂）、“ 红 拓 ”（红 色 拓
展）、“红餐”（红色简餐）、“红宿”

（红色民宿）四位一体的组织生活学
习体验复合形态。鄞江梅园革命史
迹陈列馆列入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以来，去年接待71个党组织6800余
名来访者，鄞江红色资源人气集聚。
与此同时，镇党委积极与草木间、梅
景苑等具有农创特色优势的“两
新”组织合作，吸纳趣湾银杏庄
园、郭斌锦鲤、国昌茶场、鄞江商
埠等农旅企业参与，构筑“党建+
农旅发展”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党建+发展”“书记领衔”助推产业升级

居民千件事，村社一张网。
2016 年，海曙区推出了以基础网
格为组织单元、以多元参与为服务
形式、以党员志愿者为主要力量、
以信息化手段为技术支撑的“网格
党建”新模式，通过“全域化”设
置网格党组织、常态化构建网格党
建运作机制、“立体化”健全成效
评价体系，将党建工作触角延伸至
基层治理末梢。

现在，这张网全面覆盖到乡
村。网格内实行“1+1+4”网格党
建队伍配置，每个网格建立以网格
长 （网格员队伍） 和网格党组织为
主体，整合两代表一委员、在职党
员、乡镇联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等
力量，形成“1+1+4”的党群服务
团队，畅通“一访、一网、一栏、
一线、一平台”的“五个一”党群
沟通途径，建立健全月度网格长例
会、季度党群恳谈会、半年度民情
大接访等制度，及时主动排查隐
患、化解矛盾、服务群众。

石碶街道建庄社区庄湾沁园是
不久前投入使用的农民安置小区，
从村民转变为居民，有些农村的生
活习惯没有改变，在入住之初，楼
顶私自违章搭建、公用楼道堆放杂

物等现象时有发生。对此，该社区
网格党员坚持发现一起、上报一
起、调处一起，成功处理 32 起相
关违建，现在小区再没有出现一起
违章搭建。

这样的案例海曙区不在少数，
2017 年度，通过“网格党建”化
解各类矛盾1000余个。

在全区全面推广“村民说事”
制度是海曙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的又一个有力抓手。村党组织搭
台，通过“说、议、办、评”四个
流程，围绕环境整治、综合治理、

养老、教育等问题，让群众有力说
事，村党组织有力办事，推动矛盾
化解、共谋集体发展，形成了稳定
和谐的基层自治局面。

海曙区高桥镇民乐村实施“村
民说事”模式已有多年，专门成立了
由党员和村民骨干等 10 余人组成
的“村民说事团”，开展“一月一议”。

民乐村菜市场环境就是通过今
年年初的“村民说事”后，进行综
合整治，卫生情况有效改观。该村
党员谢江伟深有感触地表示：“老
百姓对村里的发展都很关心，通过

‘村民说事’把他们的想法建议表
达出来，接下去我们工作的思路多
了，阻力少了，工作成效也明显
了。”
（图片由海曙区区委组织部提供）

“党建+治理”“网格和说事”构建和谐乡风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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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康复的“断臂”绿海龟。 （记者 余建文 摄）

高桥镇芦港村党建亮显高桥镇芦港村党建亮显

李家坑村好客的村民李家坑村好客的村民章水镇小城镇环境章水镇小城镇环境

鄞江镇建岙村文化礼堂管理鄞江镇建岙村文化礼堂管理
员唐亚凤向游客讲述红色故事员唐亚凤向游客讲述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