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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昨天，我
市各地全面动员干部群众，进一步
强化落实各项防台防汛措施，扎牢

“篱笆”，排除隐患，把台风“安
比”可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宁海把船舶防台作为重中之
重。昨天，沿海 10 个乡镇组织力量
再次对“三无船舶”进行全面摸排，
县里派出 5 个督导组，分赴沿海乡
镇（街道）、海上开展全面督导，一旦
发现海上航行的“三无”船舶，立即
扣押。目前，全县705艘渔船及60艘
休闲渔船全部进港避风。该县还对
39处地质灾害点实行群测群防，加
密巡查，已转移安置群众3088人。

昨天下午，鄞州召开紧急会议，
启动地质灾害Ⅲ级反应。国土等部
门组成应急小分队对全区 6个地质
灾害点、12处不稳定斜坡和在建的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储备地块等安
全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排除隐患。该
区还在各地质灾害点所属的镇、村
设立驻村联络人。

“气象预报说将有大到暴雨，
大家要打起精神来，防范地质灾害
的发生。”昨天上午，海曙区章水镇
干部分组进山入村，和村干部一起
对几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回头
看”。在章水、龙观、横街和鄞江四地
山区乡镇，根据预案，加大巡逻力
度。该区以国土、交通、农林水利等
部门和山区乡镇为主，成立地灾隐
患排查组，启动 24小时应急值守监
测机制，实现动态监测全覆盖。相
关山区村庄派人定点值守，确保万
无一失。

昨天，北仑区全面落实防暴雨
措施，对全区 51 个山洪隐患小流
域村落、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41
处不稳定斜坡进行 24 小时巡查监

测，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工作。区域
内 80 余家危化、矿山、加油站等
企业落实防台措施，严防次生灾害
发生。检查各类种养殖基地、农业
企业、农家乐等 180余次，加固大
棚 1000 余亩。该区 21 支抢险救灾
队伍已准备到位。

昨天，象山县对石浦、鹤浦、高
塘岛和涂茨四个重点渔业乡镇的
28 家船舶企业的龙门吊等特种设
备进行检查，对在建船舶落实全面
加固措施。全县建筑工地全部停工，

海塘、水库、山塘 300多名巡查员全
部到岗到位，实行 24小时驻库（塘）
巡查。同时，象山组织农民做好抢收
工作。截至下午 4时，全县已抢收早
稻 0.13 万亩、梨 370 吨、桃 40 吨、葡
萄 25 吨、火龙果 13 吨，对其他作物
及设施农业落实开沟挖渠、加固覆
膜等防风防涝措施。

昨天，余姚对重点乡镇、街道、
大中型水库、重点水利工程进行全
面排查，检查各类防汛责任人落实、
到位情况。余姚国土部门对全市 42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不稳定斜坡开
展巡查、排查，及时掌握灾害点情
况。及早开展河网水库预排预泄，最
大限度发挥河网行洪功能和水库防
洪效益。同时，余姚全面强化应急准
备，389 支应急小分队、2 支市级机
动抢险队伍已进入待命状态。

余姚四明山区域各乡镇组织人
员提前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
山塘、小流域、危旧房屋等重点区
域，及时做好各项防御及人员撤离
准备工作。

落细落实措施 全力排除隐患

我市各地紧扎防台防汛“铁篱笆”

本报讯 （李磊明 许静娜）
昨天，第三届杭州湾湾区论坛在
慈溪举行，与会省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全面对接上
海、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与杭州湾
大湾区建设”，展开多角度的研
讨交流。论坛由省社科联指导，
市社科院 （市社科联） 和慈溪市
政府主办，宁波湾区经济研究院

（市湾区经济研究基地）、慈溪市
环杭州湾创新中心承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经济时报社社长王忠宏，上海市
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省政府原
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沈建明，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
毅刚分别在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与宁波建设高质量的产业体系》

《上海未来发展与浙江大湾区建
设》《浙江大湾区建设与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对标国际先进湾
区 建设浙江大湾区的思考》 主
题演讲中作了深度剖析，提出有
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

第三届杭州湾湾区
论坛昨在慈溪举行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张霞 象山记者站陈光曙） 记
者前天从象山县绿化委员会获
悉，该县“一村万树”三年行动
启动在即，以“1 个村培育种植
1万株树”为载体，大力发展珍
贵树种、乡土树种。

据了解，象山“一村万树”
行动将在保护现有乡村风貌的基
础上，将绿化建设与地形地貌、
风土人情等有机融合，利用房前
屋后空地、边角地等，重点抓好
乡村庭院绿化、村道绿化和休闲
公园绿地建设，对缺株断带、树
种单一、防护功能较差的林带进
行优化调整或更新改造，并注重
原生植被的保护。

同时，结合地方传统习惯，
发展木本干鲜果、油料、药材及
特用经济林种等传统产业，推广
兼具美化环境、生态和经济价值
的种植模式。发展森林观光、乡
村民宿、水果采摘等业态，增强
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体验，打
造独具特色的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的精品森林村庄。

在生态文化传播方面，加强乡
村古树名木保护，“一树一策”挖
掘文化内涵，讲好古树故事，推进
古树名木保险、认养和挂牌，建设
一批古树名木主题公园。把森林文
化融入乡规民约，探索创新义务植
树的尽责形式，推动“植绿护绿爱
绿”意识融入家风家训、村风村
貌。

据悉，凡列入象山当年“一村
万树”示范村建设的村庄，要求在
村域范围内，新植以珍贵树、乡土
树为主的绿化美化树种 1万株左右
或人均10株以上，其中胸径4厘米
以上的乔木景观树种 3000 株或胸
径8厘米以上1000株，使整个村庄
在原有绿化基础上，景观树种总体
数量超 1 万株。“一村万树”示范
村、推进村经验收合格，次年分别
给予25万元和5万元资金补助。

今年象山将建设“一村万树”
示 范 村 6 个 和 推 进 村 65 个 ； 到
2020 年，实现每个镇乡 （街道）
至少建成 1 个“一村万树”示范
村，全县计划建成示范村 20 个、
推进村200个。

象山计划三年“种”出
200个“森林村庄”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胡章） 今 年 第 10 号 台 风 “ 安
比 ” 即 将 在 我 省 东 部 沿 海 登
陆，强风暴雨可能给我市造成
严重影响。昨天，市水利部门
紧急通知，务必确保水利工程
安全。

通知要求，加强巡查，落实
值守，各地要严格落实水库山
塘、海塘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管理
责任，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所有水库山
塘、海塘等水利工程的巡查人员
应及时到岗到位，认真开展加密

巡查和工程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报
告，一旦出现险情积极组织抢险；
并按要求落实水库山塘、海塘等水
利工程24小时值守工作。

通知要求，科学调度，加强监
管。各地要督促水库、水闸管理单
位严格执行水库、水闸控制运用计
划，根据各级防指要求，做好水
库、水闸预排预泄工作，确保水库
水闸运行安全。通知要求，各地要
对在建的水利工程应严格按照度汛
方案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做好抢险准备，确保工
程和人员安全。

水利部门要求
确保水利工程安全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沈庆炜） 随着台风“安比”逼
近，市农业局通过农民信箱、农
技 110短信、政务微博等各类渠
道向农户发出信息，提醒种养殖
户、农技人员及时落实加固棚
室、抢收农作物、清沟理渠、转
运农资、田间管理等防台措施。
截至昨天 16 时，农业部门已发
布农业防灾预警和技术指导信息
12.2 万条，出动农技人员 3480
余人次，准备应急救灾种子 47
吨 、 农 药 185 吨 、 疫 苗 120 万
份、消毒水 33 吨，紧急调度抢
收农机具和烘干设备 5000 余台
套。全市 18 万亩早稻基本收割
完毕。

台风期间，全市农业系统全

面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领导干
部和广大农技人员放弃休假，随时
待命。市农业局派出 10 个工作组
分赴各区县 （市） 检查指导防台工
作，市县两级农业部门派出 100余
支技术指导小分队深入防台第一
线，指导帮助农民落实防范措施。
农机部门及时组织当地农业机械做
好抗灾救灾准备，参与救灾服务。
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提前介入，在
台风来临前，加强工作部署，完善
应急处置预案。

农技专家提醒，台风过后，
要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促进正
常生长。同时加强重大动物疫病
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防止
灾后动植物重大疫病和病虫害暴
发流行。

百余支农技小分队
深入防台一线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陈华伟 徐小英

“这雨来得太急，主干道最怕
积水，我得去现场看看。”昨天下
午，在被暴雨袭击了一个多小时
后，部分路段开始积水。雨一停，
奉化公路段养护科副科长周国龙就
前往甬临线巡查。

到了甬临线与南山路口，周国
龙发现一些路段有 10 余厘米深的
积水，有些地方的积水开始淹到人
行道上。“这里有个下水道，一定
是堵住了。”周国龙说。

凭着 30 多年的养护经验，周
国龙从车上找出一根钢筋作工具，
蹲在地上开始撬井盖。“下水道被
堵住了，得把里面的堵塞物取出
来。”周国龙来不及多想，就把手

伸进了窨井里，井洞太深，手不够
长，于是他跪在地上继续俯身往下
探，终于，手能抓到淤泥了，还捞
出了一些塑料袋、树枝、树叶等杂
物。周国龙整个身体趴在地上继续
掏……就这样掏了十多分钟，慢慢
地，积水退去了。

“甬临线是连接宁波主城区、
奉化、宁海的主要公路，人多、车
多，最怕积水了。”周国龙告诉记
者。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昨天，
近千名公路养护工奔赴一线，补坑
洞、疏边沟、修围栏，与台风抢速
度，保障我市主干道路畅通，同
时，有 3000 余名公路应急人员 24
小时待命。截至昨天晚间记者发稿
时，我市高速公路、国省道全部通
畅。

掏淤泥消除积水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梅薇） 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
作，市民政局在做好局领导 24
小时值班值守的同时，于昨日上
午迅速组织 4个工作小组，分赴
一线检查指导防台工作。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市老年疗
养院、市社会福利院和市恩美儿
童院等多家直属单位的风险隐患
点，强调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
特别要做好 3 天至 5 天的食品、
蔬菜等储备，并加强对地下车库
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和降雨期
间的巡查监控工作，确保生命财

产安全。
同时，检查组实地察看了象

山、北仑等地的避灾安置场所，详细
了解救灾物资储备情况，并要求进一
步细化各项防台措施，认真做好危险
区域人员的避险转移工作，抓紧做好
避灾安置场所启用的准备工作，并储
备必要的基本生活物资。

据统计，截至昨日下午 3 时，
各 区 县 （市） 共 转 移 危 房 人 员
1500 人，转移地质灾害影响人员
162人，其他受影响转移人员 5008
人 ， 已 启 用 避 灾 安 置 场 所 1327
个，集中安置479人。

我市启用各类避灾
安置场所1327个

昨天下午，海曙区南门街道马园社区的社工带着小喇叭，在社区里巡
查，提醒居民防台。 （刘波 忻之承 摄）

小喇叭提醒防台

周国龙跪在地上徒手疏通下水道。 （张燕 陈娅君 摄）

江北区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市政、绿化、环卫、内河管理、执法等十余支专业应急队伍全
员到岗。图为昨天，江北区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准备沙袋等应急物资。 （徐欣 王涛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张立 史媛） 盛夏炎炎，海曙
区章水镇朱梅村的党员驿站建设
项目同样热火朝天。“到 10月修
葺一新后，这座由‘宁波帮’爱
乡人士捐赠的旧宅，会成为镇上
的红色新资源。”章水镇组织委
员王杰开心地说。

这座房子的原主人是 1935
年离开家乡去香港的朱善佐先
生。朱先生在香港从零起步，一
路打拼，创办“宝亨行”，成为
钟表业“三巨头”之一。

朱善佐先生后来回乡出资
10 万元兴建了朱梅中学，并向
村里捐赠了一台车和这座老房
子，其中老房子当时被用作朱梅
中学老师的宿舍。如今朱梅中学
已归并到章水镇中学，腾空后的
老宅归为村里的资产，静待重
生。

去年，章水镇开展了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朱梅村聚集了不
少党建资源，镇里为此有了打造

朱梅村党建综合体的计划。
“朱善佐先生捐赠的老房子位

于党建综合体核心地带，这间屋子
承载着一段爱乡爱国的宝贵历史记
忆，我们希望这股正能量得以薪火
相传，让这座旧宅焕发红色生命
力。”王杰表示，经过商讨，镇政
府 决 定 把 老 宅 开 辟 成 “ 党 员 驿
站”，将其打造成“红色品牌”。

记者从章水镇政府获悉，章水
镇计划投资 300万元，打造一个占
地面积 1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0
平方米的展厅，共设计 5个主题展
区，分别为“红色底蕴”“党建引
领”“绿色发展”“廉政教育”和

“章水人物”。另外，党建展厅中还
设置了党员志愿服务室，这将是章
水镇第一个正式的党建志愿对外窗
口。

据悉，待老宅修葺完成后，章
水镇将招募全镇党员志愿者，针对
百姓心愿，每月开展两次以上的党
员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发挥党员的
志愿服务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章水港胞旧宅
变身“党员驿站”

朱泽军

16 日，梅山湾沙滩公园局
部对外开放试运营，阿拉宁波城
里人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近的滨海
乐园。不过，试运营第一天，在
100 米左右的沙滩沿线上，就发
现了游客丢弃的各种垃圾，包括
塑料袋、易拉罐、废布料等 （7
月17日东方热线）。

有人的地方，就会不断产生
各类垃圾，像沙滩公园、海滨浴
场这样的旅游景区，被游人随意
丢弃的塑料袋、易拉罐、废布料
等，影响的不只是景色和游客兴
致，也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
量。更严重的是，海边气候湿
热，得不到及时处理的垃圾会污
染空气和水体，有些垃圾经海水

浸泡，再经高温发酵，甚至会成为
传染疾病的根源。

梅山湾沙滩公园是个新景区，
尤需重视垃圾问题，不能让随意丢
弃垃圾形成“破窗效应”。妥善处
理沙滩公园垃圾，当然离不开当地
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离不开环卫
工人的辛勤劳动，离不开广大游客
的自律。但让这三方面形成合力，
管理部门需要一些创新意识，想办
法让文明的游客感受到实惠，让不
文明的游客认识到差距，改进自己
的行为。

比 如 ， 通 过 适 当 的 奖 励 措
施，鼓励游客带走垃圾。可以根
据游客所带走的垃圾量，为其换
取相应的矿泉水，赠送再次游玩
的门票或小纪念品；与有关部门
联手，折抵停车费等。对于那些
随 手 乱 扔 垃 圾 者 ， 除 了 教 育 批
评，也要有惩治措施，不能让他
们“扔了也白扔”。如此，倡导文
明环保游玩，引导更多游客带走垃
圾，留下美景。

别让丢弃的垃圾
污染沙滩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