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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乡在家门口就能搭乘公
交车了，方便了很多，太好了！”
近日，家住海曙区段塘街道南都
社区的李胜春老伯一大早就在家
门 口 等 公 交 车 ， 准 备 去 鄞 江 走
走。自从 6月初 625路公交车开通
党校站点以来，他多次去乡下散
心，李老伯直夸人大代表办事效
率高。

原来，李老伯身边不少邻里街
坊喜欢结伴去海曙西片区的乡村
逛逛，但苦于家门口没有公交车停
靠点，出行很不方便。“巧合的是，有
一辆到鄞江镇的公交车路过我们小
区，大家非常希望公交车能在小区

门口设个站点。”热心的李老伯把这
事报给了区人大代表姜吉波。

接待李老伯来访后，姜吉波立
即走访周边选民，广泛听取意见建
议。“的确有很多居民希望出门就
能坐上去海曙乡镇的公交车。”姜
吉波调查后发现，还有一些居民表
示如果公交车能开到家门口，这样
捎带土特产就不会感到麻烦了。为
此，姜吉波带着方案向市人大代表
反映，并和市公交部门协调，最终
开通了 625 路公交车党校站。居民
们“家门口直接坐车通乡村”的心
愿终于得以实现。

无独有偶，希望调整公交车线
路的还有丽园社区顺德华庭小区
的居民。顺德华庭小区老年居民有
1000多人，不少老人隔三差五要上

中医院复诊取药。“一些老年人多
次反映，如果去市中医院看病要走
到环城西路换乘，这样很不方便。
提议能否在原有的公交线路上进
行优化，方便老年人出行。”受理此
事的区人大代表战海燕接到群众
提议后，立即跟有关部门协商 626
路公交改线事宜，7 月开始，626 路
公交在小区门口设站停靠，群众出
行难题得到顺利解决。

群众身边有代表，代表心中有
群众。从公交改线、垃圾处理到雨
污分流改造、社区硬件设施配置
……街道里的大事小事都有着人
大代表为民履职的身影。

让区人大代表姜吉波印象深
刻的还有辖区的一处停车场管理
风波。“以前毗邻百合园小区的一
块空地被用作了停车场，因无人管
理，造成停车场变成了垃圾场的尴
尬局面。”姜吉波在一次接待选民
日活动上了解此事后，便积极奔走
联系，喊上了物业、居委会以及街

道相关部门，不出几个月就把停车
场打理得井井有条。

“群众选择了人大代表，人大代
表就要实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把
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好。”
段塘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表示，“群
众有困难、有诉求，在家门口就能找
到人大代表反映，并及时得到解决，
不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让人大
代表真正成为群众的‘代言人’。”

目前，段塘街道17名人大代表
就像辖区群众的“大家长”，坚持听
民声、知民情、解民困。尤其是去
年，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重新挂
牌，并健全“线上线下、站点结合”
的代表接待工作网络，深化“线
上＋线下”联络站接待选民月制
度。去年以来，街道的人大代表共
开展接待活动38次，解决各类民生
疑难杂症1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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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塘：
人大代表帮困解难
做好群众“代言人”

象山象山：：
““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打造乡村振兴新地标打造乡村振兴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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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加廷

搭建金融惠农平台
让农民发展生产“不差钱”

对广大农户来说，资金通常是
生产经营过程中最急迫的需求。

奉化区农合联创新理念，去年
与奉化农商银行、人保宁波分公司
合作推出了全省首家“农信盈”金融
惠农平台，授信资金总额 2亿元，破
解农户贷款难、贷款贵、担保难等诸
多融资瓶颈。农合联还深化完善农
合联会员的信用星级评定和授信服
务，制定出台 5个信用等级，相继推
出会员信用贷款、林权土地承包权
及固定资产抵押贷款、人保公司合

作担保贷款等。这些惠农信贷使信
用等级高的农业经营主体在授信额
度、贷款利率和贷款担保上享受到
了优惠的政策。

作为一家规模较大的农业龙头
企业，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急
需提升生产加工线，延长产业链，
但面临资金短缺。区农合联执委会
获悉情况后，今年年初为该企业解
决了 200 万元的资金，帮助企业引
进先进的油焖笋加工设备，研发油
焖笋系列产品。近日，银龙竹笋专
业合作社生产的山丁丁牌油焖笋在
国际竹产业博览会上喜获金奖，企
业产销两旺。

到 6月底，通过“农信盈”平台，
奉化农商银行已向绿苑果蔬专业合
作社、爱歌顿农场、明光食品、顺源

农业科技、豪鑫水产等 46 家农业经
营主体发放贷款共计5433万元。

最近，奉化区农合联又实施信
用合作提质扩面服务，促成农资公
司与农业银行牵手合作，推出农户
购买农药、化肥无息贷款。区供销社
主任朱正天说，农民贷款购买农药、
化肥，利息由农资公司承担。此举真
正让农民发展生产“不差钱”。

开启信息富农平台
让手机变成农民的“新农具”

今年 6 月，奉化区农合联积极
探索为农服务新模式，与奉化广电
中心合作，依托“掌上奉化”新媒体
平台，开辟“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板
块，将公共的平台资源转化为现实

的资源优势，使农合联传播服务驶
上了信息快车道，让手机变成农民
的“新农具”，农户动动手指就可轻
松赚钱。

在 2018 奉化水蜜桃节上，区
农合联邀请宁波、杭州、嘉兴、金
华、台州五地的果品市场客商，携
手“吆喝奉化水蜜桃”，在活动当
天，淘宝、京东、网易等平台同步
直播水蜜桃开摘节，当天观看人数
达 110 万人次，网上销售水蜜桃 3
万多单。

同时，他们还牵手淘乡甜、京
东、盒马鲜生、善融商城、华东物
美超市，全家便利上海、南京店，
扩大奉化水蜜桃销售半径。统计显
示，到7月19日，奉化水蜜桃在京
东生鲜全球水果销售排行榜上居第

16位。奉化水蜜桃入驻电商也全面
开花，在线上线下和各种活动载体
的助推下，上百位农产品经纪人帮
助果农推销水蜜桃等各类时令果蔬
6500多吨，实现增收4500多万元。

构建生产便农平台
让农民一步到位好办事

奉化区、镇(街道)两级农合联
利用已有公共服务设施或农民专业
合作社生产经营设施，成立集农业
要素供给、技术指导、产品销售、
资金需求于一体的镇级农合联现代
农业服务中心，并从本地实际出发
强化特色服务，让农户一站式解决
产前、产中、产后遇到的问题。

大堰镇农合联现代农业服务中

心精心策划农产品营销载体，带领
农户抱团开拓市场；莼湖供销社想
方设法从江西、安徽购入 30 万公
斤青梅，解了当地青梅加工企业原
材料短缺的燃眉之急……农合联现
代农业服务中心真诚、高效的服
务，受到农户和企业的好评。

在着力搭建惠农、富农、便农
平台同时，还针对水蜜桃、水稻、
柑橘种植户的个性化需求，区供销
社依托农合联大平台，组织涉农科
研院所的专家，分门别类开展生产
技术、经营销售、配套服务技术等
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种田、科学营
销，着力打造科技强农平台，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到目前已完成测土
配方施肥推广面积 5万余亩，培训
各类种植大户300多人次。

立足信用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

奉化农合联多点发力助推乡村振兴奉化农合联多点发力助推乡村振兴

眼下，水蜜桃销售依然红火。在天下第一桃园奉化林家村，由奉化水
蜜桃产业农合联经营的水蜜桃交易市场购销商络绎不绝。购销大户贝复彪
说，在区农合联的牵线搭桥下，今年水蜜桃线上线下销售火力全开，目前
已销售水蜜桃130多万公斤。

今年以来，奉化区农合联立足信用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三位
一体”，夯实“惠农、富农、便农、强农”服务平台，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贾默林

文化基地：品味甬城底蕴

蛟川街道是镇海经济开发区
所在地，工业发达，外来务工人员
是本地居民的三倍之多。街道关工
委相关负责人张秀兰介绍，一到暑
假，在蛟川念书的外来子弟，加上
从外地过来与父母团聚的“小候
鸟”，有二三千人之多。“我们在每
个村（社区）都建立暑期兴趣课堂，
让孩子们既能学又有得玩，在假期
里快乐成长，也解了很多家长无暇
照顾的烦恼。”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候鸟”
感受镇海的文化底蕴，体会宁波的
开放包容，是街道打造文化教育基
地的初衷。

一把剪刀裁出精美纸艺，一支
毛笔画出水墨风情。在俞范社区的
非遗文化教育基地里，孩子们全神
贯注地学习剪纸、书画、泥塑等技
艺。手巧的樊晶晶小朋友很快剪出
一幅妙趣横生的小动物剪纸，剪纸
技艺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红立
方”志愿者金亚妮奶奶走上前，细
心点评、讲解。通过手把手的传授，
孩子们领略了剪纸技艺的精髓。

在临江社区国学教育基地，不
时传出朗朗诵读之声。义教老师教
授《弟子规》以及经典诗词，并穿插
讲解历史典故，孩子们在欢声笑语
中学习知识。

实践基地：感受生活温度

“这冷饮做得真不错，好甜好
冷”，村里开店的王阿姨掏出硬币，
向 7 岁的沈瑞端小朋友买了一碗
木莲冻，尝过之后夸赞道，让沈瑞

端和周围的小伙伴都高兴坏了。
日前，南洪村组织了一场“我

是小商人”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
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制作木莲冻、棉
花糖等小食品，然后让孩子们向路
人推销。每一笔成交的小买卖，激
发起孩子们内心的成就感，在和成
年人的交流中得到成长。

大半个月来，街道分批次组织
200 多名孩子，走进父母上班的工
厂参观。看到父母亲挥汗如雨、一
丝不苟的工作场景，很多孩子触动
很大，“第一次看见，原来爸爸、妈
妈工作这么辛苦！”安徽的张大姐
告诉笔者，自打孩子参观工厂后，
主动帮大人分担一些家务活，“知
道父母赚钱不容易，懂事了许多。”

法制基地：呵护身心健康

“学法、懂法、用法从娃娃抓
起”。如何将生涩的法律条文内容讲
给孩子们听，在打造法制基地过程
中，蛟川街道关工委动了不少脑筋。

街道邀请了宁波大学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担任志愿者走
进村（社区），通过游戏、提问、讲故
事的方式，宣传青少年保护方面的
法律知识。中一、石塘下等村（社
区），开办了“不要让人碰我”“遇到
问题怎么办”等法制教育课程，以
事例说法，深入浅出，增强孩子们
的自我保护意识。

张秀兰说，打造三大暑期教育
基地，让孩子们贴近社会、感受生活、
增强技能，学到书本里学不到的东
西，帮助他们更快更健康地成长。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张苏侠

象山西周镇在县、镇两级微信
公众号上积极推送当地文化礼堂特
色活动，有些尚未创建文化礼堂村的
村民看在眼里，“馋”在心里。“大家迫
切希望把文化礼堂引进‘家门’，过一
把文化大餐的‘瘾’。”该镇蔡家田村
村委会主任蔡增浩说，目前兴建文化
礼堂已摆上村民说事会的议题。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村民
精神家园，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抓手。近年来，象山创新实施

“文化礼堂+”模式，推动文化礼堂
真正成为培育、弘扬文明乡风的实
践新阵地，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文
化新地标。

“礼堂+联盟会”，弘扬
“最美”

近日，泗洲头镇横埕村在文化
礼堂开展“学国学、懂礼仪、知廉耻”
等家训家规文化活动，通过“礼”

“勤”“信”“孝”“学”五个环节，让孩
子们在实践中知道家训家规的内
涵，扩充他们的认知记忆。

象山以乡村“红白理事会、家
庭联盟会、道德评议会、乡贤参事

会”四个联盟会为抓手，在文化礼
堂开展“最美”系列活动，让农民群
众认识“最美”、宣扬“最美”、争做

“最美”，成为半岛一道独特风景。
目前，该县农村文化礼堂已开

展征集优秀家风家训、评选“最美
渔嫂”“最美厨娘”“好媳妇好公婆”
等一系列活动。同时，成立“最美象
山人”宣讲团，在文化礼堂分享“最
美”故事，传播正能量；在礼堂设立
志愿服务驿站，通过城乡统筹、市
民农民联动、组建爱心联盟等，广
泛开展献爱心和志愿服务活动。

“礼堂+村民说事”，推进
乡村德治

7 月 25 日，西周镇土下村在文
化礼堂召开村民说事会，邀请村
民、党员、镇班子成员参加。说事会
上，村民们纷纷述说实施“八八战
略”15 年来村庄发生的美丽蝶变。

“我们村的‘说事会’既是老百姓说
村事、化矛盾的协调会，也是不断
提高、充实自己的学习会。作为年
轻一代，听了大家忆苦思甜的经历
后，我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
奋斗，为下个15年的美好生活贡献
一分力量。”村民柴佳乐说。

象山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重要
平台，打造“村民说事”2.0版，积极

推进乡村德治建设。该县引领村民
多说农村发展变化、婚丧礼俗整治
以及家风建设中的典型事例，形式
上鼓励采用“讲白搭”“顺口溜”“唱新
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并
进一步扩充县、镇、村三级说事员，
为乡村德治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目前，该县已在农村文化礼堂
打造 66 个“说事示范点”，创作出

《下沙村赞》《新风旧俗》《赶小海》
等优秀乡土文艺作品80余件，并涌
现出谢才华、康莉等一大批优秀

“说事员”。

“礼堂+风情带”，催热乡
村旅游

“古韵礼堂风情带”是墙头镇
的一张靓丽“名片”，风情带上的几
个农村文化礼堂各具特色，集“古
训古堂古道古桥”和“诗歌书画”于
一体，引得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省
美丽景区村方家岙主打“水”“古
道”“古桥”；拥有全省第一个村级

美术馆的市历史文化名村溪里方
主打“画”和“古训”；下沙村主打

“歌”，村歌荣获了全国村歌十大金
曲；拥有清朝咸丰年间创办的红木
樨诗社的舫前村主打“诗”；墙头村
曾办有象山县最早的私立中学，开
创了该县中学教育之先河，“书”和

“古祠堂”成为该村文化礼堂“标签”。
象山结合全域旅游示范县创

建，利用历史文化名村、渔文化、和
美海滨、生态养生等特色资源，积极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风情带和示范
群，重现村落印记，融入文明元素，
凸显旅游形象，做到一堂一特色、一
带一风情。像黄避岙“斑斓海岸”文
明示范线，在沿线文化礼堂特色旅
游项目的开发、带动下，去年旅游综
合收入较前年翻了两番，实现了社
会、经济和文化效益的三重提升。

今年，象山又重点推出了融合
文化礼堂、“一人一艺”、旅游体验
三位一体工作，目前试点正在开展
中。

蛟川街道蛟川街道：：
三大三大““基地基地””让孩子让孩子
度过缤纷暑假

暑假来临，放假的孩子们怎么管?是“散养放羊”还是“继续
充电”？这让很多父母头痛。在镇海区蛟川街道，关工委、团委、
妇联、“红立方”志愿服务队等整合区域资源，以“一村一特色，
一社一亮点”为原则，打造“文化教育、社会实践、法制教育”三
大暑期活动基地，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寓教于乐的缤纷假期。

段塘人大代表在接待日倾听群众呼声。（陈朝霞 桂琳 摄）

西周莲花村文化礼堂。（张苏侠 沈孙晖 摄）

猕猴桃采摘。 （王加廷 孙吉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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