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工程概况
标段代号：1804、1805(各为1个标段)
工程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工程规模：1804:更换箱式变压器 3台；改造高、低压供电线

路，埋地敷设高、低压电缆8100米。
1805：整修 7幢营房（6幢宿舍，1幢食堂）4590平方米，及附

属配套设施整治。
计划投资：1804：439万元；1805：593万元。
承包形式：施工总承包
工期要求：1804：总工期不大于90日历天；
1805：总工期不大于150日历天。
二、招标方式
本项目采用公开报名、邀请招标方式，在纪委监督下分别从

每个标段报名预审合格投标意向单位中随机抽取 7 家报名企
业，考察合格后作为拟受邀投标单位，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资格要求
(一)1804：投标单位必须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

以上资质，取得四级(合)以上承装(试、修)电力设施许可证，注册
地址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中具有B级(含)以上信用等级，不得有被地方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被限制投标的不良记录，并未在 92919 部队施工投标企业黑名
单中处于被限制投标状态。

1805：投标单位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注册地址在宁波大市范围，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具有 B 级（含）以上信用等级，不得有被地方行政主管
部门通报被限制投标的不良记录，并未在 92919 部队施工投标
企业黑名单中处于被限制投标状态。

(二)非“三资”企业，无外商投资背景。

(三)1804：拟派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
上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不
得有担任其他建设项目负责人。

1805：拟派项目经理必须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
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不得
有担任其他建设项目负责人。

注：拟派项目不得兼投2个项目。
(四)拟派技术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相应技术职称。
四、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携法人委托书（须注明“用于180X工程投标”）、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近期连续 3 个月单位社保证明，将以下资料原
件及复印件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每日 830-
1100，1430-1700送达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工程
办办理报名事宜，所有报名单位资料复印件装订成册并在每页
加盖公司公章后留存。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人不
予受理。

资料内容：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基本
账户开户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信证明、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打印的显示企业信用等级与项目经
理无在建项目状态页面、拟派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和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B 证）及社保证明、拟派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及
社保证明。

五、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1576部队
联系人：张震（1804） 雷林（1805）
电话：15695741175（1804） 18667872775（1805）
0574-87552801（座机）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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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洲

为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目
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稿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政
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
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8月
4日《中国教育报》）。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重度化
日益严重，已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据近日发布的首份《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披露，我国
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四年级、
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5%和 65.3%。而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我
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 6亿，接近全
国总人口数的一半；儿童青少年近
视率高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欧美
发达国家。相比之下，我市青少年
近视问题尤显突出，2014 年宁波
市7岁至19岁学生体质监测结果显
示，学生近视发生率为90.5％，较

五年前上升28.5％。这些堪称夸张
的数据令人震惊，关注学生健康、
降低近视患病率正逐渐成为社会各
界的共识。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
固然与营养偏差、基因遗传、智能
手机和电脑的普及乃至家长对子女
学业的非理性关注等密切相关，但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小学生课内外
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孩子户外活动
时间过少、用眼过度。尽管“素质
教育”人们耳熟能详，“教育减
负”也喊得震天响，但不少地方实
施的教育评价机制，依然把学业成
绩和中高考升学率列为评价学校和
教师工作绩效的主要指标，而很少
关注包括近视率在内的学生体质健
康问题。于是，在“应试教育”依
然大行其道、学科质量“军备竞
赛”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重文
化课教育、轻体育健康便成为学校
和教师的无奈选择。题海战术的盛
行和作业练习密度及难度的提升，
无形中使体育锻炼边缘化，也大大
缩减了孩子们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只闻朝夕读书声，难见操场健身
郎”成为中小学生的真实写照。

将近视率纳入政绩考核，具有
鲜明的导向意义。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过高问题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表明它作为严重损害儿童青少年健
康的重要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
严峻问题。相较于过往柔性的“倡
导”和“温馨建议”，将近视乃至
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作为一个重要
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无疑将强
化政府在儿童青少年视力保卫战中
的主体责任，促使其通过优化评价
体系、细化考核手段并采取切实有
效的治理举措，倒逼地方义务教育
阶段教育减负工作的强力推进。各
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势必
会更快更好地转变教育发展理念，
杜绝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追求升
学率的现象。通过改革教育评价机
制，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增设
体育锻炼和综合实践课程，增加学
生户外活动时间，使近视防控不再
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成为实实在在
的政绩。

将近视率纳入政绩考核，需要
社会和家庭的积极反思和互动参
与。需要指出，儿童青少年之所以
户外活动时间过少、用眼过度，学
业负担过重，单纯将板子打在教育
部门和学校身上未必合理。在“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今天，许多
家长在孩子身上额外增加了很多学

业负担，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
屡见不鲜。不少父母逼迫孩子加大
学习强度、提高学习频率，在放学
之后和假期之中还把孩子直接送进
培训班、兴趣班，孩子很少有时间
通过户外活动放松身心。实施方案
无疑给不断攀比的家长注入了一针

“清醒剂”，引导广大家长深刻反思
家教误区，确立科学健康的家教理
念，以豁达的心态摆脱过度的“竞
争焦虑”，积极配合学生减负工
作，从而与政府部门和学校教育形
成合力。

预防儿童青少年学生近视，政
府 部 门 、 学 校 和 家 长 需 要 “ 远
视”。只有把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成长放在首位，明晰责任，多措并
举，对症下药，把教育减负工作做
实、做细、做优，才能有效构建儿
童青少年视力不良防控机制，从源
头上扭转近视率不断攀升、愈演愈
烈的趋势。

近视率纳入政府考核倒逼教育减负

涂洪长

一边是流水线上、缝纫机前埋
头干活的农民工父母，一边是或安
静做作业、或独自玩耍的随迁儿童
……在闽南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工
厂里，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一组触
动人心的暑期镜头。车间里的暑
假，既让人看到了“再苦再难也要
在一起”的亲情温暖，更折射出普
通劳动者为人父母的艰辛付出。而
交给孩子们一个安全而美好的暑
假，更需要一份超出工厂车间之外
的民生关切。

再好的工厂车间，都算不上理
想的暑期学习生活空间。再听话的
孩子，也不想一天到晚闷在大人们
的劳动场所。对许多背井离乡的农
民工家庭来说，一边是养家糊口的
生计，一边是拖家带口的生活，在
暑假这个特殊时段两者显得尤为
纠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车间
里的暑假”和“车间里看娃的父母”
才让我们心生感慨，并不是暑假都
意味着悠闲的陪伴、清凉的海滩和
快乐的夏令营。

“车间里的暑假”是无奈之举。
一边上班赶工，一边抽身看娃，对
生产安全会有影响；孩子们在机器

轰鸣的车间里长时间待着，也不利
于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
排、财力投入和社会各方努力，不
管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便利入学还
是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都有了
长足进步和发展，但“悬崖上的求
学路”“车间里的暑假”等场景提醒
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家庭人伦
应该得到张扬。各级党政部门制定
政策要设身处地为进城务工人员
着想，把他们当前最需要照顾的、
扶持的方面搞好。人民群众哪方面
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就要
在哪方面下功夫。

“暑期谁来带孩子”的烦恼，不
仅属于流水线上的农民工，也是困
扰许多双职工家庭和普通劳动者
的现实问题。以暑期托管为例，机
构不足没有地方托、收费过高托不
起、管理混乱不放心等问题不同程
度存在。作为正常学校教育之外的
社会托管，在供给能力和规范管理
方面离老百姓的现实需求和期待
仍有不小差距。孩子们的暑期安排
既是老百姓的身边事，更是管理者
的分内事。解决民生之忧，满足民
生所盼，需要更多目光向下的体察
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车间里的暑假：
有无奈更有期待

盘和林

近日，一则“100 平方米的房
子公摊面积达 30 平方米，实得仅
70 平方米”的消息，引起全民对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热议。更有甚
者，某些楼盘把精装修的价格加到
了不需要装修的公摊面积之上。

现实中，公摊面积一直被广为
诟病，但笔者认为，公摊面积的存
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之所以受非
议，关键在于其核定标准缺乏规范
制度。

房地产商是逐利的经济体，其
所有建设成本必然会在销售环节有
所体现。我国目前电梯、门廊、花
园、文娱广场等被纳入公摊面积的
范围，购房者在购房时需要承担相
应的费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无
可厚非，市场主体为其商品或权利
付费，是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转的

基本准则，这也是保证市场有效性
的前提。若是对公摊面积采取不收
费的做法，那么这些面积 （包括上
面的建筑设施） 将无异于公共物
品，与公共物品相伴而生的就是市
场搭便车行为，而整个市场充满搭
便车行为将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
最终整个市场的状态就是房企无利
可图，市场供给主体逐步减少，市
场供不应求。

事实上，为公摊面积付费本身
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房地
产商的行为和不健全的房地产制
度。人们之所以对公摊面积付费怨
声载道，是因为公摊面积收费猫腻
重重。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公众根本
无从知晓其真正需要摊付的项目，
只能跟着合同走，任开发商宰割。

事实上，很多开发商会在公摊
面积上做文章，在房价如此高的时
代，即使每户购房者多摊的面积不

足一平方米，几十万平方米的项目
也可以多出相当数量的利润。以均
价 4 万元/平方米的房产为例，假
设开发商每套多算 0.1 平方米的公
摊面积，那么 4000 套商品房就可
多赚1600多万元。

公摊面积的付费标准也是一份
不公平的契约，一些房企为了获得
更高的利润，压榨“房奴”们，以
精装标准来计算公摊费用。而这些
收费标准，购房者是无法改变的，
能做的只是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
房地产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让开发商
有机可乘，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发
商利用政策空白打擦边球，也是目
前房地产市场乱象频出的一个重要
原因。

因此，公摊面积并非完全不合
理。退一步而言，即便取消公摊面
积，其相应成本与利润同样会“羊
毛出在羊身上”，而且还给了开发

商不提供优质小区公共设施、服务
的借口。

其实，解决公摊面积问题，关
键是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相关制度
的完善。其一，开发商之所以在公
摊面积上“动作频频”，归根结底
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相关制度不健全
使其有空子可钻。目前关于公摊面
积统计以及公摊费用计算，国家并
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若想制止公
摊面积乱象，还需从制度发力，精
细化各项标准的同时增加信息的透
明度，让各项摊付名目在阳光下运
行。其二，建立了制度还要看执
行，一方面企业应该严于律己，规
范自身行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守夜
人”，监管部门应该积极作为，硬
起手腕行使好监督职责，规范市场
行为，整顿市场乱象，还房地产市
场一片清朗。

公摊面积关键在于标准的规范

朱晨凯

市民盼望已久的宁波府城隍庙
修复工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城隍
庙一层展陈方案也开始征求市民意
见。根据方案，拟恢复城隍庙中轴
线主体建筑的庙宇文化功能，把东
西两侧厢房建设成融民间非遗工
艺、地方特色产品于一体的展示区
域，并充分结合宁波海洋文化、商
帮文化、文献之邦等主题 （8 月 6
日中国宁波网）。

对于“70 后”和“80 后”宁
波人来说，城隍庙最吸引人之处，
莫过于迈进庙门后的小吃区域。外
地朋友来甬，想尝宁波小吃，价格
实惠、接地气的城隍庙小吃几乎是
首选；本地人若是有一阵子没去城
隍庙吃油炸鹌鹑、牛肉锅贴等，也
仿佛“三天没吃咸齑汤，两只脚骨
酸汪汪”。几年前，城隍庙小吃整
体搬迁的通知出来后，本地各大论
坛、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各种微信
公众号纷纷发文怀旧，印证了城隍

庙小吃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过去的城隍庙小吃很有“软实

力”，但也有不少“硬伤”。比如，
存在消防隐患；夏季高温天，由于
不具备安装空调的条件，用餐体验
差；油烟污染、食物残余、环境卫
生等让人诟病。搬迁后，城隍庙小
吃全部到了步行街附近的商业广场
二层区域，实行统一管理。虽说同
在城隍庙区域，小吃还是原来的小
吃，但许多老宁波反映：一来地方
不太好找，二来商业味过浓，少了
些市井烟火味，怎么也尝不出当年
的味道。

城隍庙小吃很有“修复”的必
要。如今，城隍庙修复工程进入实
质性阶段，新增了文化功能，即将
以崭新的面貌示人。文化包含了美
食，小吃就是城市独特的美食文化
符号。在城隍庙修复过程中，完成
对城隍庙小吃的文化“修复”很有
必要。既可以“修复”品牌，让现
有的城隍庙小吃区域发挥更大的品
牌优势，也可以“修复”市民的回

忆，保留一处城市记忆，满足其怀
旧诉求。

“修复”城隍庙小吃，还有很
多好处。修复后的城隍庙设有民间
非遗工艺、地方特色产品、主题文
化展示区域，这些内容并非城隍庙
独有，游客及市民会不会偏爱有待
证明。美食则不一样，城隍庙小吃
是具备“群众基础”的美食品牌和
城市记忆，有一定的稀缺性。两者
结合所带来的人流量，不仅能提升
经济效益，也能更好发挥城隍庙
的文化展示功能。

宁波府城隍庙是我国现存规
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而城隍庙
小吃长期存在于城隍庙主体建筑
中，早已和城隍庙形象、宁波城
市 形 象 融 为 一 体 。 城 隍 庙 修 复
后，硬件设施得以更新和完善，

“修旧如旧”的条件无疑更好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城隍庙
小吃重新回到城隍庙的主体建筑
中，既符合市民诉求，也能让城隍
庙更有味道。

“修复”城隍庙小吃，让城隍庙更有味道

张海英

《人民日报》8月6日发表了题
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基本
用完，为应对老龄化加剧，我国全
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但要解决用工成本上升、社
会保障压力大等问题，不能仅仅靠
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
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
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在很多人眼里，生娃属于家
事。家庭经济等条件允许生娃就
生，不允许就不生，不少夫妇就是
根据自己家庭条件来决定“生”还
是“不生”。上述文章提出了一个新
观点，即生娃不仅是公民的家事，
其实也是国家大事。这一论断对于
我们是一种提醒。

显然，这一观点有很多事实依
据来支撑。比如，全面放开二孩是
一项国策，那么落实这一国策就是
国家责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
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关
乎国家利益。而要想提升生育意愿
也离不开国之力量。

这一论断，不仅提醒公众不能
只从家庭角度考虑生不生娃，还要
有大局意识、国家意识。更为重要
的是，提醒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各
级政府，应该从“国家大事”的高度
来看待生育问题，要意识到合理生
育率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可持
续健康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确
实明显，即二孩出生数量明显增
加。但有人口专家指出“稍低于我
们的判断”。据媒体报道，二孩出生
数量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减少，二
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
显。这意味着现有政策实施效果不
足以让人口结构更为合理。

所以，不久前辽宁省探索提出

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
政策；陕西省统计部门建议，通过
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
生育意愿；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
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毫无疑
问，奖励生育政策一旦实施，会收
到一定激励效果。

从近几年相关部门的举措来
看，主要围绕母婴健康、延长产假、
孩子教育来设计配套政策。如果生
育奖励政策实施，应该说综合激励
手段不算少了。不过，这些政策对
于生育意愿提升有多大，生育率能
不能回归合理，能否让我国人口结
构回归正常，还需要继续观察。

笔者以为，既然“生娃也是国
事”，就有必要在国家层面统一制
定激励生育综合政策。其一，通过
国家政策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制定
落实细则；其二，激励生育关键在
钱，需要中央财政拿出部分资金支
持；其三，需要国家有关职能部门
监督政策的落实效果。

全面二孩政策 2016 年 1 月实
施后，虽然从上到下出台过一些零
散政策，但一直没有出台“国家版”
全面配套政策。两年多时间过去，
该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以问题为
导向制定统一激励政策的时候了。
因为改变国家人口结构不能只靠
部分地方的零散政策。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存在“人
口危机”，即人口老龄化和生育危
机叠加。尽管日本、韩国等国家已
在全国范围内千方百计刺激生育，
但仍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虽说国情
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生育
意愿不高不是一国之事，而是一种
多国现象。

所以，我们也要从其他国家吸
取教训，以有效解决生娃这一“国
家大事”。只有该国家该政府做的
事情全部做到位，公民生育意愿才
有望回到理想状态。

“生娃也是国事”
是一种重要论断

代购的漂洋过海来的奢侈品
牌，谁能想到竟产自国内的地下
作坊；包装像模像样，还有与正
品同步、标明生产批次的喷码，
谁能想到其实是假冒的；售价
200 多元的名牌香水，谁又能想
到灌装的竟是成本不足 1元的假
料……最近，警方破获一起假冒
伪劣化妆品案，撕开了微商代购
化妆品以假乱真的“冰山一角”。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摇身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