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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隆土货“飞”出山沟沟

今年 4 月，我市启动新一轮东
西部扶贫协作，选派 30 多名党政干
部和 40 多名专业技术人才，分别赴
贵州省黔西南州和吉林省延边州挂
职，组建帮扶工作队。其中，宁海县
结对帮扶的晴隆县是黔西南州贫困
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县。

“当地的农副产品大多是农户
原生态散种散养的，品质很好，但没
有形成规模和品牌，附加值比较
低。”西店镇党委委员、挂职担任晴

隆县县府办副主任、县扶贫办副主
任的储杨洋如是说。

宁海县老区办副主任仇贤林是
开设扶贫小店的提议者。他表示，通过
在宁海建设农副产品直销店，塑造晴
隆地域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为贫困
户增收，这契合“精准扶贫”的要求。

这一想法得到了宁海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列入帮助晴隆农
户致富的一大重点工程。本月 16
日，晴隆县委主要负责人专程来到
宁海，为小店开张揭牌。

“我看中了这包薏米仁，30元一
公斤。听说晴隆县薏米仁比较正宗，
还蛮实惠的，买一包尝尝。好吃下次
再来买。”特地从宁海城区赶来的胡
少芬对店里的农副产品非常感兴趣。

而两个月前，这些薏米仁放在
2000多公里外的晴隆县的一些农户
家里，无人问津。如今，在这家占地
20多平方米的小店里，除了薏米仁，
小黄姜、天麻粉、石斛茶、刺梨干以
及陶瓷、手工包、民族银饰、蜡染布
等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受到游客的青睐。

“这里的所有土特产是根据晴
隆县贫困户档案，优先从贫困户那
里采购来的。”小店负责人储芬芳
说，店铺一方面努力为贵州产品拓
展市场，另一方面，每百元销售额有
两元钱直接用于扶贫结对。

既是销售窗口，也是一个
交流平台

“扶贫小店”的直销模式让晴隆
的土货飞出了山沟沟。据了解，晴隆
当地已有 2000 余户贫困户为小店
提供货源。而宁海的一些事业单位
和爱心企业的食堂订单也在源源不
断地汇入小店。试营业期间，小店已
经有了40万元的订单。

储杨洋告诉笔者，目前农副产
品收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企
业向农户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
向小店供货，比如甬商惠民、薏
米阳光、小橙故事等。以薏米仁
为例，种植成本每公斤两元，收
购价每公斤 12 元，按照亩产 200
公斤计算，农户每亩地能赚 2000
元。二是由当地的农业专业合作
社向农户收购农产品，经统一处

理后提供给小店。如晴隆县大发
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贫困
户发放优质土鸡，并负责技术指
导和回购，经过统一处理销往宁
海。扶贫小店开业后，由于多了
这个销售平台，贫困户的种养殖
积极性明显提高。近段时间，大
发合作社已向贫困户发放了 1.5 万
羽鸡苗。今年全年预计能发放 7 万
羽。按照带动 200 户贫困户测算，
户均可增收 12000元以上。

晴 隆 县 扶 贫 办 工 作 人 员 表
示，扶贫小店不单单是商品销售
窗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宣传阵
地和公益活动平台。除了销售农
副 产 品 和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工 艺
品，还计划在小店内举办旅游推

介 、 公 益 结 对 、 文 化 宣 传 等 活
动 ， 吸 引 更 多 的 宁 海 人 了 解 晴
隆，到晴隆走走看看。

梅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伟荣
表示，街道将加大推广力度，通过

“线下+线上”模式，开设网上商
城，不断扩大“扶贫小店”的知名
度，切实为来自贫困山区的农副产
品打开销路，实现合作共赢。

“岔路黑猪在浙江省内非常有
名，猪肉供不应求。因此，我们
打算把岔路黑猪引入晴隆，让当
地村民养殖，我们再进行回购，
助力养殖户脱贫致富。”仇贤林
说。据了解，结对帮扶晴隆县以
来，宁海已资助物资和资金累计近
亿元，实施项目2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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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宁海县梅林街道“长寿村”河洪村的“人民
公社”文化区块，在一家名为“甬水晴山”的小店
里，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饶有兴致地选购来自千里
之外大山深处贵州的土特产。这是宁海县对口帮扶的
晴隆县在宁波开设的第一家“扶贫小店”，主营晴隆当
地的农副产品。小店大名叫“甬水晴山”，小名叫“兴
隆小店”，寓意生意兴隆，也希望晴隆县兴旺发达，早
日脱贫。

“每天饭菜会送上门，
交关方便。”午饭时间，家
住海曙区鼓楼街道的刘奶
奶吃上了宁波首家社区嵌
入式养老机构、设在街道
内的随园智汇坊工作人员
送来的可口饭菜，点赞道。

““红色业委会红色业委会””：：
巧解社区大问题

江北甬江街道朱家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拆迁安置社区，
有居民5300余人。因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不到位、业主违规
行为监管难等问题，居民投诉、纠纷不断，与物业的矛盾
不断加剧。

如今，朱家社区积极探索党政社民全域互动，在党建
引领下成立“红色业委会”参与小区治理。业委会现有委
员9人，其中7人是党员。以民生微实事为切入口，“红色
业委会”释放正能量，引领小区治理创新。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陈超波

主动介入，精准化解矛盾

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中，问
题与矛盾频发。朱家社区业委会紧
抓矛盾，常常直击问题，扮演好

“调解器”的角色。业委会主任刘
同峥说：“首先正视已经存在的问
题 ， 分 清 问 题 的 性 质 及 问 题 背
景，还要清楚矛盾双方的心态，
然后创造条件抓住时机将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

在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初期，
朱家社区更换了 240 升的大桶，原
来的人工装倒已经无法操作完成，
社区多次与物业总公司沟通更换
了新型的垃圾车，但存在车辆声音
过大、清运时间过早而影响业主休
息的现象，引起业主不满。

“红色业委会”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稳定业主情绪，另一方面
马上召集物业和居民代表召开会
议商讨，并且与车辆开发商沟通
排查问题，三次更换垃圾车的零
部件。刘同峥说：“我们业委会还
与物业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延
后清运时间，尽量避免对居民造
成影响，并把处理的全过程、所
需的过渡时间明确告诉业主。这
个举动获得了业主的一致认可。”

地面乱停车，这是一直困扰
社区的难题之一。“红色业委会”
以“线下谈心室”“线上业主群”
为平台，多次召开民主讨论会，广
泛吸纳业主意见，并反复与物业管
理公司讨论方案，最后决定对小区
实行半人车分流，比较妥善地解决
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邻里纠
纷、高空抛物、房屋漏水等原因引
起的矛盾纠纷，通过业委会的努
力，都得到了及时解决。

融合多方力量，共建温馨小区

94 岁的孤寡老人杨雪英刚搬
进社区时茫然无措，业委会成员张
美芳得知后立即陪同她去物业登
记信息，来居委会申请居家服务。
杨阿姨说：“我一直是一个人独居，
出门不便。没想到这里的业委会这
么负责，不仅联系上门送饭，帮助
做家务，还陪我一起参加活动，认
识的朋友也多起来了。”

据悉， 在“红色业委会”的推
动下，社区和业主联合开展“心悦
邻”公益集市、“红领朱家、芳邻
相伴”睦邻节、元宵节慰问老人
等活动，许多原本陌生的邻居，
通过社区活动在居民群里成了好
朋友，大家的黏合度越来越高，
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

此外，业委会还牵头建了小
区居民微信群，社区网格长、联社
区民警、物业等和小区事务有关的

成员都入群，主动搭建交流平台，
让业主的问题“最多反映一次”。针
对居民反映的问题，相关人员都能
在业委会的召集下共同解决。在业
委会的带领下，业主也不再是网上
发声，浮于表面，而是实际解决、监
督，做到三方共赢。

值得关注的是，业委会成员充
分利用自身资源，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银行、企业等共建资源引入
小区治理，成为小区和企业间的共
建桥梁。

为引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
委会曾三次和原租户协调沟通。居
民李贤伦说：“我们社区中老年人
口比重高，量个血压、配个药以前
要走很远的路，很不方便，这个卫
生院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要给
业委会点个赞！”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林婷婷 韩艺

在海曙区，这样的助餐服务司
空见惯。“海曙城乡有 265 个社区

（村），60 岁以上老人有 15.8万，占
人口总数的 25.3%，他们助餐服务
需求大。海曙因地制宜，依托敬老
院、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微型养老
机构食堂，为周边居家养老的高
龄、孤寡、独居、空巢和失智失能老
人提供集中就餐、配送餐上门等多
种服务，城区覆盖率100%，西片区
年底将达到 80%。”海曙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城区老年食堂更便捷

舒适的座椅、多种类的套餐、
专业送餐人员……临近中午，西门
街道居家养老互助中心老年食堂
开始热闹起来。“环境更好了，饭菜
更香了，吃着心情好。”常来食堂就
餐的老人陈翠兰说。

今年 7月，西门街道居家养老
互助中心在 2008年开始运营的基
础上进行改造提升，与安健逸馨养
怡院合作开办老年食堂，为助餐服
务提供更优质的平台。“辖区有需
求的老人可以自主前往老年食堂
用餐，也可由第三方单位的配送员
提供点对点送餐服务。”西门街道
居家养老互助中心主任陈忠潮告
诉笔者，原先在该老年食堂日均用
餐（午餐）人数 30 人左右，工作人
员需要将餐食送至相应社区的固
定点，再由老人或义工领取，现在
日均用餐人数有 60 多人，饭菜从
原先的一荤一素套餐增加到了现
在的多种荤素搭配套餐。

“老年食堂辐射范围广，老人
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用餐质量提
升了，也更便捷。”海曙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除了依托第三方力
量共建老年食堂，在具备条件的城
市社区，还通过甬城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为老人送配餐，收效均不错。

乡村量身定制更多样

从 7 月 1 日起，横街镇水家村
86 岁的独居老人水纪敖开始每天
在村内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就餐，91 岁的秦金花足不出户
享受中心工作人员的送餐服务。水
家村党支部书记水军告诉笔者，6
月 1日中心启动后，与管家婆家政
公司合作，为村内有需求的老人量
身定制助餐方案，深受老人欢迎。

“村里每月补助接受入住中心

的老人每人 1000 元、就餐的老人
100 元，接受助餐的老人每人自掏
500 元就能搞定一个月的伙食，每
餐三菜一汤，营养均衡。”水军透
露，今后，助餐服务还将推广到周
边乡村。

在古林镇，同样依托区域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由爱心企业共同
出资，为辖区有需求的老人“众筹”
助餐配送服务，覆盖率达到60%。

地处四明山区的章水镇则在
每个村（社区）设立了服务点，由政
府出资引入第三方“打包”实行驻
点式养老服务，“在摸清各村需求、
升级换代居家养老服务站设施后，
将逐步推出送餐服务。”章水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海曙区各乡村受到交通、场
地、设施、资金等限制，需要采用灵
活多样的助餐、配送餐模式。”海曙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一
些餐饮油烟控制要求高或者老年
人助餐需求不多、助餐老年人分散
的社区（村），大多依托其中一个社
区（村）老年食堂升级为中心食堂，
或签约大型餐饮集团，对周边村

（社区）老人开展配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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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业委会”成员与社区开会共同商议沿街商铺店招整改事
宜。 （陈超波 厉晓杭 摄）

老人在古林镇居家养老中心就餐。
（陈朝霞 摄）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朱娇娇

近日，鄞州区下应街道东兴小
区、湾底小区管网改造工程先后动
工，这标志着该街道创建“污水零
直排”街道进入冲刺阶段。

下应街道正在大力推进东南
新城开发建设，目前街道内老旧小

区、新建住宅、建筑工地、十小行业
等集聚，加之水网密布，污水零直
排创建工作充满挑战。

全民动员，打响治水攻坚战

下应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
重视“污水零直排”创建工作，年初
召开机关、村社、社区、部门等“百人
动员大会”，同时，制定实施具体的

意见，倒排时间挂出“总体作战图”。
充分运用互联网、微信公众

号、宣传栏、横幅、喷绘等载体进行
广泛宣传，提高居民对“污水零直
排”创建工作的认识。

同时，在重点整治河道以及人
员密集的河道口设置“污水零直排
作战图”。对即将实施的各项重点
工程进行形象化宣传，将治水的前
景、效果、目标等充分展示出来，激
发居民的参与意识，从而缓解因施
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带来的矛
盾纠纷。

配备专业巡逻员，购买快艇，
成立河道巡查中心，加大对辖区河
道的巡查力度。至今，已查收鱼丝网
46顶、清理地笼128只、电瓶1套。继
续加强对河道水质的检测，20条河
道每月定点检测水质，为街道治水
提供科学依据；委托专业公司对东
兴社区内河曝气充氧设施进行维
护，加大水生态保护及修复力度。

攻坚克难，实施管网改造工程

河水污染，根子在岸上。东兴
小区和湾底小区是兴建于 21 世纪
初的农民安置小区，雨污水管只有

一条。去年，该街道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东兴小区、湾底小区和20
条河道做系统性的管网普查，共排
查出 342 个入河排水口，所有排水
口实施“身份证”管理。

同时，投入 500 万元对老旧小
区、路网的管网进行疏通和修复，
查漏补缺，形成“污水零直排”创建
的指导性资料。

近期，重点对东兴小区、湾底小
区、启明南路和湖下路沿街店铺以
及黎明村工业区进行管网改造，同
时对汽车行业和机关团体排水进行
专项整治，计划总投资2200余万元。

8 月 23 日，总投入 700 万元对
东兴小区实施管网雨污分离工程，
重新安装一条从屋顶下来的雨水管
道，原有管道作为污水管，让雨水流
入雨水管，污水接入污水管。下应街
道治水办负责人姚永如说，两支施
工队同时施工，计划到10月底完工。

下应 全力创建“污水零直排”街道

“扶贫小店”期待开枝散叶

宁海宁海晴隆结对帮扶推出创新模式晴隆结对帮扶推出创新模式

施工人员在挖掘管道沟。（朱军备 摄）

扶贫小店——“甬水晴山”开张。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