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州区福明街道抢抓老旧小
区改造机遇，拆改并建，辖区面貌
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同时也衍生出
许多城市管理顽疾。各社区作为文
明城市创建中的“生力军”，寻途
径、辟新径，通过创建补短板、破顽
疾，实现了文明创建与社区发展同
步提升。

会借力，“红蓝绿”分类施策

福明街道的城市社区中有一
半是村改居型社区，社区的文化阵
地、服务阵地条件逐年提升，可环
境 卫 生 依 旧 是 不 少 社 区 书 记 的

“心头病”。
福明家园社区在这个问题上

动起了脑筋，给自己的社区绘制
了卫生“红蓝绿”地图。

社区根据文明指数要求“对
标对焦”，对辖区内存在的乱堆
放、乱晾晒等问题，及潜在的新

问题，划好网格，全域化排摸并
登记造册，做到“脑子有数、心
里有底、手里有账”。问题较多的
社区公共区域、楼道标上红色 ，
偶发性、散发性问题区域标上蓝
色，环境卫生指标达标区域为绿
色，一张图清楚整改重点。对排
摸到的问题，按照难易程度开展
分类整治。易查易改且居民意见
集 中 的 “ 脏 乱 差 ” 问 题 ， 实 施

“销号制”，社区联合物业第一时
间处理；治理难度较大的借助执
法力量开展联合整治，逐渐“消
化”红色区域。一年来，社区的
绿色达标面积已经提升 70%。

用巧力，协商出来“网红地”

一条蜿蜒的石板小路铺展在
高楼大厦中，两旁绿植肆意泼洒
着浓郁绿意，一群笑容洋溢的老
年人踏着轻盈舞步欢快起舞。这

里是江城社区实怡中心第 5 幢和第
6 幢西侧的“网红公园”。

就在几个月前，因为疏于管
理维护，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
之地，有不少居民戏谑地称这片
绿地为“百草园”。

为改变这一现状，社区主动
邀请东部新城管委会、综合行政
执法东部中队与社区居民一起协
商 ， 决 心 一 改 这 杂 乱 无 章 的 现
象。几个月来，通过联合整治 ，
绿地修整了、围栏重刷了、里面
还铺设了小道，这个曾让人绕道
走的“百草园”转身变为社区老
年、青少年争宠的“网红公园”。

同样，通过“居民说事”，碧
城 社 区 里 一 块 杂 草 丛 生 的 “ 荒
地”，通过改建成为一处有百余米
长、两米宽的景观带，居民用自
家的大瓦缸和花木点缀，是居民聊
天小聚好去处。

激活力，润物无声的“正能量”

“余阿姨，如果您接听到 0574-
12340，请您一定要接听并为我们
平安鄞州代言哦。”“好的好的，你
们都把平安三率印到了餐巾纸上，
我不会忘的 ，我还会向其他人宣
传。”和城社区居民余阿姨乐呵呵
地回复。

11 月 12 日一大早，福明街道和
城社区中庭内聚满了居民，这是社
区正在开展“平安三率记心间，社
区服务伴我行”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以及党
员身穿红马甲、手戴红袖标，除了
做好社区便民活动，还向居民发放
平安宣传手册，房屋使用安全知识
等与居民生活安全密切相关的宣
传品，并鼓励和倡导居民们加入社
区平安宣传志愿队，为辖区的平安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场活动下来，居民间从不认
识到相识，拉近了距离，交流了感
情 ，现场传递着社区大家庭的温
暖。这中间有一名特殊的退休党员
沈叔骐，是名聋哑人。虽然他无法
发声，但一个半小时的活动他一直
用无声的热情引导和帮助居民参
与活动。

福明街道各个社区还打造各
式各样的服务站，如“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重点加强志愿服务的管
理。街道还重点培育和扶持如小娘
舅窝窝团、小种子亲子阅读等一批
有活力、有特色的社会组织，推行

“每周一次微阅读、微服务＋微谈
心”等模式，促进组织良性发展，扩
大服务层面。

在福明，共享文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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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社区便民活动拉近居民间距离和城社区便民活动拉近居民间距离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 徐铭穗） 昨日，《宁波市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实施细则》 正式印发。已单独施
行多年的生育保险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在
提升就医便捷度的同时，这一
政策的推行将进一步提升保险
基金覆盖人群，灵活就业人员
将 被 纳 入 生 育 保 险 保 障 范 畴 。
这意味着，生育保障在我市实
现制度全覆盖。

开设私家烘焙坊的陈女士是
一名自由职业者，此前参加的
是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的 相 关 社 保 ，
由于这一群体无单位，不能参
加生育和工伤保险，因此，此
前的陈女士无法享受生育保险
的相关待遇。同时，因为挺着
大肚子，陈女士原本认为可以
刷 医 保 结 算 的 正 常 医 疗 检 查 ，
因产前检查属于生育保险报销
范围，就不时会碰上医疗机构拒
刷医保卡，由此给她带来了不少

困惑。
无论是人群覆盖的问题，还是

让“陈女士们”头痛的医保结算问
题，从明年开始将得到有效解决。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前孕产合并子宫肌瘤、囊肿等相关
疾病的治疗费究竟如何区分，是否
可以通过医保结算，在实际操作中
存在一定争议，并带来了一些纠
纷。两险的合并实施，在将更多人
群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畴、加大生
育保险保障力度的同时，也有效解
决了一些复杂的生育、医疗行为难
以区分的问题，使生育就医结算可
以更为便捷。

据悉，依据相关实施方案，此
次两险合并将遵循“保留险种、保
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
思路，实现两项保险在参保登记、
基金征缴管理、医疗服务、经办服
务、生育待遇和相关政策上的“六
个统一”，确保就医结算更便捷、
待遇标准更惠民、制度覆盖更广
泛、基金保障更有力。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明年起合并实施

生育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为进一步服务和方便轨道交
通高桥西站、宝幢站附近市民出行
需求，市交通运输局决定从今天起
在轨道交通高桥西站新增接驳公交
微 17 路，同时将轨道交通宝幢站
的公交微 51 路延时至 22 点 30 分。

即将开通的公交微 17 路，由
高桥西地铁站至公交高桥大西坝

站，线路走向为大西坝路、同心
路、通途西路、大西坝村级道路，
沿途停靠 高 桥 西 地 铁 站 、 江 南 、
高桥大西坝站 3 个站点，发车间
隔 15 分钟至 30 分钟。在轨道交通
高桥西站下车的市民，可通过微
17 路在公交高桥大西坝站换乘 125
路 ， 也 可 在 公 交 江 南 站 换 乘 33
路、156 路。该线路试运营时间 3

个月，到期后，交通部门将会同
轨道交通、公安交警等部门进行
评估。

公交微 51 路由轨道交通宝幢
站至东吴镇，是夜间客流疏散的主
力线路，计划每天增加 62 班次，
末班车运营时间由 21 点延长至 22
点 30 分。考虑到轨道交通宝幢站
夜间安全行车条件，夜间客流原则

上只送达就近乡镇所在地。除去古野
岙班次外，高峰发车间隔由原来的
10 分钟压缩到 6 分钟。

近期，交通运输部门深入推进
“服务争效”行动，已全面启动轨道
交通 3 条线路各站点与公交接驳情况
的排摸工作，在保证安全行车的条件
下，力争在一个月内优化轨道公交接
驳问题。

轨道交通高桥西站公交接驳线路今天开通
微51路延时至22时30分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蔡燕娜） 一年级孩子整理桌洞最短
用时 10 秒，五年级学生 30 秒剥虾
数竟达 23 只，四年级学生 1 分钟洗
碗达 25 只，六年级学生用 20 分钟
卖完了 5 斤番薯，刷新了劳动新纪
录⋯⋯昨天，鄞州区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校园内格外热闹，一场别开生
面的“体验劳动幸福，共享成长快
乐”劳动技能大赛正在进行。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根据不同
年级，围绕学校开展的“快乐劳
动 36 技+”设置了 6 种劳动技能的
比 拼 ， 分 别 是 一 年 级 整 理 桌 洞 ，
二 年 级 套 枕 头 套 ， 三 年 级 削 苹
果 ， 四 年 级 洗 餐 盘 ， 五 年 级 剥
虾，六年级去菜市场卖番薯。比
赛采用团队赛，每班派 3 名选手
参赛，其中 2 名优秀选手由班级
劳动初选比拼后产生，1 名由校领
导赛前临时抽取。

活动中，小选手们准备充分，
在裁判一声令下后，各出奇招，迅
速完成劳动任务：一年级的小朋友
有条不紊地整理着自己的桌洞；30
秒钟的剥虾中，五年级选手全神贯
注，手眼合一，迅速剥除虾壳；洗
碗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已是小菜一
碟，如何清除污渍、快速清洗，早
已在平时训练有素；六年级学生走
进菜市场，在团队合作下体验了一
把番薯交易，发挥自身口才优势，
为团队赚取钱币。

劳动带给孩子的不仅是忆苦思

甜，还有真正的成长。202 班竺依诺
小朋友说：“每月月初，老师会向我
们传授一项有趣的劳动技能，之后
每周三劳动体验日训练本月要求掌
握的劳动技能，月末班级会开展劳
动碰碰赛。一个月下来，我系鞋带的
速度快了，而且还会系花样鞋带，觉
得劳动里的智慧可真不少！”506 班

蔡昕桐说：“原本我觉得劳动是一件
麻烦事，现在觉得劳动特别有意思。
剥虾只要剥下它身体的第三节，壳
和肉就马上分离。现在只要家里有
虾，我都会剥几个给爸妈。”

在劳动中创造，在劳动中成
长。鄞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负责
人认为，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学校创建
家校劳动环境，开设多元化劳动课
程。本学期，学校的“快乐劳动 36
技+”在家校共育下，让 3000 余名学
生每人拥有了实打实的 3 项生活技
能。其技能包含了探索性劳动、艺术
性劳动，还有公益性劳动、创新劳动
等，直指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30秒剥23只虾 1分钟洗25只碗
鄞州实验小学这些新生代用劳动证明自己不是“娇娃”

本报讯（通讯员马蝶翼 记
者陈敏） 前天起，一款高危孕产
妇意外险在宁波市妇儿医院上
线，来此住院分娩的孕妇可自愿
购买此款保险。据悉，这在宁波
尚属首创。

两孩政策实施以来，高龄孕
产妇数量明显增多，分娩并发症
和高危合并症患者也明显增多，
必然带来高危孕产妇医疗意外事
件数量的持续增加。比如，孕产
妇本身高龄风险，第一胎剖宫产
后造成的疤痕子宫问题，可能引
起孕期凶险型前置胎盘、子宫切
除等并发症风险的增加，造成产
妇家庭经济的负担。

以市妇儿医院为例，去年接
诊的高危孕产妇有 67377 人次。
针对高危孕产妇合并症、并发症

的高发，该院联合保险公司推出
“关爱孕妈、守护天使”的母婴安
心意外保险。这款保险有 600 元和
360 元两档保费，主要保障引产或
分娩中发生的、经医务人员尽力救
治仍不能避免的意外情况。保障对
象除了产妇本身，还有超过 26 周
以上的胎儿和新生儿，如投保人意
外身故，可分别获得 15 万元、8 万
元的赔偿。此外，针对高危孕产妇
容易发生的产后出血、剖宫产术时
因盆腔粘连分解造成继发损伤、术
后切口愈合困难、疤痕子宫二次妊
娠子宫破裂等分别做出了详细的补
偿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此款保险与医
保报销和商业险不冲突，按投保时
约定的保障内容赔付，赔付时不需
要医药费票据等。

高危孕产妇意外险
在市妇儿医院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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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莲芬

据 11 月
20 日 《宁 波

日报》报道，从课桌椅的调适到
室内采光，再到每天作业量统
筹、纠正坐姿、加强户外运动、
开设远眺作业……各学校煞费苦
心，抓痛点出实招。

学生视力保护的责任在政
府，学生视力保护的主体是学
校，学生视力保护的关键是家
长。在学校，校长要成为防控学
生近视的第一责任人，而更重要
的，是家长要成为保护孩子视力
健康的关键责任人，某种程度上
说，家长保护孩子视力健康的责
任更重于学校。

政府部门和学校能管的，只
是保证孩子在学校的那段时间，
做到按时做眼保健操、确保阳光
运动一小时、减轻作业负担等。
至于孩子离开学校以后怎么做，

政府部门和学校就鞭长莫及了。此
时，孩子的监护责任就落到了家长
身上。

在防控孩子近视的问题上，
家长不能当甩手掌柜。说孩子玩
手机太厉害了吧，家长自己就玩
手机，怎么要求孩子不玩手机？
作为家长，在孩子看书、写字姿
势不正确的时候就要提醒，控制
孩子看电视及上网时间；加强室
外锻炼，加强视力调节，增强体
质；合理饮食，丰富的蛋白质和
维 生 素 对 保 护 视 力 有 着 重 要 作
用。在发现孩子有视力下降的时
候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如果
有近视就要佩戴合适的眼镜，否
则视力会下降得更厉害。

青少年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和谐，更关系到
祖国未来的发展，而视力健康更是
青少年健康问题的重中之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学生视力保护的关键是家长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印晨瑶） 本月初，听说“跨村书
记”陈伦任期将满，奉化西坞街道
孔峙村的村民便开始忙碌起来。经
过好几天的讨论，他们请村里的老
同志写了一封数千字的挽留信，然
后全村家家户户派代表在信上落款
签名。

村民全员挽留的对象，是蒋家
池头村的党支部书记陈伦。2017
年下半年，孔峙村遇到了麻烦事：
上一任村班子部分成员出了点问
题，现任的村支书虽说“临时救

火”，但已经快 70 岁了，身体也不
好。

“整个村班子年龄结构老化，
思想僵化守旧，村子发展暮气沉
沉。要想选个合适的‘领头雁’，
实 在 太 难 了 ！” 孔 峙 村 的 联 村 干
部、西坞街道组织委员竺韬韬连连
摇头。

“要么我来好了！”陈伦没想
到，自己的一句玩笑话，最后成了
真。作为“外来和尚”，他被组织
任命为孔峙村的“第一书记”，成
为奉化“跨村任职”头一个“吃螃
蟹”的人。

难道我们村真的没人了，需要
外人来做书记？人不是本村的，是
不是就来“作作秀”“挂挂职”“镀
镀金”的？面对村民的质疑，陈伦

没有打退堂鼓。他利用晚上时间挨
家挨户走访，和村民拉家常、聊村
务，“同坐一条板凳”了解村民的
需求、愿望和期待。

门前屋后有了崭新的柏油马
路，老年人的活动场所修缮一新，
原本废弃已久的危房变成了简约大
气的文化礼堂，填补了孔峙村多年
没有功能型活动场地的遗憾⋯⋯随
着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陈伦对村
民的承诺基本兑现，两年的任期也
到了头。

“‘跨村书记’，你能不能不
要走？”听到风声的村民，赶紧写
了联名信，他们实在不忍心也不愿
意让这样一位“好书记”离开。

住在弄堂口的村民说，原本那
里有座即将倒塌的墙门，幸亏陈书

记自筹资金进行了及时修复；残疾人
俞国光说，自己因腿脚不便，屋后堆
满了垃圾，是陈书记带人将其清理干
净并浇好水泥；几位耄耋老人说，他
们几户人家所在的小巷路面坑坑洼
洼，也是陈书记派人把水泥路浇好，
还细心安装了路灯⋯⋯

这封饱含真情的挽留信，陈伦看
了一遍又一遍。做了十多年的村党支
部书记，他始终相信“金杯银杯不如
百 姓 的 口 碑 ”， 这 一 次 也 得 到 了 验
证 ：“ 很 多 细 节 ， 连 我 自 己 都 忘 记
了，没有想到村民都记在了心里。”

面对村民的期盼，陈伦正在进行
慎重的考虑。如果继续留下来，他希
望自己能够不辜负全村干部群众的期
望，还能够帮助孔峙村带出有战斗力
的团队，留下带不走的干部队伍。

一村300多户，家家签名挽留

“跨村书记”，你能不能不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