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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项目（9+9件） 起 草 单 位 提 案 人 联 系 工 委
1.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 市体育局 市政府 教科文卫工委

2.宁波市经营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修订） 市公安局 市政府 监察司法工委

3.宁波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 市公安局 市政府 监察司法工委

4.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 （修订） 市水利局 市政府 农业农村工委

5.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 （修订） 市交通局 市政府 城建环资工委

6.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修订） 市教育局 市政府 教科文卫工委

7.宁波市电梯安全条例 市市场监管局 市政府 社会建设工委

8.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修订） 市住建局 市政府 城建环资工委

9.宁波市菜市场管理规定 市市场监管局 市政府 社会建设工委

（以下 9 件为集中修改项目）

10.宁波市农业机械管理条例 （修改） 市农业农村局 主任会议 农业农村工委

11.宁波市燃气管理条例 （修改） 市综合执法局 主任会议 城建环资工委

12.宁波市公路养护管理条例 （修改） 市交通局 主任会议 城建环资工委

13.宁波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条例 （修改） 市交通局 主任会议 城建环资工委

14.宁波市遗体捐献条例 （修改） 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 主任会议 教科文卫工委

15.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条例 （修改） 市卫生健康委 主任会议 教科文卫工委

16.宁波市献血条例 （修改） 市卫生健康委 主任会议 教科文卫工委

17.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 （修改） 市教育局 主任会议 教科文卫工委

18.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 （修改） 市台办 主任会议 民宗侨外工委

二、审议预备项目（7件） 起 草 单 位 提 案 人 联 系 工 委
1.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 （修订） 市民宗局 市政府 民宗侨外工委

2.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市文广旅游局 市政府 教科文卫工委

3.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市综合执法局 市政府 城建环资工委

4.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 （修订） 市教育局 市政府 教科文卫工委

5.宁波市农村绿化条例 （修订）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市林业局） 市政府 农业农村工委

6.宁波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条例 （修订） 市商务局、市供销社 市政府 财经工委

7.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 市司法局、宁海县政府 市政府 监察司法工委

三、调研项目（11件） 牵 头 工 委 联 系 单 位
1.宁波市生态保护条例 城建环资工委 市生态环境局

2.宁波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 监察司法工委 市司法局、市中级法院

3.宁波市信息化条例 （修订）（名称暂定） 财经工委 市经信局、市大数据局

4.宁波市公共信用条例 财经工委 市发改委

5.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 （修订） 农业农村工委 市水利局

6.宁波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条例 （修订） 农业农村工委 市水利局

7.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 （修订） 城建环资工委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8.宁波市机动车维修业管理条例 （修订） 城建环资工委 市交通局

9.宁波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城建环资工委 市生态环境局

10.宁波市民宿发展促进条例 教科文卫工委、农业农村工委 市文广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

11.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 （修订） 社会建设工委 市文明办、团市委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
（2019年12月26日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马娟、李书芹、王智锋为宁波海事法院审判员。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周海宁为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
员会委员；

陈庆丰为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副主任、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
会委员。

免去：
潘一红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
员会委员职务；

刘必谦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农
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范海波的宁波市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张慧珍的宁波市人大民族宗
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
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孙义为为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局长；
王程为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局长；
金珊为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

决定免去：
王丽萍的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局长职务；
张爱琴的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局长职务；
徐柯灵的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局长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免去：
王伟明的宁波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徐栋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施晓、孔飞、赵丰香、夏武
余 为 宁 波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员。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荣鲁宁、吴有勇、薛璐璐、王

正、王微、李凤玉、龚玲为宁波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魏明的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上旬召开。建
议会议的议程是：

1.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

2. 审查宁波市 2019 年国民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及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宁波市 2019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及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3. 审查宁波市 2019 年全市和

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执行
情况及 2020 年全市和市级、市属相
关开发园区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宁波市 2019 年市级、市属相关开发
园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20
年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

4.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5.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6.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7. 审议和决定 2020 年度市人
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8.选举和其他事项。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宁波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2019 年 12 月 26 日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路
宝虎 厉钟灵） 昨晚，庆祝中共宁
波市委党校建校 70 周年暨迎新文
艺汇演举行，分“初心之路”“奋
进之路”“未来之路”三个篇章，
以歌伴舞、音诗画、合唱、情景朗
诵、相声等形式，庆祝党校建校
70 周年。

党 校 因 党 而 生 ， 因 党 而 立 。
1949 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
时的宁波地委、宁波市委先后设
立了宁波干部学校和宁波市干部
学校；1983 年宁波地、市合并，8
月地委、市委两所党校合并组建
了 现 在 的 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党 校 ；
1991 年 11 月依托市委党校设立宁
波市社会主义学院，1992 年 8 月
又设 立 宁 波 行 政 学 院 ， 2015 年 4
月 增 挂 宁 波 中 华 文 化 学 院 牌 子 ，
至此“一校三院”的格局正式形
成。

多年来，在市委领导下，党校
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党服务，从
最初的短期轮训干部为主到正规化

培训干部为主，从教学与科研并重
到教学、科研、资政三位一体，从

“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到
发挥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
设、决策咨询四大作用，教育的定
位布局日益清晰完善，党校的地位
作用日益重要。如今，市委党校已
发展成为教研资力量雄厚、办学规
范、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
干部教育基地和理论研究阵地，正
朝着一流副省级城市党校的目标奋
力迈进。

据统计，1983 年以来，市委
党 校 已 培 训 学 员 32.9 万 余 人 次 ，
先后两次荣获全国党校系统教学
管理优秀奖，获全国党校系统精
品课 1 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
秀课 1 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
统优秀课 1 门、特色课 1 门；1990
年以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50
余篇，出版专著 43 部，获得国家
级课题 18 项、省部级课题 97 项，
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工作进步
奖等。

市委党校组织系列活动
庆祝建校70周年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
例》，为规范我市地名管理提供了
有力的法制保障。

地名是重要的地理信息和社会
公共信息，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
要载体，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市加强地名管理，初步
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地名公共服务体
系，但地名命名和使用不规范现象
依然存在。该条例的通过对于规范

我市地名管理，保护和传承历史地
名文化，提升城市总体形象，具有
重要意义。

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地名
是 指 自 然 地 理 实 体 、 行 政 区 划 、
居民地、纪念地、旅游地、住宅
区、建筑物 （群） 以及具有地名
意 义 的 交 通 运 输 、 水 利 、 电 力 、
通信、气象等设施的名称。相关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者应当依法申
请命名。市和区县 （市） 人民政
府 应 当 加 强 对 地 名 工 作 的 领 导 ，
建立地名工作委员会，协调推进

地名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其日
常工作由市和区县 （市） 民政部
门承担。

条例规定，新建住宅区、建筑
物 （群） 的命名，建设单位应当在
申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之
前 向 相 关 专 业 主 管 部 门 申 请 命
名 。 已 建 成 的 住 宅 区 和 建 筑 物

（群） 未命名的，由所有权人或者
受其委托的管理机构、业主大会或
者其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向所在地的
市或者区县 （市） 相关专业主管部
门申请命名。相关专业主管部门收

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征求同级地名
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于十个工
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命名的决定，
不予命名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条例规定，市地名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
段的地名，新建城镇道路命名应当
优先使用原有地名或者就近使用派
生历史地名。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文广旅游等相关主管部门建
立历史地名标识系统，提升历史地
名的辨识度。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获表决通过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
例》。“此条例的通过，有利于加强
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
众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
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该条例共八章五十三条，主要
从犬类管理体制、免疫和登记、养
犬行为规范、诊疗和经营、收容和
留检、监督和管理、法律责任等方
面作了规定。

条例规定，本市按照重点管
理区和一般管理区实行分区域养
犬管理。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

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犬只扰民伤
人事件处置、重点管理区内犬只
准养登记等工作，查处本条例规
定的相关违法行为。综合行政执
法 （城市管理） 部门负责犬只收
容留检、重点管理区内流浪犬只
捕捉和犬只破坏公共场所市容环
境卫生行为管理等工作，查处本
条例规定的相关违法行为。农业
农 村 部 门 负 责 犬 只 狂 犬 病 认 定 、
防疫、疫情监测和死亡犬只无害
化处理指导等工作。

条例规定，本市实行犬只狂犬
病免疫制度。犬只出生满三个月或
者免疫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养
犬人应当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并

办理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犬只首
次接种狂犬病疫苗时，农业农村
部门应当向养犬人发放犬只免疫
牌并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在电
子 标 识 中 记 录 养 犬 人 身 份 信 息 、
犬只身份信息以及免疫情况等内
容。后续免疫时，应当更新相关
信息。重点管理区实行犬只准养
登记制度。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未
取得养犬登记证的，不得在重点管
理区内饲养。个人在重点管理区内
饲养犬只，每一户籍且每一固定居
住场所限养一只。

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内犬
只佩戴有效犬牌，一般管理区内
犬只佩戴有效免疫牌。重点管理

区内携犬出户，应当由完全民事
行 为 能 力 人 以 犬 链 有 效 管 控 犬
只，大型犬的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1.5 米，其他犬只的犬链长度不得
超 过 2 米 ， 并 为 大 型 犬 佩 戴 嘴
套 ； 在 电 梯 或 者 楼 梯 等 狭 小 空
间，采取收紧犬链或者怀抱犬只
等方式主动避让他人；即时清理
犬只排泄物。

条例规定，商住综合楼和居民
住宅楼的商铺内禁止设立犬只养
殖、寄养、交易经营场所。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场监督
管理、自然资源规划、住建等部门
划定禁止设立相关经营场所的区
域，并向社会公布。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获表决通过

加强养犬管理 规范养犬行为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立地方性法规
动态维护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据悉，地方人大常委会
作出专门决定，建立地方性法规动
态维护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
这在国内尚属首创。

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
人介绍，自 1988 年我市享有地方
立法权以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坚持立法先行，发挥地方立法在

引领和保障宁波经济社会改革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我市地方性法规实施中的
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地方性
法规在社会公众中的总体知晓率
有待提高，选择性执法、随意性
解释等影响法规正确、有效实施
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法规条款
滞后于时代发展、不适应改革形
势的状况较为突出，影响了法规
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为此，市
人大常委会立足法规实施的动态
过程和改革发展的动态环境，创

造性地建立一整套维护法规权威
和实施效果的常态化、长效性工
作机制。

《决定》 由四部分内容组成，
规定了建立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
制的总体要求、加强法规实施监
督、推进法规自身完善、夯实日常
保障基础等具体举措。《决定》 立
足于人大监督的法定职责，着重
从建立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定期
报告制度、推行地方性法规实施
情况专项审议和专题询问、形成
地 方 性 法 规 执 法 检 查 常 态 化 机

制、强化地方性法规配套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推进地方性法规实施
监督工作向社会公开等五个方面，
规定了加强法规实施监督的具体途
径和措施。

《决定》 立足于创新人大立法
工作机制，着重从改进立法后评
估 工 作 、 加 强 地 方 性 法 规 清 理 、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大前期立
法调研力度、探索法规适用调整
等五个方面，规定了保障法规适
应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具体途径和
措施。

宁波建立国内首个
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