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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乱丢烟头，我就
能早一点‘下岗’了！”5 月 28
日，宁波东部新城生态走廊，73
岁的“烟头奶奶”高云香说。当
天，和高云香一起捡烟头的，还
有 30 余位志愿者。他们平均年
龄 54 岁，每周志愿服务 4 小时，
3 年来累计捡拾烟头 4 万多个，
并劝导市民少抽烟，用行动传递
着文明的力量。

家住鄞州区邱隘镇的高云香
是“烟头奶奶”的发起人之一。
4 年前，她和另外两位老人吴贵
凤、李秀定一道，开始在公众场
所劝导市民不抽烟。从当初的

“三人行”到如今的 74 人“大部
队”，高云香却说，她最大的愿
望是：早一天“下岗”。

“我退休好多年了，闲在家
里，想为社会作点贡献。后来和

吴贵凤、李秀定一起商量，就决
定捡烟头了。”高云香说，她们
来到邱隘镇图书馆、剧院和卫生

院，劝导大家不要在公共场所吸
烟。刚开始，她们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 是 “ 多 管 闲 事 ”， 后 来 劝 得 多

了，人们也越来越理解老人了。
过去 4 年里，高云香、吴贵凤和

李秀定坚持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捡烟头，劝导少抽烟；后来，队伍不
断壮大，队员们每天早晚分四组四
路，在邱隘镇的东港路、镇中路等
地捡烟头，用耐心传递文明力量。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李秀定一
直坚持耐心劝说的原则。哪怕对方
说话再难听，她都是笑脸相迎。劝
说无效时，她会当着抽烟者的面把
烟头捡起来。“我一弯腰，他们一
般都会主动把烟头捡起来。”李秀
定说。

小烟头彰显文明。如今，邱隘
镇烟民逐渐形成了文明吸烟的习
惯。以“烟头奶奶”志愿服务团队
经常开展志愿服务的几个公共场所
为例，捡到的烟头数量平均每年减
少三分之二。前不久，邱隘镇还开
展了“烟头不落地”行动，在全镇
范围内设置了 13 个吸烟区，提醒
居民文明吸烟。

“烟头奶奶”的心愿：早一天下岗

志愿者捡烟头。 （李龙 王博 摄）

殷莲芬

在鄞州邱隘，有这么一群
“烟头奶奶”，每日志愿服务在街
头，手拿长夹，路上捡烟头，劝
导少抽烟，“兑换”文明，3 年
来累计捡拾烟头4万多个。

一个个被烟民们随意扔掉的
烟头背后，隐藏着多少热爱环境
人士的无奈。笔者在为“你丢我

捡”的“烟头奶奶”点赞的同
时，建议通过舆论谴责和执法震
慑，让丢烟头的自己把烟头捡起
来，促使这些不讲文明的烟民逐
步形成“宁波习惯”、遵守“宁
波规矩”，这也是提升市民素养
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有效手段。

为何乱丢烟头者为数众多，
不知收敛？究其原因，是不文明
行为未受到“源头”惩戒。在一些

扔烟头者的心里，存在着“扔了没
事，没有什么影响”“大家都这
样，反正扔习惯了”的想法。

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要靠不
断的宣传教育，也要靠持续的长效
管理。仅仅“你丢我捡”还不够，
还必须“你丢你捡”。对不文明的
惩戒，一靠道德谴责，二靠依法惩
处，两者不可偏废。6月起，在北
京乱扔烟头最高罚 200元。文明是

倡导出来的，有时也是罚出来的。
减烟头，“你丢还要你捡”才是治
本的好办法。对乱丢烟头的行为，
不仅要重罚，更要真罚；不仅要罚
款，还要“你丢你捡”，让违者长
记性。这样才能让那些公德心不强
的烟民在一定的高压环境下，倒逼
其遵规守法，共同参与到“烟头不
落地，宁波更美丽”活动中来，使

“烟头不落地”成为一种常态，共
同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如
此，才能实现“烟头奶奶”们的心
愿，让她们早日“下岗”。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你丢，还应让你捡

前天，江北区爱卫办在区政
府开展“无烟机关”创建专题宣
传活动，通过展板宣传、控烟知
识有奖竞答等形式，营造“无烟
机关，我作表率；无烟环境，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楼奕 严龙 摄）

远离烟草
崇尚健康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叶佳） 昨天中午，位于周宿渡路
30 号的市蔬菜副食批发市场正式
关门谢客，市商贸集团下属宁波农
副产品物流中心开始试运营。一辆
辆挂着外地牌照的大货车，满载来
自全国各地的蔬菜，鱼贯而入。

该物流中心位于奉化区方桥街
道，总投资 22 亿元，整体占地 460
亩，是省、市重点工程，也是我市
推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升级、

确保全市农产品安全的重要举措。
其中Ⅰ期项目占地 220 亩，目前已
全部竣工。

“新市场摊位空间大，交通方
便，环境也不错。下午搬迁到新市
场后，一个多小时我就卖了 8 吨蔬
菜 ， 生 意 好 得 很 。” 蔬 菜 交 易 区
0725 号摊主仇红光做蔬菜批发生
意已有 20 多年了，是首批搬迁过
来的经营户之一。

据了解，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内，蔬菜交易区经营面积共计
5.4 万平方米，有 9 个交易区、393
个摊位，预计蔬菜日交易量可达
3500 吨，可承担宁波市 80%以上的
蔬菜供应。

肉禽蛋交易区占地面积 1.8 万
平 方 米 ， 其 中 冷 库 占 地 面 积 约
3000 平方米，经营区面积约9500平
方米，有 252 个摊位，预计白条肉
日交易量可达 1000头，可承担宁波
全年65%以上的肉类供应、95%以上

的出白禽类供应、70%以上的冷冻
品供应及 60%以上的蛋类供应。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Ⅰ期
项目将承担蔬菜、肉禽蛋等菜篮子
商品保障供应、平抑物价、调节余
缺的重任，可满足宁波及周边地区
1000 万人对蔬菜、肉等业态的消
费需求，集聚从业常驻人口 5 万人
以上，极大地丰盈宁波市民的菜篮
子。”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副总
经理董正中说。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试运营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霍卫国 何开艳

利用道路收费泊位的 30 分钟
免费停放时长，一年竟“白蹭”车
位 83 次。前天，记者从宁波市政
公用投资公司甬城泊车平台了解
到，一起由“蹭车位”引发的纠
纷终于落下帷幕：网约车司机高
某因超时未缴费，已按相关规定处
罚 100 元；下一步，平台将对此类
行为进行适当限制，争取在提升泊
位周转率的同时，缓解网约车“停
车难”。

“去年 4 月 9 日开始，这辆浙 B
牌照的网约车在东部新城东方一品
智慧泊位片区所属收费泊位停车

84 次，其中 83 次是免费的。”甬城
泊车平台负责人刘松芳说。纠纷出
在 第 60 次 停 车 时 。 今 年 4 月 18
日，该网约车从下午 3 点 28 分起，
先 后 4 次 停 靠 该 片 区 5 个 不 同 泊
位，其中 1 次被判超出免费时长，
需缴费 5 元。由于高某未按规定在
7 天内结清停车费，被处以 100 元
罚款。

为何 83 次未超时，唯独这一
次不同了呢？高某自己也疑惑不
解 。 5 月 9 日 ， 高 某 拨 打 市 长 电
话，对拖欠泊车费一事遭遇违停处
罚表示质疑：“每次使用泊位我都
掐表计时，保证在 30 分钟内完成
不同车位切换，这 5 元停车费不该
存在。”

对于这“翻车”的第 60 次停
车，刘松芳给出了解释：“根据智
慧泊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停车信
息以高位摄像头或低位视频杆采集
内容为依据，人工无法干预。这意
味着真正的停车位，实际上是由摄
像 采 集 系 统 形 成 的 无 形 电 子 围
栏。”摄像头以车身完全驶离四条
泊位线为出场判定标准，但 4 月 18
日那天，高某看到正前方泊位有连
续两处空位，便直接前移了事，导
致车辆仍在泊位框线内部挪动，被
系统判定为未完全驶离泊位。“这
就好像在一个停车场里来回切换泊
位，但最终确定时长的，还得看出
口处的道闸。”

随着网约车成为甬城市民日常

出行的一部分，从业人员的驾驶习
惯也正悄然改变。“网络派单取代
了昔日的机动碰单，满大街转悠的
主动寻客成为历史，既减轻了城区
交通压力，也为从业人员降低了运
营成本。”宁波某网约车平台运营
负责人希望，停车场行业监管部门
能够出台满足网约车中心城区“停
车难”的惠民政策，让便利出行更
便民。

“针对网约车占用泊位现象，
有网友建议，在 30 分钟免费停车
的基础上，增加免费停泊的单日最
高次数。”市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类似做
法已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试行，有
望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一网约车司机频换泊位躲避付费

“白蹭”收费泊位83次，为何这次要收费？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林
意然 符旭伟） 我市大气污染防治
再添“利器”。近日，一台专门用
于 追 踪 检 测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 的走航监测车，正式服
役镇海区蓝天保卫战。这台价值
368 万元、包含满满“黑科技”的
VOCs 走航监测车，在我市生态环
境系统还是首次配备。

这 台 VOCs 走 航 监 测 车 加 盟
后，相关部门可通过移动检测和定
点检测实时掌握污染物浓度和扩散
位置，更好地摸清污染底数、定位
污染分布、追踪污染源头、应对突
发状况，为安全、环境和应急管理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据介绍，该走航监测车能够在

每小时 30 公里至 40 公里的巡航速
度下，对 300 多种 VOCs 物质进行
秒级实时监测。同时，该车自动绘
制的走航图，能够准确清晰描述区
域内特定时间、空间点上的 VOCs
物质种类及其浓度。

“当出现异味或 VOCs 监测站
出现异常数据时，走航监测车赴
现场巡检后，便能筛选出问题区
域、问题企业、问题工段，找出
生产异味影响的企业和主要污染
因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管控措
施。”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镇海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可在受理
异味投诉时，利用在线溯源技术
开展精准溯源，实现精准打击和
管控。

价值368万元的大气“神探”助力蓝天保卫战

镇海装备全市
首台VOCs走航监测车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沈家扬）

“我们用黑水虻来处理厨余垃圾，
不 仅 环 保 卫 生 ， 还 能 ‘ 变 废 为
宝’。”谈起农场里养殖的“宝贝”
虫子，余姚牟山镇虻宝农场的朱狄
青教授一脸兴奋。

厨余垃圾运输成本高，又容易
腐烂，其有效处理一直是个难题。
去年 9 月，牟山镇开工建设虻宝农
场厨余垃圾处理终端工程，并于
11 月底全部竣工。该工程在浙江
大学金维正博士的技术指导下，应
用黑水虻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实
现了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资源
化可循环利用。

据介绍，黑水虻不携带病原体
和微生物，在废弃物减量化、无

害 化 、 资 源 化 方 面 效 能 十 分 突
出。孵化后的低龄幼虫变为老熟
幼虫的 12 天至 15 天内，平均 1 公
斤 虻 鲜 虫 可 吃 掉 4 公 斤 废 弃 物 。

“ 这 种 虫 子 ‘ 连 汤 带 水 ’ 一 起 吃
掉 ， 不 但 能 让 农 场 不 排 放 污 水 ，
而 且 虫 粪 可 制 成 有 机 肥 再 利 用 ，
废 弃 物 整 体 减 量 化 与 资 源 化 在
95%以上。”朱狄青说，曾有山西
团队来虻宝农场取经，称黑水虻
为“大胃王”。

据悉，虻宝农场的养殖大棚分
为厨余垃圾技术处理区、黑水虻养
殖区、黑水虻干虫处理区、终端肥
料处理区、种虻房和孵化室。其中
关键的黑水虻养殖区实际养殖面积
450 平方米，由 18 个养殖槽组成，
可日处理厨余垃圾 5 吨。

“吃掉”厨余垃圾还能制成有机肥

余姚牟山镇
养殖黑水虻“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张
超梁 郭玉明） 近日，经过工作人
员紧张施工，11 万株月季在北环
高架 （宁波植物园至钟包立交段）

“安家”。
“高架上的绿化位于防撞护栏

上，可让市民赏心悦目，还能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帮助司机缓解视觉
疲劳。经过仔细筛选，选择了花期
较长、易于养护的两年生月季。”
负责北环高架 （宁波植物园至钟包
立交段） 绿化的中交上航水利公司
项目经理马年佳说，长 4.3 公里的
北环高架 （宁波植物园至钟包立交

段） 绿化的主要品种是“北京红”
“安吉拉”“莫海姆”3 个月季花
卉，数量达 11 万株、逾 2 万盆。

北环高架 （宁波植物园至钟包
立交段） 绿化项目在我市首次使用
铝镁合金花槽。“花槽里的管道是
滴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铝镁合
金花槽既是月季在高架上的家，也
是滴灌系统的‘保护衣’。绿植所
需的营养成分和水从泵房出发，沿
着滴灌系统，可实现自动化养护高
架上绿化。”马年佳说，高架下建
设了 6 个泵房，为绿化的持久养护
奠定了基础。

11万株月季
“安家”北环高架镇海段

摆放在北环高架（宁波植物园至钟包立交段）的月季。（汤越 何峰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谷怀 应于波） 昨天上午，鄞州
区教育局协同区妇联、区卫健局、
区关工委、团区委等部门，举行学
生生命共同体建设启动暨艾顿家长
学院成立仪式。今后，每年 5 月为
鄞州区学生生命成长宣传月，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生命成长共同体系列
主题活动。

鄞州区学生生命成长共同体项
目以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家长
学院”为基础，以提高家长素质
为重点，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为目标，逐步形成家庭教
育知识普及经常化、阵地建设多元
化、课题研究基地化、师资队伍优
质化、工作机制规范化的家校共育
新模式。

“家长学院”成立后，将突出
家庭道德教育内容，建立包括爱国

爱党、传承文化、勤俭节约、诚信
友善、生态文明、法治安全、心
理健康等家庭教育目标体系和内
容体系，形成横向贯通、纵向衔
接的立体化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和实
施体系。

各校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办亲子运动、亲子阅读、
亲子讲座、亲子社团、亲子大讲
堂、亲子研讨会、心理援助等活
动，浸润学生和家长的心灵。

学生生命共同体首个成立的艾
顿家长学院，将建设一支具有家庭
教育指导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一
支具有科学家庭教育理念的首席家
长团队，打造一批集聚优质家庭教
育资源和平台的多元化家庭教育阵
地，形成家校社共育合力。据悉，
全区各学校下一步还将自行成立

“家长学院”。

鄞州搭建“家长学院”
共育生命成长
今后每年5月为该区学生生命成长宣传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