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民生 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金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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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 默

昨天下午 3 点半 ， 历 经 55 个
小时，位于东部新城的宁波中心
大厦 2.2 万立方米混凝土基础底板
顺利完成浇筑，创造了宁波地区
民用建筑中临近地铁最深基坑和
超厚基础底板一次性连续浇筑的两
项纪录。

浇筑过程需一气呵成，中途不
能停止，8 月 12 日上午 8 点半启动
混凝土基础底板浇筑以来，60 辆
混凝土搅拌车进进出出，忙个不
停，100 多名建设者 24 小时不间断
作业，确保这座巨无霸地标“站稳
脚跟”。

8 月 13 日下午 2 点半，记者来
到施工现场，看到场外搅拌车排起
长龙，场内搅拌车进进出出，浇捣机
械轰鸣，建设者正顶着烈日施工作
业。此时，地表温度近 40℃，坑内温
度更是高达 60℃，抬头是火辣辣
的太阳，低头是发热的机械，偶尔
吹来一阵风也是火辣辣的。

场内，密密麻麻的 4 厘米钢筋
编 织 成 一 张 7800 平 方 米 的 大 网 ，
汽车泵一头连着混凝土搅拌车，一
头挥舞着 50 多米长的“手臂”，不
停地把混凝土注入钢筋网的缝隙当
中。在这张大网上，工人们头顶安
全帽，手握振捣棒，仔细振捣并检
查确保边边角角都浇筑到位。为帮
助物理降温，承建方还准备了几十
块大冰块和十几台鼓风机降温，工
地上的喷雾装置也全部打开实时进
行“人工降雨”。

“宁波中心大厦是宁波人非常
关心的项目，今天可以说是真正站

稳脚跟了。”现场，宁波中心大厦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忻旭炜介
绍，大厦高 409 米，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建筑主体共 80 层，
业态包含国际甲级写字楼和世界顶
级奢华的超五星级酒店，由上海建
工、杉杉集团、绿城中国联合打
造，它超越了迪拜 307 米的“旋转
楼”卡延塔，330 米的北京地标国
贸三期，384 米的深圳地王大厦，
是宁波在建的第二高楼，建成后将
成为宁波城市新名片。

据了解，这个项目基坑占比高
达 95%，基坑平均深度 18 米，局
部深度 26 米，在这张 7800 平方米
的钢筋网下，共打入 429 根钻孔灌
注 桩 ， 其 中 259 根 更 是 成 孔 深 度
110 米、直径 1.1 米的超深、超大
直径的嵌岩钻孔灌注桩。“项目南
侧基坑边距离宁波轨道交通一号线
最近只有 13 米，如何确保安全施
工和地铁运营‘零中断’，真心困
难重重。”烈日下，承建方上海建
工一建集团宁波中心大厦项目经理

卞大丰正和工友们并肩战斗。“我
们联合了宁波金鑫和新星两个搅拌
站，60 辆搅拌车 24 小时运输，攻
克重重施工难题最终确保了钢筋
5200 吨、高性能混凝土 2.2 万立方
米的 4.2 米厚基础底板一次性浇筑
成功。”

据介绍，基础底板浇筑完成
后，还将进行养护、地下室及地上
施工等工作，预计明年能见到部分
建筑雏形，整个工程计划到 2024
年底竣工交付。

409米摩天地标宁波中心大厦“站稳脚跟”
创造了两项宁波地区民用建筑新纪录

宁波中心大厦基础底板浇筑现场。 （唐严 摄）

高温下的“六争”一线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林
涵） 市水务环境集团供水部门昨天
传来消息，气温居高不下，市区用
水量持续攀升。自 7 月 18 日起，日
平均供水量增加到 140 万吨。8 月
13 日，中心城区日供水量达 150.15
万 吨 ， 超 过 去 年 8 月 1 日 创 下 的
146.65 万吨的历史最高。假如气温
持续升高，预计今年最高日供水量
还将刷新。

受年初疫情影响，今年第一
季度宁波中心城区用水量一直维
持在低位。进入第二季度，随着

全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企业加
速复工复产，用水量逐渐攀升，5
月份供水量已恢复到正常水平，6
月 份 日 平 均 供 水 量 同 比 增 长 了
3.3%。

为切实保障甬城市民和企业用
水需求，市水务环境集团供水部门
提前制定预案，配合最新建成投产
的桃源水厂，设计日制水能力从原
有 的 150 万 吨 逐 步 提 升 至 200 万
吨。借助多水库联调、多水厂联
网、大环网联供快速调配优势，市
中心城区供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能够确保甬城近 160 万户居民夏季
用水无忧。

针对往年供水高峰时段江北、
海曙部分区域时常发生水压不稳、
水量吃紧的情况，供水部门积极开
展供水低压区域排查，在充分发挥
江北梅林调蓄泵站、各区域加压泵
站以及各小区水箱调蓄功能的基础
上，配备 10 组“移动泵房”进行
局部增压。8 月初锦绣江花和西河
小区的“移动泵房”先后部署到
位，经现场测试泵房出水水压和小
区管网末端高层住户水压均有明显

提升，1200 余户居民用水得到保
障。

智慧供水系统应用，为甬城供
水提供可靠保障。市水务环境集
团智慧供水系统实时显示宁波境
内 外 9 大 水 库 、 5 家 水 厂 、 全 市
5298 个在线水质水压监测点、520
多 个 智 能 加 压 泵 房 等 运 行 情 况 。
通 过 智 慧 供 水 系 统 的 实 时 监 控 ，
仅 6 月和 7 月，已发现全市大小漏
水 点 1000 余 处 ， 节 约 自 来 水 100
多万吨，最大限度减少了水资源
浪费。

突破150万吨！宁波日供水量创历史新高
【紧接第 1版①】 将宁波市移动支
付与交通、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单
位的服务功能通过 APP 提供给社
会公众；高标准建设涵盖城乡的移
动支付示范商圈和街区，完善助农
金融服务点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查
询和使用信息化、可视化。

此外，我市还将通过数字技
术，提高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
风险防控能力，加强信用信息安
全和数字支付业务监管；丰富教
育方式方法，实现金融知识宣传
对各教育阶段和社区、行政村的
全覆盖。

【上接第1版②】
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宁波

从“造烟囱”转为“淘三高”：在
全省率先对不锈钢行业和铸造业实
施差别电价，利用价格杠杆倒逼产
业转型升级；对镇海九龙湖镇 40
多家紧固件企业的酸洗废液集中处
理，实现行业集群发展⋯⋯

6072 家“散乱污”企业和 16
个“脏乱差”块状行业脱胎换骨，
更多的优质新兴产业开始呈现蓬勃
发展态势。如今，宁波正以实施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打
造单项冠军之城为契机，培育产业
竞争新优势，迈上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大道。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逐步迈向
“低碳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
成了 12 类 40 多条废弃物循环经济
产业链。全市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
升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全 市 万 元
GDP 能耗从 2015 年的 0.474 吨标准
煤下降至去年的 0.41 吨。

慈溪百益 110 兆瓦渔光多能互
补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象山鹤浦
30 兆 瓦 农 光 互 补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随着一批项目相继建成，宁波
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
去年，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
社会用电量比重提高至 5.98%。

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加快低碳
港口、低碳机场、低碳物流等项目
建 设 ， 铺 就 一 条 “ 绿 色 丝 绸 之
路”。宁波舟山港在全国率先实现
港 口 集 装 箱 进 出 口 全 程 “ 无 纸
化”，每年可降低物流成本 1.5 亿
元，减排二氧化碳 4.4 万吨。

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 15 年间锲而不舍向污染宣战。

在全省率先开展“污水零直排
区 ” 建 设 ， 480 条 河 道 告 别 “ 黑
臭”⋯⋯控源、截污、生态提升、
近岸海域整治等一系列治水举措，
换来的是，15 年间，全市市控以
上断面水质优良率、功能达标率分
别提高了 43.2 个和 53.4 个百分点。

持续打响“蓝天保卫战”，消
除百姓“心肺之患”。禁燃区面积
扩容至 1200 平方公里、提前完成
20 多万辆黄标车整治、每平方公
里月均城市降尘不超过 5 吨⋯⋯宁
波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跻身全国“20
强”。

宁波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
力总体规模全省第一；全市森林覆
盖 率 稳 定 在 47.7% 以 上 ⋯⋯ 多 年
来，持续不断地守绿、护绿，让

“蓝天白云”“水清河畅”在宁波已
成为常态。

共享生态成果之甜
永续发展惠城乡

不久前，浙江大学“两山”发展
指数研究团队发布 2019 年全国“两
山”百强县排名，宁海县再次位列第
二。

将乡村破祠堂变成文化礼堂；
把老粮仓整修为高端民宿；让“空心
村”一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村”⋯⋯宁海瞄准生态旅游、民宿经
济、农副产品加工等富民乡村产业，
持续拓宽绿水青山的“转化”之路。
去年，该县民宿产业营业额 2.41 亿
元，带动农副产品销售额超 8 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如何让山水资源释放出更大经济价
值？宁波通过打造乡村旅游、健康养
生、文化创意、农业体验等新业态，
不断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
的“聚宝盆”，和乡村跨越赶超的“大
引擎”。

鄞州湾底村，坚持以城带乡、以
工促农，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城市
中的花园”，去年农民人均收入 5 万
元；慈城毛岙村，凭着好山、好水，让
村内农家乐经营户年收入达 30 万
元；宁海石头村，实现石屋古村保护
同时，通过引进旅游项目，让村民人
均年收入13年间增加了十倍多⋯⋯

截至去年，全市乡村旅游总收
入同比增长 18.01%，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 8.9%，城乡居民收
入比连续 16 年呈现缩小的态势，低
于全国、全省。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

15 年 间 ，“ 绿 丝 带 ”“ 绿 手 环 ”
“绿手指”“蓝海豚”⋯⋯从城市到乡
村，从老人到孩童，无论是环境监
督、纠纷调解，还是植树护绿、海洋
垃圾监测，人们在共享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之甜的同时，身体力行，建设
美丽家园。

在镇海，7 年来 120 多人的“绿
丝带”环保志愿服务队记下近 3000
篇“蓝天日记”，这是镇海老城告别

“开窗见尘”的最好见证；在奉化，环
保议事厅被生态环境部评选为“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十佳公众优秀
案例，并在全市进行推广，累计 8 万
余名群众参与解决环保难题386个。

绿色学校、绿色小区、绿色工
厂、绿色医院、绿色饭店、绿色商场
⋯⋯

15 年来，这场始于民、惠于民
的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萌芽，
根系已达每一位宁波居民。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王岑） 昨天上午，市公安局召开

“ 净 网 2020” 专 项 行 动 新 闻 发 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网刑事案件
1083 起 ，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4021
人 ， 其 中 侦 办 公 安 部 督 办 案 件 5
起，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7 起，办理
行政案件 366 起。同时，清理违法
信息 11 万余条，对 21 款 APP 运营
单位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行
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宁波公安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黑客攻击、网络诈骗等多发性
网络犯罪，涉暗网、涉黑灰产、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等新型网
络犯罪行为列为专项行动的打击重
点，深挖犯罪利益链条，追踪为犯
罪提供网号、推广、技术、支付和
数据服务的利益“土壤”，开展全
链条打击。

据悉，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
公安机关接连破获了“海曙汪某恩
等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北仑陈某杰等人利用疫情传播
木马病毒案”“慈溪市程某奇利用暗
网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象山县朱
某赛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等一批典型案件，消除了一批网
络安全隐患，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

我市公安通报“净网2020”专项行动成果

清理违法信息11万多条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梅
薇）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离不开人才保障。2020 年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在宁波引起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和重视，截至昨日上午，
已有 4400 余人报名。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全面推
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从民政逐渐
拓展至政法、卫健、团市委、妇联、工
会、残联、慈善等部门单位相关业
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也越
来越热。

谁在考？据了解，报考专业社会
工作者有一定条件，除了一定的学
历门槛，一般要有相应的从事社会
工作的年限。目前宁波报考专业社
会工作者有来自民政、司法、公安、
教育、卫健、工会、团委、妇联、残联
等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城乡
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

为何考？据了解，目前我市对社

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的扶
持政策或政府购买服务中，拥有较
高比例的持证社会工作者可以说是
一个加分项，也促使大批从事社会
工作人员积极考证。

多少人通过？据民政部门提供
数据，自 2008 年国家开展该项考试
以来，我市已有 7578 人顺利通过考
试，实现“持证上岗”。其中，助理社
会工作师 4863 人，社会工作师 2715
人，万人拥有持证社工数达 8.9。

空巢老人陪护、智障儿童心理
疏导、社区矫正、社会慈善、残障康
复、纠纷调解⋯⋯如今，越来越多的
领域里活跃着社会工作者的身影。
市民政局相关人士表示，将进一步
强化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探索实
务培训等形式多样的继续教育方
式，提升一线专业人员服务水平，为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
献力量。

我市超4400人报名参加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马小清 马安娜） 继水蜜桃、葡萄
等时令水果亮相后，生吃清甜、熟
食软糯的红菱也于近期批量上市。
连日来，记者从我市红菱主产区了
解到，随着采收旺季的到来，地产
红菱“量升价跌”，每公斤批发价
约 20 元。

昨天早上，天还没亮，慈溪市
胜山镇菱农岑志华便来到承包的河
塘采红菱。只见他头戴矿工灯，将
小板凳、网兜等放入采菱桶，盘腿
坐在桶的前端，然后缓缓划进被红
菱 叶 子 遮 掩 得 严 严 实 实 的 河 塘 。

“红菱‘出水’时间一长颜色会发
黑。为确保销售的红菱新鲜，每天
凌 晨 3 点 左 右 ， 我 就 要 起 床 采
收 。” 他 说 ， 今 年 上 半 年 ， 雨 水
多、温度适宜，红菱成熟期比去年
提早近半个月。

胜山镇是宁波市红菱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素有“红菱之乡”美
誉。“随着‘五水共治’的深入推

进，村庄河道水质大幅提升，产出
的 红 菱 不 仅 卖 相 好 ， 而 且 个 头
大 。” 胜 东 村 村 民 陈 孝 强 告 诉 笔

者，菱农采收的红菱大部分由当地
东菱合作社统一收购，通过“互联
网+快递”销往周边城市。“预计

今年我承包的河塘红菱总产量可达
8500 公斤，销售收入有望超过 17
万元。”

依托千亩红菱种植基地，胜山
加快农旅融合发展。近年来，该镇
开发红菱品牌专属 logo，举办红菱
节 ， 建 起 红 菱 基 地 。“ 在 这 个 基
地，游客不仅能采红菱，还能赏
美景，乐享乡村慢生活。”胜山镇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随 着 半 耕 农 场 、
红 菱 饭 庄 等 经 营 主 体 进 驻发展，
健身步道、村民大舞台等配套设施
的建设完善，红菱基地业态进一步
丰富，逐渐成为“乡村网红打卡
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过
菱农多年辛勤耕耘，红菱产业已成
为胜山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
支柱。去年，胜山红菱亩产值近万
元，红菱基地累计吸引游客 2 万余
人次。此外，该镇还联手知名“乡
厨 ”、 食 品 加 工 企 业 推 出 “ 红 菱
菜”“红菱糕”，提高红菱附加值。

地产红菱迎来采收旺季

一名游客在胜山镇红菱基地采红菱。 （许丽丹 陈章升 摄）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颜
宁 孙丹静）“今天身体还好伐？垃
圾分得赞哦。”8 月 14 日一早，镇海
区骆驼街道莲晴社区垃圾代扔志愿
者范维挺推着“垃圾代收小推车”，
来到碧水莲晴三期小区，到结对的
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收垃圾。

“这幢楼中，一楼、二楼、十一楼
的三户人家需要代扔，一楼的阿姨
腿脚不大好，拄着拐杖从家里挪到

单 元 楼 门 口 乘 凉 都 要 十 分 钟
⋯⋯” 范维挺说。一个多月下来，
范维挺已经和结对的老人们打成一
片，对他们的起居习惯、身体状况

“了如指掌”。他除了每天早晚帮老
人们做好垃圾分类并带走扔掉外，
还时刻关注着他们生活上的需求。

“上个月小区的垃圾投放点位已
经固定为三个。莲晴社区居民老龄化
程度较高，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

来说，扔垃圾确实成了一件麻烦事。”
莲晴社区社工王丹雯告诉记者。

8 月 1 日，莲晴社区碧水莲晴三
期成立了“垃圾代扔志愿者队”。其
中几个志愿者是像范维挺这样的退
休老人，他们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
去帮助年纪更大、行动不便的老哥
哥老姐姐。

“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收运，
对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

我们行动不便，每天定时扔垃圾确实
有一定困难。志愿者来帮助我们，这
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因腿部关
节受伤无法行走的王阿姨十分感谢
志愿者的“垃圾代扔服务”。

“以老助老这种居民自治、居民
互助的形式，是骆驼街道已广泛实
施的小区自治模式。”莲晴社区党总
支书记刘科科说，“‘代扔垃圾’是所
有小区的‘刚需’。每个小区，总有几
位下不了楼梯的老年人或生活无法
自理的残障人士，社区会继续支持
垃圾代扔志愿队伍。同时，针对辖区
内确有困难的人群，社区将寻找最
佳解决方案，将垃圾分类这项工作
落到实处。”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腿脚不便的老人怎么办？

镇海莲晴社区有“代扔”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