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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记者 孙吉晶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通讯员 杨秀儿

“这堆钢管垃圾已经放了四
年多了，今天总算清理干净了，谢
谢你们！”近日，余姚市阳明街道
西街村村民阿巧看着家门口清理
出来的 30 平方米空地难掩喜悦
之情，一个劲地感谢村民刘庆芳。

刘庆芳是西街村的“民情医
生”。两个星期前，阿巧家门口
倒塌的钢棚进入他的视线。刘庆
芳把情况反馈给村党委，村干部
多次上门做工作，但阿巧家以缺
帮手、没有清理工具、清理了也
没地方堆放等理由搪塞。前两
天，刘庆芳在村内“巡诊”时，
发现钢管垃圾还是没有清理，他
急了：“阿巧，你们家门口就是
长冷江，这样堆放影响河岸美
观！”不等阿巧推诿，刘庆芳立
马抛出解决办法，“你说的难处
我知道，明天我把河面清理船借
来，我们一起把这些垃圾运到集
中堆放点去⋯⋯”最终，在刘庆
芳和另外两名党员志愿者的帮助
下，整整两船的垃圾总算清理掉
了。

基层情况复杂，各种问题和
矛盾层出不穷。破解这些“疑难
杂症”，就像医生看病，需要专
门的场所、配备专职的人员。

西街村是阳明街道“民情诊
所”的发源地，像刘庆芳这样在
辖区里有威望、熟悉情况、热心
公益的村民代表、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等加入了“民情医
生”队伍。“民情诊所”采取固
定“坐诊”、田间地头“巡诊”、
多方集中“会诊”等方式，“民
情医生”立足民生关键小事，每
天奔走在一线“对症诊治”，及
时解决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作为基层治理创新之举，目
前，“民情诊所”已在阳明街道
遍地开花。走进阳明街道 26 个
村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设有
中心“诊所”，“前哨支部”活动
场所等设立分支“诊所”，部分
村 （社区） 的微信公众号还开通
网上“民情诊所”，线上线下联
动，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诊
所’办到家门口，我们‘求诊’
抬 腿 就 到 、 张 口 就 说 ， 很 方
便。”丰山前村村民吴雨说。

近日，新城市社区的都市明
珠小区和春晓华园小区的居民因
为分类垃圾桶投放位置产生了摩
擦，不管社区干部怎么劝说，双
方都不让步，此事闹得沸沸扬
扬。看到社区干部的难处，“民情
诊所”春晓华园分所民情医生主
动请缨，组织了一次“会诊”。在大
家的努力下，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两个小区的居民代表骂骂咧咧进
门，握手言和出门，皆大欢喜。

“民情诊所”治疗效果好不
好，得由群众说了算。为此，各

“民情诊所”设立线上线下“回音
壁”，由群众对民情办理的结果进
行满意度评价，并上墙公示，做到
办一件、评一件、晒一件。

据统计，阳明街道已建成
“ 民 情 诊 所 ” 57 个 ，“ 民 情 医
生”共计 352 名，今年以来，累
计接待、走访群众 1.35 万人次，
化解村社保洁等各类问题 1000
余个，办结道闸安装、垃圾分类
等民情事项 2000 余件，群众满
意率达 98%。

“‘民情诊所’是探测社情
民意的‘温度计’，通过闭环式
责任落实，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走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
子。”阳明街道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民情诊所”将在阵地数量
上再提升、医生结构上再优化、
服务内容上再拓展，进一步展现
基层自治生命力。

余姚阳明街道：

“民情诊所”精准
把脉“疑难杂症”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露

本月中旬，在奉化区岳林街道
斯张河边，施工人员正在忙着浇筑
混凝土基底，为安装物联网水环境
在线综合监测项目设备作前期准
备。中国联通奉化分公司总经理陈

琦琼介绍，监测系统将在年底建成
投入使用，对全区 33 条河道进行实
时水质监测，“检测人员可在手机
端、电脑端就可实时监控与查看每
一条河道的各项水质数值，从而实
现全天候监管。”

奉化江河纵横，是宁波重要的

水源保护地。为了保护好一方清水，
今年以来，奉化区充分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建设
数字河道、搭建数字管网，强化数字
监控为载体，科技赋能，打造水陆空
全天候“数字治水”管理链，着力破
解“治反复、反复治”的老大难问题。

水质监测是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的基础，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我们
积极探索利用新技术和智能化手
段，开创治水新局面。”区治水办相
关负责人说，在建的这套在线综合
监测系统是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发
的智能化、网络化监管平台，也是

“数字河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 540 余万元。通过“固定式水
质监测点+传感器探头部署”，实
现河道水体的传感器数据、视频图
像等远程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等
功能，一旦河道有异常情况发生，
系统会及时发出预警，第一时间得
到处置。

此外，区水利局最近投资近 30
万元，采购了首条全自动河道保洁
巡航无人船，在县江开展保洁作业。

“无人船在水上开一圈，分分钟能测
出水质好坏，还会收集漂浮垃圾，完
全把人力解放出来了。”

河道有了“检查哨”，地下管网
也设置了“听风耳”。今年年初，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制定计划，通过 GIS、
物联网等技术建设排水管网地理信
息系统，打造宁波市首个信息化智
慧管网系统，破解地下管网情况不
清、重复建、难追溯、难监管等难点，
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处负责
人介绍，目前，智慧排水信息化平台
项目已完成招标，进入硬件采购阶
段。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是在全
区排水管道摸底排查基础上建立的
大数据库，也已进入招标准备阶段。
两者结合之后，将形成“一张图、一
平台、一张网”，用三维图像清晰呈
现奉化全区的排水管网系统，为管
线维护、查找问题等提供服务，也使
奉化的管线系统融入宁波主城区的
管网中。

“以前巡河，靠人工徒步沿河查
看或者驾船方式进行，费时费力效

率低，还往往看不清。现在，无人机
上天，360 度巡查无‘死角’”，无人
机操作员韩永兴奋地说。

作 为 奉 化 对 接 宁 波 的“ 桥 头
堡”，近年来，方桥街道成了开发热
土，众多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工
程建设需要围堰筑坝，让人工巡河
变得困难重重。

今年 6 月，浙江亚太酒店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方桥街道综合服务项
目部特地购进了一架无人机，开始
空中巡河，弥补传统巡河、治水短
板。只要天气晴好，韩永就和同事一
起“驾机”巡查河道，通过机上三维
成像技术，仔细察看河道内外排污、
垃圾清理及周边有无乱建乱占情
况，一旦发现问题，将相关照片和定
位地址发送给保洁部同事，以便及
时清理。

物联网、智能化监管技术赋能

奉化水陆空一体打造“数字治水”管理链

新城市社区民情医生在接待
群众。（杨秀儿 孙吉晶 摄）

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应红鹃 赵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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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每到中秋家家户户有
吃月饼的习俗，你们知道月饼是怎
么做的吗？”9月4日下午4时，象山西
周镇隔溪张村的孩子们一放学便直
奔村文化礼堂。吸引他们的除了又甜
又香的月饼，还有那个教做月饼的

“大哥哥”——高级糕点师郑开元。
在月饼非遗课堂上，孩子们通过

体验月饼制作了解了相关民俗。“相信
这香甜的时光，会永远镌刻在他们的
记忆中。”听到文化礼堂内一片欢声笑
语，西周镇宣统委员王光旭开心地说。

西周已建成46家文化礼堂，实现
建制村全覆盖。该镇坚持“建用管”三
个维度并重，持续投入，狠抓长效，打
造乡风文明培育、文化惠民服务的重
要阵地，有效放大文化礼堂的利民为
民效能，实现阵地功能的“倍数效应”。

据悉，西周曾被评为省级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示范乡镇，其中莲花、
潘埠等村文化礼堂获评全省五星级
农村文化礼堂。

走 进 莲 花 村 文 化 礼 堂 二 楼 的
“西瀛讲堂”，讲台正前方设置了统
一的“西瀛讲堂”标志，两侧张贴了 8
幅古代文化名人头像及相关简介，
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文化礼堂，文化为魂。西周把文
化礼堂建设与乡村振兴、各村整体
规划有机结合，按照一堂一特色的
建设要求，针对每个村的人文内涵、
历史底蕴、村规族训等，确定各自主
题定位，提炼特色文化名片，为文化
礼堂加“亮点”、贴“标签”。

潘 埠 村 文 化 礼 堂 创 建 于 2014
年。村里对礼堂进行提档升级，修编
族谱家训，建成家风长廊及 1000 多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并在长廊、广场
开展亮家风活动，充分发挥文化礼
堂在道德教化上的作用，使之成为
全村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同时，结
合古时港埠文化，在文化礼堂创建
淡港文化园，让更多村民在“身有所
栖”后“心有所寄”。

全镇各村文化礼堂围绕地域文
化亮点，各有侧重、自成特色，在串

珠成链中展示非凡魅力。夏叶村以
文化礼堂为中心，统筹乡贤资源，联
合周边 8 个村，首创区域化乡贤阵地
夏叶村乡贤参事馆。6 月 30 日，该村
乡贤、西泠印社社员、书法家张明珠
在村文化礼堂开展“一人一艺”活
动，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捐赠展出书
法、篆刻作品 30 余件。作品全部根据
西周党建精品带、文明示范线各建
设村的特色创作而成，为村民们带
来丰富的艺术体验。

此外，隔溪张村文化礼堂、儒雅

洋村文化礼堂挖掘竹乡非遗文化，
分别打造“竹乡非遗馆”“简舍知秋
竹刻馆”，成为对外推介古村文化、
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官山村文化
礼堂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建成红色
文化展馆。

文化礼堂建设中，资金保障是
基础。西周将文化礼堂建设纳入美丽
乡村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
等化建设体系，整合利用农村各类建
设项目资金，2016 年以来在文化礼
堂硬软件上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

同时，各村乡贤慷慨解囊，成为
文化礼堂建设的生力军。官山村朱
祥增、朱照华等乡贤捐资 450 余万
元，打造村文化礼堂；夏叶村乡贤张
建栋等人捐款 200 余万元。

建建 立足本村特点，提炼特色文化

西周全面培育各村文化礼堂草
根团队，结合村情特色、文化资源
等，帮助建立舞蹈队、马灯队、手舞
龙非遗表演队、戏迷团、小品队等文
艺及宣讲团队，实现村村有队伍。

“我们村上世纪 80 年代盛行越
剧，所以村里组织戏曲爱好者、民间
乐器演奏队，重新建立了以越剧为
主打的文艺团，成为村民精神文化
的聚集地、心灵寄托的栖息地。”莲
花村文化礼堂管理员翁志相告诉记
者，文艺团结合当今社会热点，编排
创新节目，并邀请退休的县小百花

越剧团演员参与演出、教学，提高文
艺团艺术水准。

目前，全镇已组建文化礼堂草
根团队 167 支，参与村民 1000 余人。

文化礼堂一次次喜闻乐见的活
动，装点着老百姓的生活，满足了大
家的精神文化需求。

9 月 4 日下午，西周镇中心小学
20 多名学生来到儒雅洋村文化礼堂
的周末艺堂，首次拿起刻刀，在工艺
美术师朱宏苏的指导下体验根雕竹
刻。“第一节课主要让孩子们认识竹
文化的起源和西周的竹根雕大师。

有了兴趣，他们才会去摸刻刀。”朱
宏苏还带孩子们参观了他的根雕展
厅，巧夺天工的根雕作品让他们啧
啧称奇。

“周末艺堂扎根村村岙岙的文化
礼堂，学习对象可以是学生，可以是
村民，还可以是游客。只要你愿意，我
们的学堂是敞开的。”王光旭说。

文化礼堂的各类活动还促进了
乡风文明。最美象山人许玲爱是西
周 文 化 礼 堂 的 资 深 老 师 。 4 年 多
来，她义务宣讲 200 多次，内容涉
及婚丧礼俗等，现在好多村民尤其

是村干部家操办红白喜事都会去咨
询 她 。“ 许 老 师 最 大 的 魅 力 是 热
情，不管多忙多累，她总是不厌其
烦，笑容满面地为你解答。”这是
听过她课村民的一致评价。如今，
该镇树立了红白喜事简办俭办的文
明新风。

据悉，2016年以来，西周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累计开展传统节日、民俗节
庆等主题鲜明的“村村演”文化汇演
300多场次，组织非遗讲堂、农民学堂、
名医进礼堂等系列活动千余次。

“镇财政划拨资金用于文化礼堂
专项奖励，如建好文艺团队的一次
性奖励 1 万元，组织活动每场补助
5000 元至 8000 元。”王光旭介绍，
2016 年以来已发放奖励资金 320 余
万元。

用用 “草根”艺人唱主角 装点村民生活

文化礼堂不是用来参观的“展
示馆”，如何确保用起来、活起来，避
免流于形式？这是一个需要解答好
的问题。

西周以星级制管理作为绩效考
核标准，发挥文化礼堂活动实效性，
推动文化礼堂管理规范、开放有序。

镇农村文化礼堂服务指导中心
每年对各礼堂进行大检查、大评比。

“对礼堂存在管理短板、利用率低等

问题，且多次整改不到位的村主要
干部和联村干部，镇里将进行约谈，
并扣除相应年度考核分。”王光旭告
诉记者，去年全镇文化礼堂检查中，
发现人员配备不齐、硬件老化等问
题 21 个，约谈村主要干部 8 人。

有罚就有奖。镇里根据检查成
绩及“甬礼堂”活动上报情况，评选
当年度一、二、三星级礼堂，并对星
级礼堂予以资金补助。去年，全镇有

14 家获评星级文化礼堂，获得资金
补助 59 万元。

同时，重视队伍管理。该镇每家
文化礼堂均配备管理员、指导员、宣
讲员、志愿者等四支队伍，并形成了
村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的运管机制。

夏叶村村委会主任张银祥是村
文化礼堂管理员，每逢节日要举办
活动时，他总是提前半个月组织村

里各类文艺队伍开始排练，遇到节
目编排需要服装、道具制作时，更是
忙前忙后帮忙张罗，“作为管理员，
我的职责就是把文化礼堂真正用起
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得实惠。”

此外，重视实用管理。该镇在确
保文化礼堂满足村民白天需求的基
础上，进一步实行夜开放制度，满
足乡亲们夜晚跳广场舞、打乒乓、
阅读学习等文体需求。夏叶村一些
村民晚饭后，喜欢聚在文化礼堂乡
贤馆书画室一起练书法。“现在我
是白天拿锄头当农民，晚上捏笔头
做文化人。”村民励定甫笑呵呵地
说。

管管 年度考核评星级 规范化实效化

隔溪张村文化礼堂开辟竹乡隔溪张村文化礼堂开辟竹乡
非遗馆非遗馆。。（（王惠玲王惠玲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孩子们在儒雅洋村文化礼堂体验根雕竹刻。（黄美珍 沈孙晖 摄）

方桥街道无人机巡河方桥街道无人机巡河。。

科技治水科技治水，，让群众乐享亲水生活让群众乐享亲水生活。。几个孩童结伴踏着石板几个孩童结伴踏着石板，，走过走过
流水淙淙的剡溪流水淙淙的剡溪。。 （（余建文余建文 李露李露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