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4 综合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 立

记者 王岚

近日，宁波标准化工作捷报频
传：先是浙江省稀土永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落户宁波，紧接着，全国
模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压铸模分技
术委员会在北仑成立，令我市相关
行业备受鼓舞。

“一流企业做标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是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
组织基础，也是标准化技术人才的
集聚平台，标准‘生产车间’的落
户，将使我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
家、行业或省级标准等制修订工
作，占领行业发展‘制高点’。”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优势赢得“话语权”

我国是稀土永磁和模具生产大
国，中国的稀土永磁材料产量占全
世界产量的 85%，中国模具占世界
模具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而这两
项，都是宁波的传统优势产业。

稀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
稀土永磁是以提炼稀土中的金属元
素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产品，尤其是
钕铁硼和钐钴锶应用广泛。宁波发

展稀土磁性材料历史超过 30 年。
国内钕铁硼生产企业前 20 强中，
宁波企业占了 11 席，是名副其实
的世界性稀土永磁生产基地和贸易
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有为对宁波
承担省稀土永磁标技委工作寄予厚
望：“世界稀土永磁看中国，中国
稀土永磁看浙江，浙江稀土永磁看
宁波!”

宁波模具产业同样熠熠生辉，
其中压铸模、铸造模、塑料模、粉
末冶金模具闻名全球。“北仑区是
全国最大的压铸模及压铸产品生产
集聚地，综合实力强、发展速度
快。全国模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压
铸模分技术委员会落户北仑，当属
实至名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
准技术管理司相关负责人殷明汉如
此评价。

补标准“短板”促产业
由大转强

当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先发展后规范”发展模式
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需求。标
准化，成为补上质量短板、创新发
展的必然选择。

“1986 年，我创办了国内首家
稀土永磁材料企业，如今宁波稀土
永磁企业已有 100 多家。”宁波科
宁达 （中科三环全资子公司） 创始
人姚宇良说，宁波民营经济活跃，

产品紧跟市场需求，生产的钕铁硼
不仅品类丰富、产量大、制造水平
也高，但始终缺少统一规范，产品
没有评价标准，影响了产业整体水
平提升，创新乏力，产业由大变强
转型受阻。

省标委会落户宁波，秘书处由
宁波市磁性材料商会承担，对众多
宁波企业来说是再一次确立产业优
势的良机，姚宇良表示，要积极把
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主动
参与省、行业和国家标准制修订工
作，掌握行业话语权。

我市模具行业也面临“成长的
烦 恼 ”， 主 要 表 现 为 增 长 速 度 放
缓、高端专业人才缺乏、质量标准
品牌急需提高等，需要走“专精特
新”发展之路。

“两个专业标技委的成立，将
助推压铸模、稀土永磁产业向集群
化、标准化、高端化进程发展。”
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负责人说，
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积极发挥标准
化科研能力，立足宁波产业，主动
承担省标技委副秘书长一职，深入
研究稀土永磁标准化体系的现状和
发展方向，为标技委开展工作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标准化+”战略实施
显成效

一直以来，宁波各级高度重视
标准化工作。2018 年，我市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标准化+”战略
的实施意见》，从八个方面全面推
动标准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各层级的深度融合。

具体工作中，宁波市市场监管
局积极推动行业协 （商） 会、龙头
企业在新材料、高端装备、重要消
费品领域主动承担秘书处单位工
作，汇聚全国制造业标准化高端人
才，加强对标达标，着力标准创
新，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国家标准
和“浙江制造”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此次全国模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压铸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 由 宁 波 勋 辉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承
担，这是宁波承担的第 9 家全国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是我
市高端装备业领域首家全国性的
技术委员会。

“宁波压铸模已经出口美国、
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家。我们要充分运用好已有基础和
有利条件，加强中国标准的国际化
建设，通过产品出口，将中国标准
打入国际市场，加快推动中国标准

‘走出去’。”殷明汉对宁波提出殷
切希望。

据统计，2017 年以来，我市
新落户全国标技委秘书处 3 家、省
级标技委 2 家，新增主持或参与国
际标准 7 项、主持制修订国家标准
125 项、主持制定“浙江制造”标
准 182 项。

标准“生产车间”落户宁波

传统优势产业将迎来哪些机遇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张
琳） 记者前天从市政务办获悉，目
前宁波、杭州、湖州三地首批 258
项事项已实现异地自助通办，涵盖
人社、房管、公积金等多个民生领
域的高频事项，三地居民凭身份证
即可在当地政务服务综合自助终端
实现自助通办。

其中，宁波推出了 88 项政务
服务事项，主要依托“宁波办事”
政务服务综合自助终端进行升级操
作。

该终端是我市深入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有力举措，于去年
开始由市政务办牵头布设实施，终
端已集成了住房公积金、社会保
障、户政信息、医疗健康等 281 项
民生热点事项的查询、打印、缴费
等功能，绝大部分事项可通过刷身
份 证 、 使 用 “ 阿 拉 警 察 电 子 证
照 ”、 直 接 输 入 身 份 证 号 和 姓 名

“刷脸办”等方式就近选择布点办
理。

目 前 全 市 已 布 设 该 终 端 351
台 ， 其 中 24 小 时 服 务 网 点 26 个

（终端 51 台），已覆盖全市各级行

政服务中心 （分中心）、乡镇 （街
道）、部分社区 （村）、部分交通枢
纽、商圈 （广场） 等人流密集场所
及产业园区、公积金银行办理网点
等。目前，日均办理量达 860 件，
日均服务近千人次，还获评 2020
宁波市智慧城市综合应用十佳案
例。

市 政 务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升级后的“宁波办事”政务服务
综合自助终端依旧沿用明晰高效
的办理页面，首页面新增了地区
选项卡，宁波、杭州、湖州三个

办 事 区 域 可 自 由 切 换 ， 社 保 证
明、公积金缴存证明等各类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清晰地呈现在页面
上。

下一步，市政务办将继续会
同市级有关部门继续扩大“宁波
办事”政务服务综合自助终端服
务范围，实现科学布点，不断叠
加自助办理事项，拓展终端自助
功 能 ， 努 力 打 造 “15 分 钟 办 事
圈”，让更多群众和企业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改革成果。

仅凭一张身份证，依托“宁波办事”终端进行操作

甬杭湖258项民生事项可异地自助通办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杨
力克 陈可伟） 昨日，2020 年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浙江文化艺
术发展基金主题出版图书、宁波市
文化创新团队项目 《宁波传统村落
田野调查》 丛书举行首发仪式。

该套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名誉主席、“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
人”冯骥才担任顾问，“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三度得主周静书担任主
编。20 多位宁波本土作者组成主创
团队，深入宁波 18 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历时 3 年田野调查、2 年编辑工
作，才得以完稿出版。

宁波传统村落傍山、滨海、亲
水，体现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

双重特色，承载着宁波优秀民间文
化的精华。《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
查》 开创了全国一村一书的先河，
以宁波市第一批至第三批 18 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为对象，记录每个传
统村落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
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
人物等信息，全方位地为传统村落
立志建档，展现了甬城大地绚丽多
彩的民俗风情画卷。

领略全书，穿梭于文字与图片
之间，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不免让人
被走马塘村的进士文化、龙宫村的
忠义信仰、苕霅村的奉化龙舞、力
洋村的剪纸艺术、岩头村的摩崖石
刻、蜜岩村的贝母工艺、许家山村

的石头建筑、清潭村的竹文化、东
门渔村的渔民号子所吸引，也会在
不经意间想品尝李家坑村的羊尾笋
干、金冠村的水碓年糕、柿林村的
吊红、梅枝田村的古法酿酒，或前
去寻访栖霞坑村的栖霞坑古道、西
岙村的惠德桥、东岙村的褚氏戏
台、中村村的白云桥、青云村的孙
氏宗祠。

周静书认为，每个传统村落独
特的民间信仰、民间风俗，以至民
间传说、歌谣、谚语、谜语、老
话、生产技艺等，组成了绚丽多彩
的民俗风情画卷。它既彰显中华民
族文化的共性，又体现一乡一村的
个性。这种民间文化拥有原初的特

性和独有的文化意义，扎根于生存
的土壤，直接表达了传统村落的精
神特质，是村落的灵魂所在。

有关专家认为，《宁波传统村
落田野调查》 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抢救的一项重大成果，使传统村
落依法保护有案可稽，发展利用有
源可寻，对我市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弘扬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
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该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全国
的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具有示范意
义，而且也将推动更多的志愿者成
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者、中国民
间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乡愁的
守护者。

开创全国一村一书先河

《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首发

昨日，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
大街社区举行了“月圆天下 饼
寄浓情”迎中秋主题活动，数十
名社区居民和后大街幼儿园小朋
友参加。志愿老师带领大家学做
月饼，滚圆、压模、脱模，在一
双双巧手的揉捏下，一只只月饼
团被做出来。本次活动旨在让大
家 感 受 节 日 温 暖 ， 体 验 传 统 文
化，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

（唐严 罗梦圆 摄）

学做月饼
迎中秋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俞慧） 前天，奉化区“七彩巧妇”超
市在溪口武岭广场开张迎客，数十
种农家妇女自产的美食点心、时令
鲜果及手工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游
客。据悉，这是宁波市第一个专为农
村妇女创业打造的展示、销售平台。

奉化区“七彩巧妇”联盟也于
当天成立。联盟汇集了全区 12 个
镇 （街道） 的创业女能手，通过政
策扶持、交流协作和资源共享，帮
助对接市场，打造奉化女性创业大
平台、大家庭，拉长种植养殖产业
链，推出更多好产品。

奉化“七彩巧妇”超市开张迎客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林
奕青 白佳） 老年教育如何与老年
人精神文化需求相匹配？如何补齐

“供给”短板，让“老有所乐”更
完善？昨日上午，在云龙镇“云享
晚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鄞州区
民政局、区委老干部局、区教育
局、区卫生健康局联合召开老年教
育进镇 （街道） 区域性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推进会。会上，鄞州 21 个
镇 （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被授
牌设立“社区老年大学教学点”，
并与各成人学校、教育集团等进行
合作签约。

作为试点之一的云龙镇“云乐
学院”已运行 1 年多，从开办最初
的太极拳、甬剧、智能手机、舞蹈
4 门 课 程 ， 发 展 到 如 今 书 法 、 越
剧、时装走秀、编织、烘焙等 12
门课程，年培训服务惠及近万人
次。

“我们采用会员制服务和日常
休闲体验式服务相结合模式，现有
老 年 会 员 219 名 ， 设 置 菜 单 式 课
程，进行常态化活动，是农村居家
老人实现‘找到乐子、创造价值’
的平台。”“云享晚年”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负责人徐红芬说。

“在区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挂
牌设立教学点，只是一个开始。”
鄞州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在充分发挥中心服务优势的同时，
加大老年教育资源整合，扩大优质
老年教育供给，以更好地满足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教学点一品牌”，“一教学点
一特色”，依据这一原则，在推进过
程中，鄞州将采取统一办学模式，课
程内容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线
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补充，并在
服务中心逐步设立远程老年教学
点，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

鄞州21个镇（街道）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设立老年大学教学点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王
璐） 9 月 22 日和 23 日，我市分别
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的第二十一批和第二十二批信
访件共 33 件，其中涉水 11 件、涉
气 11 件 、 涉 噪 声 2 件 、 涉 土 壤 3
件、涉生态 3 件、其他 3 件。信访件
所涉地为鄞州区 8 件，余姚市 6 件，
海曙区 5 件，慈溪市 3 件，奉化区 2.5
件，宁海县 2 件，象山县 2 件，北仑区
1 件，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1 件，江北
区 1 件，镇海区 1 件，市直部门 0.5
件。目前，所有信访件已移交相关
地方和部门承办，要求在规定时限
内回复整改情况。

截至 9 月 23 日，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已累计交办我市信
访件 320 件，我市各地立查立改办
结 199 件。第十四批已办结信访件
21 件的详细情况可登录中国宁波
网 （http://www.cnnb.com.cn/） 查
看。

根据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
月。进驻期间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571—87666606，专门邮政信箱：
浙江省杭州市 A133 号邮政专用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 8 时至 20 时。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浙江省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
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
处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我市
第二十一和二十二批信访件共33件
我市公布第十四批已办结信访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浙江

为持续盘活出口企业资金流，慈溪市税务局“金麦穗”服务团队为辖
区内重点出口企业提供“送政策强信心”专项服务，退税提速、服务加
码，为企业注入资金活力。图为近日，税务干部在宁波奥博尔电器有限公
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助企逆势拓市。 （陈结生 岑妮莎 摄）

“税动能”助力出口企业再出发

【紧接第1版】 心头的“担子”轻
了很多。“就连白手套的消耗也明
显少了！”

随时随地坐下来，而身上的衣
裤不会弄脏，这是宁波给今年打造
的 20 个“席地而坐”示范区域定
下的“颜值”水准线。在此之上，
以往用于保洁工作的白手套则光荣

“转岗”，成为检验区域保洁成效的
“金牌质检员”。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保洁员
的标配只有一把扫把、一个畚斗。
看着口香糖渍、地砖缝隙等卫生死
角 ，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 。” 马 连 合
说。由于常年缺乏对藏污纳垢区域
的深度保洁，日常的清扫只是杯水
车薪，保洁员手上的白手套也“吃
灰”严重。

“ 一 天 下 来 ， 新 手 套 就 脏 得
很。我们能洗则洗，不能洗则丢，
一个月下来，手套得更换七八副。
我们保洁员的手套尚且如此，更别

说市民要‘席地而坐’不沾灰了。”
如今，随着“席地而坐”示范

区域创建的深入开展，扫把、畚斗
的“两件套”变成了喷壶、铲刀、
钢丝球等“九件套”，不少“大家
伙”也进入了市民的视野。

“ 首 批 7 家 挂 牌 的 ‘ 席 地 而
坐’城市客厅加大了新型装备投
入，使用先进的道路污染清除车、
洗地车等油污清洗装备实施深度除
污除尘。我们还将确保保洁后地面
污水的规范排放，防止排入城市雨
水管网。”市市容环卫指导中心相
关负责人刘勇权说。

在中山路的道路保洁现场，马
连合对照精细化岗位作业流程，开
始了保洁范围内城市家具的表面擦
洗。他从边角处启动地毯式触摸，
细抠连接处的每一处缝隙。最后，
他戴上白手套，再度抚过表面，仔
细 甄 别 手 套 上 的 色 差 。“ 检 查 合
格！”马连合又给自己打了个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