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项目花岗岩石材外墙

材料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人为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业主为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招标代理为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环保局筹措市区合作共建重点实验室
建设费 3500 万元，其余由市财政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花岗岩石材外墙材料
采购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东北角，北至杨木碶

河滨河绿地，南至东泰街，东至北明程路，西至在建宁波海事大
楼。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为 33140 平方米。地上 12 层，建筑面积
22344 平方米；地下 2 层，建筑面积 10796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 319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316.8000 万元，超过招标控制价的作否决处理。
招标内容：花岗岩毛板、切割、开槽、打孔、倒角、磨边、定厚、

粘结、表面荔枝面水洗处理、工厂内五面防护处理、项目地正面
清洗并做防护处理、异形加工、倒挂区域石材背面防坠落背网、
工厂内排版去色差等工序及在上述加工工序中所需的材料人工

机械等一切费用、供货、包装、运输、装卸、技术指导、项目现场放
样出单、保修及售后服务、供销部门手续费、采保费、检测费等。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交货期：满足工程进度要求。
质量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

备相应的供货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采用资格后审。
3.3 其他：

（1）投标人须派一名本招标项目负责人（资格审查文件中提
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项目负责人资格：/。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
良行为指：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
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
询结果为准）。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
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到 2020 年 11 月

6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售后不退。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
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
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证的通知》。（咨询电话：0574-87187162）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 标 文 件 递 交 的 截 止 时 间 为 2020 年 11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宁波
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当日电子指示屏
幕）。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

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北区白沙路 229 号
联系人：郑嘉明
电话：13506841470
招标代理人：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 89 号宁波工程学院西校区 C 栋 8 楼
联系人：钱旦、周怿雷、胡佳东
电话：13105576984
传真：0574-87127713

宁波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项目花岗岩石材外墙材料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10000005878001

镇海区 ZH06-03-04-01 地块已列入 2020 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
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
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
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
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镇海新城管委
会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
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
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徐渊、戎剑杰
联系电话：86569006、86273959
联系地址：镇海区骆驼街道永平西路 168 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0年10月21日

镇海区ZH06-03-04-0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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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元

10 月 12 日，浙江省诗路文化
带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在
天台召开。

一脉浙东山与水，半部中国全
唐诗。诗中有美丽的乡愁与远方。
千年前，李白、杜甫、白居易、孟
浩然等 400多位唐代诗人，从钱塘
江出发，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剡
溪，溯流而上，抵达今天台、奉
化、嵊州一带，一路载酒扬帆、击
节高歌，留下了 1500 多首经典唐
诗。诗中“剡溪”是一个出现频率
极高的名词，李白千古绝唱《梦游
天姥吟留别》令天下人对天姥山充
满了向往。这一线路，也被今人称
为“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是浙江诗路文化
带的领头羊，将围绕建成“幸福美
好家园、绿色发展高地、健康养生
福地、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率
先启动建设，加快挖掘“诗画”

“山水”“佛道”“名人”等文化价
值，做强做大文旅产业。去年 10
月省政府印发《浙江省诗路文化带
发展规划》，提出建设浙东唐诗之
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
江山水诗路 4 条“诗路”。其中，

浙东唐诗之路以文化名山名人名景
名岛等为主要载体，展现“兰亭流
觞，天姥留别”的文化形象；大运
河诗路则以世界文化遗产和江南水
乡名城古镇为主要载体，展现“千
年古韵，江南丝路”的文化印象。
两者是全省大花园的标志性工程，
是浙江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
点睛之笔。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今
天，诗路文化带既是文化传承繁荣
之带也是经济产业拓展之带；既是
文化上的“绿水青山”，也是经济
上的潜在“金山银山”；其本身既
可构成、拓展文化上的“金山银
山”，也可建成文旅上的“金山银
山”，而这正是诗路建设的价值所
在。为此，《规划》 指出，诗路文
化带是承载浙江文化振兴和产业发
展的综合平台，是串联浙江全域发
展之“链”，对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推进

“两个高水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以浙东运河转道古剡溪为主线

的浙东唐诗之路率先启动文化带建
设，对宁波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因为与邻近地区相比我们尚有
差距。比如天台把握“物化、活
化、升华”关键点，推动“静态”

的唐诗生动起来，历年来研究、宣
传、建设投入力度不小。成立研究
机构，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
相关专著数十本；开展“唐诗进校
园”活动，唐诗文化被列为当地中
小学生学习重点；建设唐诗之路博
物馆、唐诗休闲步行街、唐村影视
创作基地、唐诗驿站；建设石梁镇
云端·唐诗小镇以及唐诗研学营
地、唐诗星空露营地、唐诗拾遗馆
等文旅产业项目；投巨资综合治理
唐诗遗迹地众多的溪流，加快打造
浙东唐诗之路重要节点……这些思
路、举措值得学习借鉴。

相比之下，我们对涉及宁波的
浙东唐诗之路与大运河诗路价值的
认识、研究、挖掘、宣传、利用尚
不够；对部分节点与历史遗产抢
救、保护不力；相关工作缺乏统筹
与协调；社会乃至国际认知度不
高，等等。为此，应采取措施，系
统谋划、凝聚合力、绿色发展、融
合开放，打造诗路美丽生态示范
带。

应将诗路文化带与“海丝之
路”、东方文明之都建设系统策
划；加快恢复诗之“路”，把诗的
水路、山路和文化之路找出来、恢
复好，高质量实施浙东运河至剡溪

航道串联提升工程；加快挖掘“诗
画”“山水”“佛道”“名人”等文
化价值，保护、再现诗路实景地，
修复山水自然生态，高标准建设文
化特色小镇；梳理诗人行迹图、水
系交通图、诗学学脉图、名城古镇
图、遗产风物图；挖掘和打造诗路
人文水脉、诗意森林古道、文化遗
址公园、诗路名城古镇和古村；强
化线路串联，做好文脉串“珠”、
交通串“珠”、游线串“珠”、数字
串“珠”文章；做强做大文旅产
业，促进产业集聚，创新文旅产业
发展平台和载体，完善市场化投入
机制，以政府投入撬动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诗路项目建设；创新营销体
系，培育建设千万级景区，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富民经济带。

总之，应站在“经济文化一体
化”高度，把诗路文化带作为“金
山银山”来建设。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宁波对诗路建设应不甘人后，
要有紧迫感。

把诗路作为“金山银山”来建设

沈 峰

“我们不把垃圾扔到海里，打鱼
时网到的垃圾，运上岸统一清理！”
近日，奉化区裘村镇象山港 57名渔
民联名发出倡议：当好海上“清道
夫”，合力保护象山港海洋生态（10
月 20 日《宁波日报》）。

象山港是宁波的“大鱼池”，也
是大黄鱼、马鲛鱼等东海鱼类的重
要繁衍地。多年来，我市每年拨出专
项资金，用于象山港内海漂垃圾的
清理，效果明显。这次裘村渔民聚焦
水面下的海洋垃圾，并发出倡议担
起海洋“清道夫”的职责，义务清理
海洋垃圾，值得推崇。生态环境需要
大家共同维护，凝聚每个人的小善
举，就会换来社会文明的大进步。

环境保护不仅要靠法律、制度
等外在的规范约束，也要靠生态道
德、生态文明意识等内在的自觉自
律来开展。通过有效引导，让生态文
明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让保护
生态环境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

动，生态环境就会越来越好。环境问
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关系中，人有很强的能动性，
人们只有在生产生活中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规
则办事，才能把环境保护好，反之，
就会污染环境、破坏环境，把环境搞
糟。

近年来，越来越 多 的 普 通 群
众、志愿者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工
作，值得肯定。当然，推动和引导公
众参与环保事业，还需要加大环境
保护知识的普及力度，让公众从思
想上认识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人人有为。同时，以法律制度开路，
创造条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充分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监
督权和参与权。

公众参与程度越高，环境保护
就越有力。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推动和引导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既是保障公民
权利、推动法治建设，也是确保环
境决策科学透明的重要举措。

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为

郑建钢

宁波市北仑区总工会牵头打造
了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将分散
在各部门的劳动争议调解职能集
中，同时实现工会与人社、法院在人
员、机制、信息等方面的融合共享，

极大地方便了职工维权（10 月 20 日
《工人日报》）。

一般来说，解决劳动争议纠纷，
实现争议双方各自主张，往往需要
通过仲裁和诉讼，会耗费大量精力，
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也不利于社会
的稳定。依托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

心，能有效解决调处资源分散各处、
多门受理、相互牵制的矛盾，形成维
权、调解、仲裁、诉讼相互沟通、相互
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新格局。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
济发展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
上升期，也导致社会问题多发。尤

其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不少企业
效益滑坡甚至倒闭，各类劳动争议
增多，使得仲裁机构和法院不堪重
负。在此背景下，应对各种各样社
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也需要因地制
宜、与时俱进，当事双方应尽可能
争取以最小的付出、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效率，确保各自利益最大
化。

法国作家约瑟夫曾经说过：
“凡是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
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凡是
发生了利益纠葛，只要还有调解的
希望，应该尽量通过平等协商的方
式达成一致，化干戈为玉帛，以最小
代价达到法律效果。

维权、调解、仲裁“三位一体”联
动解决劳动争议，使得大量的劳动
争议纠纷在基层就得以“话解”。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仅能够及时化
解社会矛盾，还能减轻当事人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还有助于进一步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司法服务
保障水平。这对于不断优化劳动争
议处理机制，积极防范和化解社会
风险，维护社会和谐安定具有积极
意义。

维权、调解、仲裁“三位一体”“话解”劳动争议

毛建国

近日，一条视频刷屏：高铁上一
女子的座位在靠窗位置，被邻座男
子的行李和餐桌挡住了去路，该女
子要求其让行，男子断然拒绝：“你
走你的，我没有给你留路吗？你怎么
过是你的事情，不要问我。”还毫不
客气地回怼女子，“你难道智商有问
题吗？我有为你服务的义务吗？”该
男子行为让不少网友愤怒（10 月 20
日澎湃新闻）。

对此，12306 热线工作人员回
应称，过道是公共区域任何人都可
以使用，男子没权利阻止内侧乘客
进出。工作人员还表示：协调不成的
话，可同列车上的乘警、列车长等沟
通，若涉事者不配合工作，铁路部门
会视情况对其进行限制乘车等处
罚。有网友据此认为，不仅应该处

罚，而且要加大处罚，使其树立规则
意识。

规则意识缺乏是当前社会一个
普遍性问题，通过惩戒使规则深入
人心，十分必要。但规则本身并不是
万能的。比如说，人们对规则的学习
和掌握需要时间，还存在认识梯度
的问题。而且，把一切问题规则化，
社会的运行成本会高得无法想象，
因为以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不可
能制订一个无处不包的规则体系，
更不可能建立一个无时不在的惩戒
体系。

很多规则问题的背后是道德。
大量社会问题的发生，看似与规则
不健全、规则没有深入人心有关，但
事实上涉及社会基础秩序问题。而
社会基础秩序，很大程度是通过道
德形成的共识构成的。就拿“高铁过
道上让行”这件事来说，有几个人会

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想到制度有
没有规定，不让会受到何种惩罚？在
人们看来，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让不需要有理由，不让才需要找理
由。这是一种道德自发。

当前道德出现了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是道德论泛滥化，只要看到
一个问题，立马就站在道德制高点
上，抡起大棒，指责对方不讲道
德、没有素质。另一方面则是道德
问题规则化，一旦道德失灵了，就
想到了规则，想到惩戒。这么做看
似过瘾，其实会把问题复杂化，会
产生一系列副作用，无助于基础秩
序的构建。

有网友指出，听了当时双方的
对话，女士的说话态度有些让人不
舒服，如果换作自己，可能也不会
痛快地让行。事实上，当前社会发
生的许多问题，与沟通方式有关。

过去有句话叫“有理不在声高”，
而现在很多人推崇“理直气壮”，
一旦感觉有理，往往会用一种生
硬、傲慢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多强
调理所当然、理当如此，有的还会
表现出“刺猬人”状态。其实，换一
种方式，多一点微笑，结果可能就会
好得多。温和表达态度，适当放低姿
态，少些理所应当，多些理解尊重，
与人为善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回到上述问题来，“我有为你服
务的义务吗？”有，当然有。但是在公
共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找不到明文
规定的，不可能指望通过规则去解
决一切问题。即便有着规则，也不能

“挟规则以自重”。义务其实还有一
种，那就是出于对基础秩序的认同，
出于与人为善的换位思考而表现出
来的道德自觉。这种义务看似柔软，
其实更为可靠，更有可持续性。

“高铁上过道让行”是一种什么义务

朱晨凯

10 月 17 日，海曙区段塘街道
南塘花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绿化
改造，很多花草树木被清除了，改
造的车位紧贴楼房，有老人说：

“我坐在这里阻止他们施工，让他
们复绿！”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想要扩大小区道路，增加停车位，
只能占用绿化，会进一步沟通协
调 ， 妥 善 处 理 问 题 （10 月 19 日

《宁波晚报》）。
一些老旧小区，公共场地有

限，停车矛盾突出。把绿化带改为
停车位，破坏了小区环境，休闲空
间减少，侵犯了居民的权利。而停
车位不足，车辆随意停放，紧急情
况下消防车、救护车等进不来，后
果不堪设想，牺牲点绿化带变成停
车位，也在情理之中。

绿化带多点，居住体验更好，
是惠民；增加停车位，方便出行，
也是惠民。化解两者的争地矛盾，
需要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
在法律和规定的框架下施行。

小区可以把绿化带改为停车
位。根据 《民法典》 第 278 条规
定，改变小区共有部分的用途，应
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
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在具体操作
中，小区如果严格依照法律框架行
事，过程公开透明，那么既能保障
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有利于获得少
数人的理解，有效化解矛盾。

但小区绿化带也有自己的“底
线”。根据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

例》 第 11 条规定，居住用地的绿
地率不低于30%。也就是说，即便
改造获得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绿
化带也不能“想占多少占多少”。

想要停车位的居民和想要绿地
的居民，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但
法律不是万能的，化解绿化带和停
车位的争地矛盾，需要宁波老话讲
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智慧。

前几天，笔者去潘火社区的童
王小区东区做客，主人提前告知笔
者不要开车。到了小区才明白朋友
的提醒：不少车位内停着车，车位
外还堵着好几辆。那车位里的车怎
么开出来？一打听，原来物业知道
谁家的车几点开走，会提前来指
挥；居民也有共识，晚开走的早点
来停，早开走的晚点来停在外面。
车位还是那么几个，就算堵着，打
个时间差，彼此也不妨碍。车能多
停几辆，也不用占用绿化带，把空
间进行了最大化利用。

实现这样的和谐，前提自然是
物业和居民多费点心，同在一个小
区，彼此多一些理解。还有一些小
区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在合法合规
的前提下，增加停车位后，新增的
停车费收入，回馈居民作为补偿，
增加小区居民福利，也有助于矛盾
缓和。

办法总比困难多，化解绿化带
和停车位的争地矛盾，营造和谐的
社区，既需要硬性的规定，依法合
规办事，也需要软性的沟通，彼此
多点理解，适当让步和妥协。毕
竟，一个和谐温馨的居住环境，才
是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化解绿化带和
停车位的争地矛盾

喜中有忧 丁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