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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徐 舟

经全体村民代表签字表决通
过，江北区甬江街道河东村村民小
组资产资源全部收归村集体所有，
纳入村集体资产管理范围。至此，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
决，村集体收益每年可增加约 130万
元。

事情要从 2019 年的一次巡察
说起。当时，江北区委第四巡察组
对河东村开展巡察。驻村期间，巡

察组接到村民反映：“村里分红不
公平，部分村民多分一笔钱！”巡察
组随即展开调查，通过查阅村级账
目、约谈相关人员，发现河东村下
属三个村民小组仍留存大量土地、
厂房等资产，未纳入村集体资产管
理范围。资产出租、使用、收益等完
全由各组自行决定、自行分配，存
在极大的廉洁风险。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孙某表示：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各村民小组
的合理收益，村里也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啊。”

原来，在我国长期的农村所有
制改革过程中，村民小组以集体形
式拥有土地、厂房等资产，用于农业
生产。上世纪 90年代，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开始改革，为保障农民群众切身
利益，政府鼓励村级组织通过各种方
式收归村民小组所属资产资源，同时
明确要求把集体资产全部纳入管理
范围。河东村村委会在上级政府部门
指导下，按照村民自愿、村级资金补
偿的方式，逐步将各村民小组资产收
归村集体。然而随着各类资产资源，
特别是厂房等经营用房价格不断攀
升，一边是越来越高的“补偿金”，一
边是村级财政捉襟见肘，于是部分资
产资源收归工作就“拖”成了“历史
遗留问题”。

“我们也想解决问题，但一方面
村里资金确实困难，另一方面留有
资产的几个小组也没有‘出售’资产
的意愿，我们总不能强买强卖吧？”

孙某向巡察人员辩解。
“村里无力收归小组资产可以

理解，但不能放任自流，不作监管。面
对历史问题，不想方设法解决，不去
向村民做工作，靠‘拖’字诀，矛盾只
会越积越多。”巡察工作人员一针见
血地指出问题。最终，对此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的孙某被免去书记职务。

随后，由于遭遇疫情，再加上适
逢换届选举，问题整改工作一度陷
入停滞。一切步入正轨后，经督办，
终于有了开头的一幕。

江北区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2017 年至今，巡察累计发现各
类问题 1463 个，共计挽回经济损失
106 万元，督促及时收回拖欠租金
近 500 万元。

巡察过后，江北这个村每年增收约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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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通讯员周韵健）
前天，宁海“百年百团·千场万
人”党史教育大宣讲活动启动仪式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举行。

现场，宁海县委主要负责人为
宣讲团代表授旗，为宁海县烈士陵
园、梅花村会议遗址、山洋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柔石故居等十大学习
基地授牌。

据介绍，作为宁海党史学习教
育的系列活动之一，“百年百团·
千场万人”党史教育大宣讲活动以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为主
题，全县组建了“金徽”宣讲团、
榜样宣讲团、巾帼宣讲团等百个党

史宣讲团队，他们将进机关、进农
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引
领广大党员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宁海将用好红色资源，建好
梅花村会议遗址、山洋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等党史学习基地，讲好
宁 海 的 红 色 故 事 。 同 时 创 新 方
法，深化“好乡亲讲好故事”“榜
样宣讲团”等特色宣讲品牌，创
新短视频宣讲、直播宣讲等数字
化 载 体 ， 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推动
党的百年历史、创新理论和伟大
实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宁海组建百个党史宣讲团队

日前，稚嫩的声音从唐弢学校的唐弢纪念馆里传出。这一次，唐弢学
校里的“红领巾”成了宣讲员，从孩子的视角讲党史、讲故事，向村里的
党员群众宣讲唐弢、钟一棠等甬江乡贤故事，让乡贤文化滋润乡风文明。

（王鹏 吴天云 摄）

“红领巾”话红色党史

记 者 张 昊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道出了颠
扑不破的深刻道理。回顾我们党的
百年历史，这 12 个字是对我们信
仰的最好概括。”近日，浙江省基
层宣讲名师、“舜江快播”主播赵
永焕为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四
明红心志愿服务队代表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党史宣讲。

“ 真 理 光 芒 耀 四 明 ” 专 题 宣
讲、“百年交响、激荡姚江”专题
宣 传 教 育 、“ 舜 江 青 语 ” 理 论 宣
讲、“红色故事会”比赛⋯⋯连日
来，余姚市紧锣密鼓地启动党史学
习教育各项工作，组织市委宣讲团
和专家宣讲团全方位、多层次、立
体化展开党史宣讲，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实现市、镇、
村三级党组织分级宣讲全覆盖，让
红色历史深植广大党员干部心中，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大历史、大道理让“土专家”
来讲，党史学习更“接地气”。余
姚发动政治觉悟高、理论素养深、
基层宣讲经验足的“宣讲名嘴”，
带领以“80 后”“90 后”为主体的

“舜江青语”理论宣讲联盟成员，
培育红色宣讲力量，运用群众语
言，把党史讲透，使群众听得进、
听得懂，确保理论宣讲贴近生活、
走进人心。

从线下到线上，越来越多党员
在“云”上追红。赵永焕在“舜江
快播”之“老赵讲理论”栏目推出

《余姚党史上的十个小故事》，吸引
了许多年轻网友关注传播；梁弄镇
启动“初心如磐、精神相传”梁弄
百个红色小故事制作，在“五彩梁
弄”数字平台上推广；余姚教育信
息网开设“学党史”“云宣讲”系
列视频，对中小学生开展宣讲。

目前，余姚开展党史集中宣讲
200 余场，受众 2 万余人，还综合
运用三级新媒体矩阵推送各类党史
学习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学党史、
知党史的良好氛围。

余姚党史宣讲走“新”又走实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陈巧萍）
春光明媚。近段时间，位于慈溪市
现代农业开发区的近 3000 亩油菜
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打卡”赏玩。“晴时艳丽，雨时朦
胧，这片油菜花姿态万千，让人感
受到春日美好时光。”摄影爱好者
郭先生点赞道。

连片花海为慈溪市现代农业开
发区增添一抹亮色。在正大桑田
种植基地，千余亩油菜花美不胜
收。市民王小姐说，每年，她都会
带孩子来这里赏花写生，“这片花
田靠近海塘，与远处的风力发电机

交织成一幅迷人画卷”。
每年 3 月，慈溪市现代农业开

发 区 都 会 开 启 “ 赏 花 盛 宴 ”。 目
前，在园区新慈湖南岸有 50 多种
经济作物、观赏性花草、耐盐碱乔
灌木，其中油菜花-油葵-百日草
轮作复种面积约 70 亩。“这里原来
是一大片未开垦的盐碱地，种上花
卉植物后，不仅提升了颜值、改良了
土壤，还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开
发区工作人员房先生告诉笔者。

目前，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
正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围绕
27 公里产业景观线，建设四季有
花、步步成景的“农业大观园”。

晴时艳丽 雨时朦胧

近3000亩油菜花
扮靓慈溪“农业大观园”

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油菜花盛开。 （陈章升 陈巧萍 摄）

记者 黄合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每一个村庄，都有属于自
己的故事。有的是关于这片山
水的神话，有的是祖辈回馈乡
梓的轶事，有的则是当代奋斗
致富的传奇⋯⋯

日前，在宁海县强蛟镇峡山
村，我们找到了一段属于这个小
渔村的集体记忆。故事的主人公，
是数名不知道身份的年轻人——
虽说不确定姓名、年龄和籍贯，但
他们却永远“活”在一代一代峡山
人的心中。

天上飘着细雨，远山裹着云
雾，为大屿山增添了静谧和神秘。
84 岁的王成恕沿着蜿蜒的水泥
路，向大屿山半山腰伛偻前行。年
纪大了，腿脚难免不那么利索，眼
镜上不一会儿就起了雾气。

这条路的终点，是村民参与
筹建的革命烈士墓地：门口两块
黑色黄岗岩，左右两侧分别写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 天 ”；墓 地 中 心 则 是 块 高 约 3
米的赭红色石碑，上书“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其后则是烈士的
墓碑和墓穴。

“这是 1968 年的时候，分别
从淘畚峙山和茅山头将烈士的遗
骨迁到这里，集中合葬的，历经几
次修葺，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才变成了如今的样子。”王成恕老
人说。

行走在峡山村，关于这几位

无名烈士的故事，村民人人能说
出一二。

70 多年前，峡山村只是个四
面环海的小岛，村民们以捕鱼为
生。据峡山村有关资料记载，1949
年，为了解放宁海，解放军派先头
部队驻扎在西店，因为不熟悉附
近地形和方言，解放军的船只在
任务返回途中在淘畚峙山附近的
滩涂搁浅。

“当时被土匪武装发现了，直
接在对面岛屿上发生激战。我那
时才十来岁，就在这边山上看着。
一开始是炮弹声、射击声，后来就
直接用石头砸、用步枪刺，战况非
常激烈。宁死不屈的解放军战士，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84
岁村民尤昌苗说。

之后，峡山村附近渔民摇着船
把 3 名牺牲战士的遗体就地掩埋。
直到 1968 年，由渔民尤明苗、尤东
升带头，将这些烈士的遗骨和在解
放舟山群岛时牺牲的、埋在茅山头
的另一名解放军战士合葬在现在的
大屿山。

“因为我是村里小学的校长，
就受邀给墓碑写字。我记得当时整
理遗骨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枚刻
着‘孙范章’名字的私章，还有两
枚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纪念章
——这是烈士们留下的线索。”王
成恕说。

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
即 使 时 光 荏 苒 ， 也 不 应 该 被 忘
记。每年清明节，王成恕带着当
地的中小学师生前往大屿山祭扫
烈士墓，年年不辍。学生们带着
亲手折的小白花，到坟前种上一
排松柏，几年下来，一棵棵小树
苗渐渐长成小树林。

1997 年，考虑到石碑破旧，峡
山人又开始筹集资金。镇里的少先
队员每人每星期节约 1 元钱，半年
时间就累积了 9000 多元；镇里的宁
海县精工机械厂、宁波华东机电塑
料厂、宁海县变流设备厂各拿出数
千元，再加上镇政府 5000元的拨款，
崭新的烈士墓和纪念碑落成，被强蛟
镇命名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7
年，宁海县民政部门又拨款近 10 万
元，修葺烈士墓，便于村民祭奠。

“有些东西，不能忘记，也永远
不能忘记。”强蛟镇中心小学副校
长、“85 后”周彦婷，也是当年参与
捐款少先队员中的一员。一晃 20 多
年过去了，她也习惯了带上一茬一
茬的学生，清明时节来到大屿山，看
望这些无名英雄，讲述发生在这片
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不忘来时的路，“红色资源”才
能取之不竭；时刻保持初心，红色基
因就会生生不息。

“整村守护无名烈士，真的很让
人动容。村民们守护的不仅是墓地，
更是守护住了烈士精神。红色基因
代代相承，这或许是更大的价值所
在。”宁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
宁芳说。

一个小渔村的集体记忆——

代代相承，“守护”无名烈士

峡山村村民参与筹建的革命烈士墓地。 （黄合 摄）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蔡俊杰 陈翔）古树名木是一座城
市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具有极其重
要的文化、生态、科研和经济价值。日
前，镇海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为古
树名木撑起了“司法保护伞”。

2020 年年底，镇海检察院在办
案过程中发现，辖区内部分古树名
木存在主干腐朽、虫害严重等问题。
于是，该院充分发挥职能，开展了古
树名木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经过多次实地踏勘，检察官发
现，镇海辖区内多数古树的保护情
况较好，但也存在部分古树名木保
护情况堪忧。

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镇海检
察院立即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乡
镇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行政主管
部门对侵害古树的行为依法履职，
开展专项行动，并加强日常监管和
保护；要求相关乡镇落实属地管理、
情况报告等职责，提升社会公众的

保护意识、参与意识，真正形成古树
资源保护合力。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街道、部
门高度重视、积极整改，第一时间制
定整改方案，实行“一树一策”专案
式保护修复，逐棵落实整改。同时，
与对应古树保护责任人（单位）签署

《古 树 名 木 及 后 备 资 源 保 护 承 诺
书》，落实好古树保护责任，加强古
树冬季施肥、枯枝修剪、病虫害防
治、标识牌补发等日常养护工作。相

关部门还邀请了专业古树保护单位
对生存状况不佳的古树进行现场诊
断，制定专业的古树复壮方案。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镇海区
相关街道、部门还形成了古树名木
保护的长效管护机制。一方面加强
古树日常养护管理巡查，在夏季、冬
季古树全面巡查的基础上，不定期
开展古树养护考核监管；另一方面
落实专项资金，对存在问题的古树
进行专业性的修复。

镇海公益诉讼为古树名木撑起“司法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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