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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探索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的新机制、新途径，通

过强化管理、细化流程、优化运营，奋力书写破解住建质安管理痛点、难点的“新考卷”。

2019年4月，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在全国创新推出宁波起重机械设备“保险+服务+科技”项目，运作近三年来，在安全

生产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该项目是在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高风险环节推进现代化治理的重

要实践，是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和“共同富裕”先行市在住建领域的有益探索。

提笔质安管理“新考卷”
推进住建治理现代化

徐卓蔚 孙列 郑修军 王琼 文/图

瞄准工程安全监管领域痛点、
难点，市住建局聚焦数智化转型、
全过程管理、透明化服务三要点，
提升优化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保险风
控服务，迭代升级建筑起重机械设
备数字化监管平台，在全省率先实
践建筑工程安责险“小切口”，有
效打造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全链式管
理以及全域化联动“大场景”。

目前，全市 10595 台各类塔式
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
等 起 重 设 备 ， 862 家 关 联 企 业 、
22873 名操作人员，3000 余个房建
市政和轨道交通建筑工地均已纳入
数字化监管平台，构建起了及时发
现、精准溯源、高效化解风险隐患
的闭环管理体系。

针对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我市建立起三项机制：

一是建立企业违规联合惩戒机
制，强化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
作，实现违规线索互联、处理结果
互认，健全行政处罚、信用惩戒、
暂停承接新业务的系统性综合处罚
体系，对 121 家违法违规和问题隐
患突出的租赁企业、参建单位纳入
市级“黑榜”通报；

二是建立问题设备锁定清理机
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监督巡检，
锁定“套牌”“翻新”起重机械设
备，限制其后续使用，直至肢解销
毁、驱逐出宁波市场，及时“排
雷”，全市已累计淘汰老旧和“套

牌”“翻新”起重机械设备2100余台；
三是建立人员作业追踪机制，在

保证信息安全前提下，通过数据挖掘、
分析，将人员多点重复备案登记问题及
时推送给责任企业，督促起重机械设
备操作人员人证相符、持证上岗。

为提升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能效，
我市推出设备“唯一性标识”，系统
自动生成产权备案登记“唯一性识
别”二维码，监管部门扫描二维码即
可获取设备详细信息，以此提升日常
监督效率；聚焦设备“全生命周期”
管理，实现生产、备案、安装、顶
升、拆卸、检测、闲置、离甬等全过
程痕迹管理信息；实施人员“实名制
作业”，建立特种设备人员从业记录
可追溯、关键环节可核查机制，通过
人脸识别与实名制系统联动，实现人
员资质核验、入库出库关联锁定，加
强关键岗位人员履职管理；落实风控
检查“精准化服务”，确保安装、顶
升、拆卸等关键节点风险检查踩点率
有效提升。

下一步，住建局将会同相关部门
继续深化“监管行政化部署推动+保
险市场化风险管理”的现代化治理思
路，将起重机械设备保险融合重塑成
为具有宁波特色的建工安责险，健全
保险参与风险防范、社会治理的长效
机制，继续发挥好全国首个保险创新
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推
动保险改革创新的成果逐步融入高质
量发展大局。

科技赋能

优化运营给效率做“乘法”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安全一

直以来是困扰建筑领域的一大难题，
由于起重设备装拆和操作技术要求
高、使用频繁、易疲劳等特点，导致
施工安全隐患突出。为强化安全管
理，市住建局开拓思路、巧解难题，
在全国首创起重机械设备领域“保
险+服务+科技”新模式，即以“保
险”为保障，赔偿损失，缓解矛盾，
实现风险兜底；以“服务”为抓手，
排查隐患，督促整改，实现风险减
量；以“科技”为平台，线上运营，
数据共享，实现效率提升。

新模式注重服务前置和科技赋
能，通过整合第三方服务机构、筹

建风控运营中心、开发信息科技平
台，为企业客户提供风险评估、隐
患排查、任务调度、教育培训等专
业化、集约化服务，推动保险由简
单的“事后赔付”向“事前排查、
事中预警、事后赔付”全流程服务
转变，从风险等量补偿向风险减量
管理升级。

在这种新模式下，“政府引导、
险企运作、平台调度、专家参与”
的多主体合作共建的安全生产新格
局形成，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共治、
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新理
念，有效凝聚了起重机械设备安全
生产风险闭环管理合力，加快政府

保险创新

强化管理给风险做“减法”

为统一风控检测标准，市住建
局联合保险公司全面梳理 《塔式起
重机安全规程》《建筑施工塔式起
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
程》 等相关标准、规范，创造性引
入风控服务，从证件资料、人员管
理、环境条件、作业规范、设备结
构等维度建立了 11 个风控评估标
准模板，实施起重机械设备全生命
周期风险管理；深入解读 《建筑施
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 等相关
标准、规范，规范完善了起重机械
设备“保险+服务”项目的检测报
告模板，覆盖起升机构、回转机
构、变幅系统、防脱装置等 15 个
模块，包含 87 项检验内容，统一
安全作业标准。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关于起重
机械设备安全标准的 21 个法律法
规文件，结合宁波起重机械设备市
场的特点，我市针对塔式起重机、

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编制图文
形式的检查手册。聚焦安全装置、
结构件、连接件、电器系统、传动
系统、防护设施、抗风措施等重点
方面，逐类细分为 55 项，并逐项
梳理出检查标准、条文依据、图文
示例、建议措施。通过图文解说，
告知使用人员或管理人员正确与错
误的操作方式，起到直观的安全规
范指引作用。

此外，市住建局联合保险机构
设立了起重机械设备保险风控运营
中心，构建了涵盖风控、检测、培
训、宣传、科技 5 大板块，23 项工
作，85 个指标的一套工作运营指
标体系，明确了具体工作要求，例
如检测和风控报告后台审核须达到
每日总量的 10%，现场抽查每周不
少于 3 人·天，每月不少于 18 人·
天 ， 并 对 这 85 个 指 标 做 到 日 追
踪、日更新。

服务提质

细化流程给安全做“加法”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基于加强风险管控和降低理赔

成本的诉求一致性，保险公司有充
足的内驱力督促风控服务质量提
升，创新设立起重机械设备保险风
控运营中心，对检测、风控服务机
构进行准入管理、规范整合、通盘
调度、绩效考核、监督整改，提升
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基本消除了
检测流于形式的行业乱象，并在国

内建筑行业首创起重机械设备风控
服务。

去年，宁波市共完成起重机械
设备检测 10434 台，不合格设备整
改率 86%；完成起重机械设备风险
检查 27019 台次，发现各类机械设
备高风险隐患 1693 个，高风险设
备整改率达 97%，对于不合格设备
或无法整改的设备，均禁止使用并
退出建筑工地。

建筑工地作业现场建筑工地作业现场。。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孙静波 朱燕君

“爸爸妈妈上班，我们来学校
上托管班！”昨天上午 7 时 50 分，
朱艾冉和朱欣冉两姐妹高高兴兴地
来到鄞州东湖小学，开启 5 天的寒
假托管生活。昨天起，鄞州、海曙
和江北各中小学校全面启动寒假托
管班，给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假期孩
子没人管的难题。

东湖小学校长陈兵说，为期 5
天的托管从早上 8 时半至下午 4 时
半，一二年级并成一个班，其余各
年级各开一个班，总共 5 个托管
班，全校 55 名老师参与托管，每
名老师负责半天，根据个人特长推
出 1-2 门特色课。除了上下午各一
次的作业课，共推出趣味猜谜、书
法练习、诗词大会、数独游戏、趣
味手工、名著赏析、英语视听等
40 多门课程，让学生们有了全新
的体验。学校还特地制定了营养菜
谱，由保温餐车送到教室，确保每
个孩子吃上热腾腾的营养午餐。

在鄞州应麟书院，寒假托管拓
展课程十分抢手。20 余门覆盖文
艺、科技、体育、学术等方面的寒
假拓展课程受到 232 名学生争抢，
几近“秒杀”。其中科学实验与制
作拓展课成为很多孩子争相打卡的
热门课程，异彩纷呈的科学小实
验，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这次寒假托管班我们接收了

将近 400 个学生，基本上以 30 个孩
子为一个班，又以年级段为单位进
行合并，一来便于老师管理，二来
也可以更好地辅导孩子。”集士港
镇中心小学副校长朱雪燕告诉记
者，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充实有意
义，在课程的设置上，不仅有寒
假作业辅导，还有特色班队课和
素质拓展课程。除此之外，学校
在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别安排阅读
课，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小时的阳光
体育活动课。

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是寒假托管
服务的重中之重。为此，各学校值
周老师早上 7 点半已经到岗，确保
学生时刻有人看管，如果家长未按
时来接孩子，学校会第一时间通知
家长。

今年江北区的寒假托管分为三
个时段：年前，1 月 19 日至 21 日，
24 日至 26 日，年后开学前，2 月 14
日至 16日，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愿选择托管时段，其中 1 月 19 日至
21日中小学生不收托管费用。

据不完全统计，仅鄞州区就有
52 所小学开出了 422 个班，托管
14126 名学生，34 所初中开出 520
个班，托管近 2 万名学生。

据了解，海曙区不断优化寒
假托管服务，学校主要提供作业
管理、绘本阅读、传统文化、安
全自护、科学普及、经典鉴赏、手
工实验、文体艺术等课程。同时，
部分学校已计划组织学生到红色教
育基地、名人故居等地开展校外实
践活动。

来学校上寒假托管班，真好

集士港镇中心小学丰富多彩的托管拓展课程。 （蒋炜宁 朱燕君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周颖）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中心血
站 了 解 到 ， 2021 年 ， 全 市 共 有
106864 位 爱 心 人 士 参 加 无 偿 献
血，献血量达 33373.3 升，比 2020
年同期分别增长 3.3%和 5.4%，再
创新高。

多年来，甬城众多爱心团体单
位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参与无偿献血
公益事业，奉献热血，救助生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
化分公司连续 25 年组织无偿献血
活动，并鼓励职工加入无偿献血公
益组织，2021 年，镇海炼化分公
司共有 383 名员工成功献血，一次
性 400 毫升献血率高达 99.9%。舜
宇集团有限公司自 2000 年起共组
织 11 次无偿献血活动，近 4000 人
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超 75
万毫升。

去年，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
但我市无偿献血工作持续稳步发
展。2021 年，全市共有 106864 位

爱心人士参加无偿献血，其中捐献
全 血 95144 人 次 ， 献 血 量 达
30137.6 升，人次与献血量比 2020
年同期分别增长 3.5%和 5.1%；机
采血小板 11720 人次，共计 16178.5
治疗单位，人次与献血量同比分别
增长 2.3%和 8.2%。临床用红细胞
制品 29985.1 升，同比上升 7.7%，
开展自体输血 13065 例，节约用血
5080 升。宁波市中心血站采血班
组被评选为全国表现突出采血班
组，并被继续评为“宁波市级青
年文明号”。

过去的一年，宁波市的献血人
文关怀举措也取得积极成效。我市
进行“三免”智能化升级，全市
215 家公立医院实现了无偿献血荣
誉证获得者智能直免门诊诊查费，
我市在全省率先应用浙里办中的

“献血优享码”扫码免费乘坐地铁
与公交，并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
证，有力提升了献血者的荣誉感、
获得感。

2021年宁波市献血人数
和献血量再创新高

苏尚久

据 1 月
19 日 《 宁
波日报》民

生版报道，18 日下午，市公安局
公布了 2021 年新生儿取名情况。
记者获悉，“一诺”这个名字连续
三年名列榜首，成为女孩家长的最
爱。而在男孩名字排行中，“沐
宸”成为NO.1。

古人讲：“赐子千金，不如教
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
名。”宝宝降临这个世界，父母给
孩子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名字。一个
好的名字代表着父母对孩子的深切
爱意，诉说着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
盼。曾几何时，父母给孩子取名讲
究看生辰八字，取名“莽娃”“狗
娃”等俗气一点的有之，取名“富
贵”“皇权”等爆款一点的也有
之，诸如此类“土得掉渣”“非富
即贵”的名字似乎早已走进了“历
史博物馆”。

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随着父
母文化素养的提高，取名逐步走
出了“俗”的窠臼，增加了一些
文 化 内 涵 、 文 明 元 素 、 健 康 成
色。 比 如 “ 一 诺 ”， 解 读 其 意 ，
就是父母希望孩子“一诺千金 、
诚实守信”；再比如“沐宸”，是
父母希望孩子“茁壮成长、自强
不 息 、 前 途 光 明 、 一 帆 风 顺 ”。
虽然有太多的重名，但仅名字而
言 ， 的 确 是 雅 俗 共 赏 ， 寓 意 无
穷。

“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从传
统观念来看，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的
称谓而已；但从现代观念来看，名
字传承人的情、意、志，蕴含人的
精、气、神，折射家长育人导向，
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一个名字仅仅几个字，但“字
字千钧”，承载着父母的殷切期盼
与重托，将对孩子未来健康成长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从为孩子取名看家长育人导向

本报讯（通讯员朱煜菲 记者
董惊鸿）“老赵，过年了你又来看
望 我 们 了 ， 谢 谢 你 一 直 记 得 我
们！”昨日上午，余姚市临山镇临
山村周百片 85 岁的杨大爷和老伴
收到了同样是 85 岁的党员赵文潮
送来的两份 200 元的新春红包。该
村党总支委员徐钰虹告诉记者，这
是赵文潮第三年来看望周百片区

80 周岁以上的老人了，而且他不
顾年事已高，坚持挨家挨户亲自上
门，向父老乡亲送上红包和节日的
祝福。

据悉，今年临山村周百片区共
有 80 周岁以上的老人 48 人，他们
无不为赵老的爱心善举拍手叫好。
此外，还有4名残疾老人虽然还不到
80岁，但也收到了这份新年红包。

赵文潮是地地道道的临山村
周 百 片 人 ， 谈 起 发 放 红 包 的 原
因，他话语朴实却感人：“几十年
来 ， 村 民 们 与 我 就 像 亲 人一样，
相互帮衬，特别是像我这样上了年
纪的老人，大家同村长大，感情尤
其深厚。快过年了，我也只是意思
一下，让大家都开心开心，欢欢喜
喜过大年。”

据了解，赵文潮老人 1958年入
党，到今年已经有 64年党龄了。他
当过村互助组记工员、合作社会
计、公社文书、村党支部书记。如
今他每月的收入并不高，全部加在
一起也不到 2000 元，发红包的钱
都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村民遇
到什么事情，总会来找他商量，他
每次都热情地给予帮助。2015 年
赵文潮被评为临山镇“最美老人”。

“ 只 要 我 还 有 能 力 ， 还 走 得
动，我依旧会坚持下去的。”赵文
潮说。

老党员连续三年为村里老人发新春红包

宁波市建筑起重机械数字化监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