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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峰） 我市积极
拓展行政复议申请渠道，探索在乡
镇 （街道） 设立行政复议申请基层
受理服务点，打通群众申请行政复
议的“最后一公里”。昨日，记者
从市司法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
10 个区县 （市） 均设立了基层受
理服务点，成为复议体制改革后全
省首个实现基层受理服务点全覆盖
的地市。

“基层受理服务点较县级复议
机构具备就近便民等优势，成为乡
镇 （街道） 矛调中心之外化解行政

争议的新阵地。”市司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尤其针对违建强拆等涉
及不动产权、相邻关系的行政争
议，基层受理服务点可及时通过让
申请人补充证据材料、实地核查、
联系被申请人等方式全面了解争议
原委，提高办案效率，在案件受理
前组织争议双方协调化解，将矛盾
纠纷就地解决，实现行政复议与基
层治理融合发展。

我市部分乡镇 （街 道） 距 离
县级行政复议机构较远，群众申
请行政复议存在不便的情况。我

市各区县 （市） 司法局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集中或全面设置行政复
议基层受理服务点，作为县级行
政 复 议 机 构 部 分 职 能 的 延 伸 地 。
海曙设立洞桥、高桥两个基层受
理服务点，以点带面辐射西部部
分 相 对 偏 远 乡 镇 。 余 姚 、 宁 海 、
镇 海 三 地 则 实 现 所 有 乡 镇 （街
道） 按一比一配置基层受理服务
点。“依托基层司法所力量，在乡
镇 （街道） 矛调中心增设基层受
理服务窗口，配备法律专业工作
人员驻点办公，服务质量得到有效

保障。”该负责人说。
去年 4 月至今，全市复议申请

基层受理服务点共接待复议咨询
1038 批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41 件，接收并转送行政复议申请
34 件次，协助办理案件 52 件，实
现复议申请“家门口”即能办理，
同时缓解了县级复议机构上游环节
办案压力。此外，去年 4 月至今，
全市复议申请基层受理服务点共协
调化解行政争议 29 件，受理前协
调化解率达 70%，高于同期全市平
均值。

“家门口”就能办理行政复议申请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基层受理服务点全覆盖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应于波

今年春节假期，来自印度的苏
迪·乌拉尔，背着摄影包，骑着自
行车游览了宁波多处山川河湖古村
落群，用镜头记录眼中的甬城春
节。

苏迪·乌拉尔来自印度西南部
的喀拉拉邦，2015 年至今，他已
在鄞州生活了 7 年，每逢中国的春
节，他都以旅行的方式探究中国的

文化和历史。
苏迪·乌拉尔是文学硕士，在

印度做过导演助理，如今是一名
瑜伽教练。13 年前，他在曼谷工
作的时候，就用第一份工资买了
数码照相机，从此就没有停止过
摄影。

以摄影为媒，苏迪·乌拉尔结
交了很多朋友。目前，他正在有计
划地拍摄中国的人物肖像照片。在
他看来，老人和小孩的眼睛总是在

镜头中闪闪发光，这让每一次的拍
摄都成为情感交流，也让他成为一
个用镜头交换幸福的人。

今年是苏迪·乌拉尔第二次留
在宁波过中国春节，他告诉记者，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年味”。之前，
他骑自行车去鄞州乡村采风时，就
用镜头记录下人们忙碌地制作年糕
的场景。等他拍完照片后，一名村
民递给他一根很大的年糕，这成为
他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今年春节假期，苏迪·乌拉尔
来到东钱湖镇，不仅用镜头记录
乡村生活，还主动用刚学的普通
话和大家打招呼。热情好客的村
民邀请他到家里喝茶，和他一起
分享美食。“拍照是人生中最美好
的事情，人类的感情比海洋还要
深。”苏迪·乌拉尔说，今年他的
重要工作内容是继续记录宁波，并
寻找合适的展馆展示自己的街头摄
影作品。

“我非常喜欢中国年味”

印度友人用镜头记录甬城春节

苏迪·乌拉尔苏迪·乌拉尔的摄影作品。

本报讯 原宁波市人事局党组
书记、局长，离休干部王景清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逝世，享年 88 岁。

王景清同志 1933 年 3 月出生，
山东莱阳人，1947 年 10 月入伍并
参加革命工作，1950 年 6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7 年 10 月起，先后
任新四军二纵队、志愿军二十一军
电话员、班长、排长等职务。1958

年 4 月任黑龙江省 853 农场 6 分场
幼儿园园长兼医生。1960 年 9 月任
中央直属海伦拖拉机厂人事科干
事。1961 年 3 月起先后任奉化县粮
食局人事股长，奉化县委组织部干
事，奉化县政工组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奉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1978 年 11 月后历任宁波地委
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干部科科
长，宁波市人事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局长。1993 年 9 月离职休养。

王景清同志逝世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胡青蓝

徐既仁和老伴柳信兰生活在北
仑区白峰街道小门村，都是普通的
退休人员。徐既仁虽已届耄耋之
年，但他积极发挥余热，先后获得
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最美宁波人
等多项荣誉称号。他无意于荣华富
贵、锦衣玉食，寄情乡村风光，只
盼赓续书香。儿孙个个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美满。

寿宴捐巨款助村发展
2015 年 5 月 2 日是徐既仁的八

十大寿，家人为他置办寿宴，定下规
矩不收礼。

在寿宴上，徐既仁捐出了 265万
元做公益。其中，66万元作为奖学金，
奖励小门村此后考上大学的优秀学
子；199万元用于村里建造文化礼堂，
方便今后村里搞文娱活动以及村民
办喜宴等。“当天来了不少亲朋好友。
听到老人这个想法，大家都拼命鼓起

掌来。”村支书贝伟梁见证了这一幕。

设立助学基金终如愿
因为从小家里穷，上学时间短

是徐既仁一生的遗憾。他说：“那时
候一年里有两三个月要断粮，连饭
都吃不饱。我刚念到五年级，就没继
续读书的条件了。”

上世纪 50 年代初，徐既仁去了
上海，当过食堂蒸菜工，也推着小车
卖过棒冰。后来，他回到家乡，在朋
友的介绍下，先后在铁路局、钢铁
厂、航运公司工作过。再后来，他开
始养蜂，带着几十箱蜜蜂，一出门就
是七八个月。

夫妻俩用养蜂的收入养大四个
儿女。儿女们都非常有出息，大儿子在
国企当领导，两个女儿各自办企业，小
儿子是一家知名控股公司董事长。

早在 2007 年，徐既仁和老伴就
结对了贵州山区的两个孩子。之后，
两位老人又萌发心愿：成立“徐既仁
助学基金”，奖励小门村考上大学的
优秀学子。

如今心愿达成，这项奖学金有了
发放细则，一般是每人3000元至8000
元，如果考上名校，还有 5 万元的奖
励。每年高考结束后，村里有专人负责
收集资料，发放给每一名准大学生。

注重家风 善育重教
徐既仁的四个儿女传承了尊老

爱幼、爱国爱家的好家风。他们都支
持徐既仁的决定，觉得老爷子的善举
助人又悦己。他的小儿子热衷慈善，
曾出资 500万元成立慈善基金，帮助
解决老人养老问题，又为家乡捐赠
1250万元建造体育馆，还常年到贫困
地区做公益，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
延续着徐家人朴实的公益情怀。

考上大学的孩子们不时结伴来
找徐既仁夫妇聊天，聊学校、聊专
业、聊未来⋯⋯对此，徐既仁很高
兴，“自己过得简单点挺好，能帮到
别人，才是最快乐的事”。

居仁由义，为善最乐
——记全国五好家庭徐既仁家庭

记 者 董惊鸿
通讯员 宋芳芳 劳超杰

虎年画虎，虎虎生威。今年 62
岁的李平是余姚供电局的一名退休
职工，业余习画已有 40 多年，现为
浙江省中国花鸟画家协会会员和宁
波市美术家协会会员。20 多年前，
因机缘巧合，他开始接触工笔画。老
虎是能量、活力和勇敢的象征，因此
画虎对于李平来说，既是一种爱好，
也是他与病魔斗争的力量源泉。

记者走进李平家中，看到墙上
悬挂着一幅幅神态各异的老虎图。
画室里，李平正一丝不苟地画着
虎，笔下的两只老虎栩栩如生、呼
之欲出。据李平介绍，这幅画他已
经画了近 3 个月。20 多年的画虎经
验，让李平可以把老虎身上的每根

毛都画得清晰、真实。
李平读中学时曾跟着宁波书画

名师胡匡一学习绘画。凭借这份热
爱，参加工作后的李平仍未停下手
中的画笔。后来他因病从原来的山
水画转为工笔画。李平表示，主要
考虑到画工笔画的时候，可以坐
着，自己身体不太好，一直站着
画，就会感觉很累。这么多年坚持
下来，画虎这件事对自己身体健康
还是有点帮助的。

进入农历虎年，李平创作临摹
了 “ 如 虎 添 翼 ”“ 虎 啸 ”“ 威 武 ”

“平安喜乐”等系列虎年画，用笔
墨丹青直抒心中对未来的美好祝
福。“虎年到了，我有一个想法，
希望能找个机会办个虎画展，再出
本书，把能画的和想画的，都画
好。”李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余姚一退休职工痴迷画虎20多年

传承好家风 弘扬新风尚

人物名片：凉山彝族自治州
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波挂职干
部 管大年

去年 5 月 26 日接到援派任务，
6 月 1 日登机赴川。临行前和 7 岁
的女儿合奏了 《听我说谢谢你》，
既是送给她的儿童节礼物，同时也
是感谢所有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
人，更是表达对即将前往的西部的
感恩，以及担负“东西部协作、先
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光荣使命的
自豪。

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忽然想
到，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上青
天早已是轻而易举，乡村振兴的

“ 蜀 道 ” 却 仍 任 重 道 远 。 但 “ 蜀
道”虽难，仍挡不住帮扶的脚步，
带着知难而行的决心，我来到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凉山州有自然资源、农业和劳
动力优势，但发展和农村建设存在
着明显短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
业链粗短、发展链断档，归根到底
还是缺少带动力强、辐射度高的重
大项目，因此项目带动是推进东西
部协作的关键。

为此，去年我们在凉山州 11
个帮扶县共安排了 193 个东西部协
作项目，总投入 6.5 亿元，涵盖了
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
教育协作、医疗协作、人才交流、
民生项目等领域，其中把产业协作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的核心引领，共有项目
53 个、投入 3.4 亿元，分别占总数
的 27.5%、52.3%。通过这些项目
带动、产业联动，将辐射带动近
80 万人受益，同时还增强了自我

“造血”功能，促进凉山州实现从

单一产业向全链条、多功能、新业
态发展的动能转换，为乡村振兴提
供多业态、多渠道、多元化的产业
支撑，丰富项目引领产业发展、助
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径。通过组
建工作专班、项目实地全覆盖督
导、多轮多层次业务培训等，去年
推动 152 个项目顺利完工，资金支
付率超过 87%，并得到了国家核查
组的认可。

为加强新时期东西部协作工作
的统筹指导，我们还起草制定了

《凉山州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方案》，从完善机制、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全面深化经济协作、加强民生
领域协作等五方面提出了 27 条意
见。为促进两地产业、文化交流，
促成宁波食品、稀土材料等制造业
行业协会、企业赴凉山进行产业对
接；组织凉山州彝族服饰、文创企
业参加宁波时尚节，引起很大反
响。同时还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促进
乡村振兴，探索建立乡村振兴基
金，牵头促成甬凉两地国资、财政
部门进行深入交流对接，并起草了
初步组建方案；引入阿里巴巴等社
会资本为凉山州量身定制顶梁柱公
益保险项目，为凉山州 50 多万低
收入人群提供因病、因意外公益保
险。

不知不觉已过去半年多。有次
下乡，在海拔 3600 多米的高山上
看到索玛花开，不由感叹自然生命
的温厚与绵长，我想在这些夜以继
日的援川生活中，我们也将以在人
世间耕耘的姿态，播种希望，不惧
风雨，为国家与社会添一份勃勃生
机。

（记者 冯瑄 整理）

耕耘凉山 播种希望
续写新时代彝海情

凉 山 手 记

通讯员 陈冰曲 周 斌
记 者 黄 程

春节假期过后，丽水市龙泉青
坑底矿泉水厂内又重现了繁忙的生
产景象，一瓶瓶包装精美、品质上
乘的“丽水山泉”经过自动化、智
能化的生产线鱼贯而出。除了在丽
水本地销售以外，当地厂商还将携
带共富“密码”来到丽水的山海协
作结对地——宁波，在全市范围内
进行推广销售。

“这几天，我们都在忙着走访
市场，目前已经接洽了几家有意向
的合作方。”近日，位于江北区的
宁波康喜乐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推广“丽水山泉”的脚步一刻不
停，总经理吕宏辉告诉记者，如何
拓宽销售渠道，加强“丽水山泉”
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为宁波丽水
两地山海协作开花结果贡献力量，
是整个团队新年的首要任务。为
此，他们在配送、仓储等环节提前
筹备，招聘了一批人员，目前均已
到位。

去年底，康喜乐嘉与位于丽水

的浙江万物生长水业有限公司签订
了为期 5 年的合作协议，旨在通过
组建专业销售团队、开设专营店或
展示厅等营销、宣传手段，提升其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形象，今年的目
标是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并且以
20%的速度逐年递增。

在此前召开的江北区两会上，
“丽水山泉”初次亮相，就以简约
大气的外观设计和清爽的口感，获
得了不少与会人员点赞。“丽水山
泉”外包装上印着的“甬丽山海
情 共同富裕路”的字样，是两地
用一泉清水铺就山海协作共富路的
见证。

“我们引入了供应链企业帮助
拓宽销路，在江北区机关事务局等
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目前在全区范
围内的推广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
效。”江北区支援合作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江北区与丽水山泉经营方
将发挥各自优势，携手不断提高

“丽水山泉”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以水为媒，“点水成金”，
进一步深化山海协作水平，携手迈
上共同富裕道路。

山海协作结新果

“丽水山泉”“流”进宁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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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正在作画中。 （受访者家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