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邱韵） 海曙区顺
德华庭小区里的蜂箱经宁波日报报
网端曝光后已清理，困扰业主多年
的心病终于“移除”了。

6 月 28 日、29 日，宁波日报报
网端对该小区业主的养蜂行为进行
了报道。报道刊发后，关于公共场
所养蜂行为，网友也纷纷发帖指
责。网友“升爷”说：“养蜜蜂养
错 了 地 方 。” 网 友 “ 宁 波 江 东 -
XRm6”更是指出：“饲养动物不
能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属地段塘综合执法
中队于 29 日前往小区，要求养蜂

业主对蜂箱进行处理，并对小区
进行了巡查，以确保小区内无蜂
箱存在。

昨天，记者前往顺德华庭小区
回访看到，沿河步道护栏外的河边
已无蜂箱踪影，草丛、步道处也无
蜜蜂飞舞的身影。

对这一处理结果，业主陈女士
非常满意。她称自己上厕所和洗澡
终于再也不用随身携带杀虫剂了，
人也真正放松了下来。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小区蜂箱已移除
业主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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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李玲玲

鄞州区东钱湖镇东福社区东边
有座小灵峰，从仙坪东路到山顶健
身平台约 1 公里的山路，绿树成
荫，空气清新，宛若世外桃源。

7月 1日早上 6点半，小灵峰功
德亭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在晨练人
群的见证下，东福社区工作人员向
两位常年义务清扫山路的老人转交
了“正能量”证书和各5000元奖金。

两位老人，一位是百岁老人毕
德林，另一位是 75 岁的陈光明。
他们坚持多年如一日“接力”义务
清扫山路。

毕德林是东钱湖镇横街村人，
2013 年村里拆迁后，他搬到东福
社区居住。东福社区距离小灵峰只
有 1 公里，搬到新家后，毕德林每
天都会到小灵峰爬山锻炼。日子久

了，他发现山道上树叶散落一地，
路两侧杂草丛生，每年台风期间，
被大风折断的树枝更是东倒西歪地
散落一地。

2013 年开始，毕德林决定义
务清扫山路。每天劳动三个小时，
早上清扫路面，下午到路边竹林里

收集废竹梢捆绑扫帚，已经成为毕
德林雷打不动的习惯，而且一坚持
就是十年。心灵手巧的毕德林，不
仅用自制的竹梢扫帚清扫山路，遇
到有缘的健身者和游客，还会热情
地送上几把。“扫山路也是一种锻
炼 的 方 法 ， 路 干 净 了 ， 心 里 高

兴！”毕德林说。
毕德林的善举，被许多上山晨

练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陈光
明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他被
毕德林的行为所感动，于是 2017
年开始跟着毕德林一起清扫山路。

面对采访，陈光明说自己清扫
山路 6 年，深刻体会毕德林长期坚
持的不易。“从山脚扫到山顶要 4
个多小时。”陈光明说，毕师傅这
么大年纪还在坚持，自己也就没什
么好说的了，“只要身体允许，我
会像毕师傅那样一直扫下去。”

这两年，毕德林年事已高，陈
光明渐渐地成为清扫小灵峰山路的
主力军。在两位老人的影响下，每
逢周末和节假日，总有一批又一批
的村民和爬山爱好者赶来清扫山
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呵护这条
宁静的山间小路。

两位老人用无声的行动，诠释
着最传统的美德。他们“接力”义
务清扫山路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一
拿到奖金，毕德林就来到东福社区
居委会，把 5000 元奖金塞进“慈
善一日捐”捐款箱。

百岁老人义务清扫山路十年
获得5000元公益奖金，转身就塞进慈善捐款箱

新 闻 追 踪

两位老人正在打扫山路。 （胡龙召 摄）

记者 杨绪忠 霍卫国 严广勇

零时1分

挂泥车被罚1000元

“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7
月 1 日零时刚过，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组织市、区两级执法力量在各条
渣土清运路线设卡临检，全面施行
当日生效的 《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
条例》。

“在机场路中山西路交叉口往
北 100 米处，连续查获两起车轮带
泥、车体挂泥上路行驶的违法行
为。”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望春
中队副队长叶薇娜说。

叶薇娜告诉记者，根据浙江省
行政执法办案系统信息显示，他们
查处的两车违反 《宁波市建筑垃圾

管理条例》 简易处罚案件时间是 7
月 1 日零时 1 分，为宁波市新条例
施行后首例罚单。“5 分钟内现场
检查过路建筑垃圾运输车 3 辆，并
对其中 2 辆挂泥车辆分别作出 1000
元处罚。”叶薇娜说。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督察支
队负责人介绍，新条例将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运输单位、经营单
位多主体法律责任详尽厘清，体现
在核准审批发生变化、管理要求更
高、处罚力度加大、执法空白完善
四个方面。首次明确车轮带泥、车
体挂泥上路行驶的，要予以罚款处
理。

而之前，只要求运输车辆应当
在除泥、冲洗干净、完全密闭后方可
驶出作业场所，当车身不洁日积月
累导致路面污损、号牌不清、车灯不
亮等违法行为后，才实施处罚。

5时42分

乱扔装修垃圾被罚800元

“我不就是扔了点家里装修剩
下的油漆和木板吗？这也要罚我
钱？”收到执法队员开出的 《责令

（限期） 改正通知书》，当事人姚某
看也不看就扔到了地上。面对拒不
配合的姚某，执法人员向他发放

《接受调查通知书》，再次要求其立
即整改并前往中队接受调查。

这是 7 月 1 日 5 时 42 分，发生
在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三江超市胜
丰店垃圾集中收集点上的一幕。

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望春中
队的执法人员陈小建说：“过去往
往有些住户为省去物业收取的零星
装修垃圾清运费，偷偷把建筑垃圾
投放到垃圾桶。”陈小建介绍，条

例明确，个人乱扔建筑垃圾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若为施
工、运输等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
要罚款 10 万元至 100 万元，其他单
位也要罚款 1 万元到 10 万元。

当日一早，姚某就被早班巡查
的执法人员抓了“现行”，且现场
拒不改正。执法队员依据 《宁波市
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的规
定，对其处罚款人民币 800 元。

“本来是想省下几十块钱的清
运 费 ， 没 想 到 会 受 到 800 元 的 处
罚，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收到罚单的姚某懊悔地说。

“新条例建立了装修垃圾责任
管理制度。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将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处罚，最
高 可 处 100 万 元 罚 款 。” 陈 小 建
说，这体现了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建
筑垃圾处置违法行为的决心。

新条例生效首日，宁波建筑垃圾处置首案来了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 宁 唐嘉慧

昨晚，在宁波府城隍庙的宁
波市中医药特色街区，以“宋韵
文化”为主题、融合中医药元素
的首届“甬韵吉市”市集活动开
幕。

这也是酝酿已久的“甬安
里”商业综合体的试营业，标志
着中医药特色街区一期进入新发
展阶段。

据悉，此次市集活动将持续
至 8 月 31 日，共设 29 个室外展
位。市集活动以“古风、治愈、
年轻化”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空
间美学，搭配特色怀旧小吃和中
医药古风文创产品的互动打卡，
以此唤醒“老宁波”老底子的记
忆。

市集开幕现场，体现浓浓国
风生活美学的环境和摊位布置，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有穿
着汉服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徜徉其
中，让人仿佛有一种穿越之感。

海曙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市集活动为契机，后续将
科学谋划进度，推进“甬安里”
项目开业，全力打造好“以城隍
庙为 IP 的中医药特色街区”。

城隍庙首届“甬韵吉市”市集活动开幕
中医药特色街区等待市民打卡

首届“甬韵吉市”市集活动现场。 （陈朝霞 崔 宁 摄）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甬医保

7 月 1 日下午，来自专业机构
的护理人员来到了江北慈城镇宝峰
社区的芦爷爷家中。74 岁的芦爷
爷因为中风长期卧床，已经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从眼角到耳道，根据
护理规范，护理人员对芦爷爷头面
部褶皱较多部位进行了重点擦拭；
清洗了手头部、擦身之后，护理人
员还根据芦爷爷的肌力水平和关节
活动度，为他进行了不少关节被动

活动。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对于有

着 患 病 、 失 能 老 人 的 很 多 家 庭 ，
已 届 中 年 的 子 女 ， 面 临 照 顾 老
人、抚养子女、奔波工作的三重
压力，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伴随
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试点而来
的专业护理人员，让他们得到了
喘息的机会。在现场的宁波市医保
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芦爷爷
正是宁波长期护理保险的居家护理
服务先行先试点中的第一人。“专

业护理就是不一样，流程规范、手
法也专业，老人的状态好了，我们
也能省心很多，长护险真的是替我
们解决了大问题。”芦爷爷的家人
告诉记者。

据在现场的宁波市医保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市正着力
探索将长护险推进到居家环境中，
江北慈城镇和海曙白云街道是宁波
深化长护险的先行先试区。经过评
估，芦爷爷属于重度失能人员，符
合长护险待遇享受标准，成了宁波

长护险的居家护理服务先行先试点
中的第一人。

记者了解到，市医保局成立以
来，就一直致力于破解重度失能人
员居家护理的难题。此次江北慈城
在居家护理服务上的试水破冰，就
是要通过在这块“试验田”上的探
索，实现申报、服务、经办的全流
程闭环实践，为全市深化长护险试
点积累经验，为政策完善提供依
据，以更好满足全市重度失能人员
的护理需求。

我市长护险首例居家护理服务落地

记 者 黄 程
通讯员 芦 懿 桂晨恺

红烧肉、油爆虾、香菇青菜、
茭白炒肉丝，再配上一份例汤，色
香味俱全。6 月 30 日，在镇海区庄
市街道九如城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一场老年助餐试餐会上，庄市街道
40 余 位 老 人 来 到 这 里 免 费 “ 试
菜”。

“ 咸 淡 合 适 ， 菜 也 煮 得 很 软
烂。”家住庄市街道的钟阿婆笑呵
呵地说。“我们会逐步改善菜品风
味、增加种类，确保营养健康的同
时尽量满足老人的口味需求。”庄
市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
试餐会的举办，意味着街道“15
分钟”助餐服务圈即将形成。

九如城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是镇
海 区 首 家 5A 级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将托管庄市街道 7 个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是该区打造“乐养镇
海爱在邻里”嵌入式“托老所”的
首个样板。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内设标准化老年食
堂，日均出餐量 200 余份，是庄市
街道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的“中央食
堂”，配送范围可辐射庄市街道 16

个城乡社区，通过“中央食堂”送
餐、社区助餐点接餐方式，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吃上热腾饭。

据悉，镇海区在全市范围最早
启用“爱心车轮食堂”开展老年送
餐服务。今年，镇海将老年助餐服
务提升项目列入区民生实事工程，
通过建设标准化老年食堂、吸纳社
会餐饮企业、建立社区助餐点和邻
里互助点等方式，打造一批优质的
老年助餐机构，建立镇海区“爱有
滋味”老年助餐地图，构建“15
分钟”助餐服务网络。

据了解，目前已有 28 个机构
申请成为助餐服务点位，全面覆盖
镇海区各镇 （街道）。“今后老人集
中的城乡社区周围 15 分钟内都会
建有老年助餐机构，老人分散的区
域则将覆盖送餐上门服务。”镇海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15 分钟”助餐服务
网络将在镇海各镇 （街道） 全面铺
开，各镇 （街道） 也将结合实际增
加配套支持政策，建立送餐队伍，
保障有助餐需求的困难和高龄老人
吃好饭，逐步打造“政府补一点、
企业让一点、社会捐一点、子女充
一点、老人掏一点”的“五个一
点”可持续老年助餐模式。

老年餐“试餐会”获点赞

镇海打造“15分钟”助餐服务圈

昨日，一场热闹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在镇海九龙湖秦山村举行。
现场，九龙湖黄背包志愿者组织镇海艺术实验小学学生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从小开始树立环保意识，践行乡村振兴发展理念，并用画笔绘制出他
们心中的“青山绿水”。 （唐严 唐斌权 摄）

暑假第一课

廖卫芳

6 月 29 日上
午，宁波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宁波市公筷使用规定》，规定在餐
饮服务场所，两人以上合餐时应使
用公筷。同时，《规定》 倡导在家
庭等其他场所合餐时也使用公筷。
据了解，这是目前已知的全国第一
部公筷立法。

据报道，宁波通过的《宁波市
公筷使用规定》除了明确在餐饮服
务场所，两人以上合餐时应使用公
筷外，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劝告，并
可以通过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投
诉、举报。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将相关情况
纳入餐饮服务行业监管信息。可见，
宁波为公筷“立法”是动真格的。

众所周知，使用筷子夹菜吃饭
是国人千百年来的一个传统习俗。
无论是一个人吃饭也好，还是一大
桌子的人一起吃饭也罢，大家都手
拿各自的筷子夹菜，这已成为一种

习惯。但随着人们文明意识的进一
步提高，以及对自身健康的进一步
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使用
公筷”。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使用公筷”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餐桌
上的“歧视”，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
任、相互嫌脏的一种表现。

其实，大家一起在一张桌子上
吃饭，各自使用自己的筷子夹菜，
这既不卫生，又不利于健康。试
想，一碗菜，十多人，你夹我夹，
口水、唾沫不说，如果这其中有人
患有传染性疾病，那其余的人就极
有可能被交叉感染，造成“病从口
入”。尤其是吃火锅，一个锅底，
十几道菜，都在同一个锅里，大家
使用自己的筷子你捞我夹，卫生状
况可想而知。

因此，笔者以为，此次宁波专
门为公筷“立法”，这不是“小题大
做”，而是契合了民众的现实需求，
具有十分鲜明的导向意义，这不仅是

“传递文明”的需要，更是“呵护健
康”的需要。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公筷“立法”不是小题大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