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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方琴 钟海
雄） 近 日 ， 多 名 网 友 向 宁 波 民
生 e 点通反映，宁波各区多个村
庄 管 理 懈 怠 ， 脏 乱 差 问 题 频
发 。 这 些 问 题 经 流 转 后 ， 相 关
村 子 积 极 行 动 起 来 ， 整 改 迅 速
且有效。

前天，记者在鄞州区桃江村
看到，先前网友反映的问题已一
一整改：草丛中违停的拖拉机已
拖走；健身区域的杂草已清理；
桃江菜市场东侧通道堆放的废旧
矮 柜 、 木 板 等 破 旧 家 具 ， 空 酒
坛、废纸板、啤酒瓶、毯子等物
品清理完毕。值得一提的是，配
电室附近的铁皮棚违建也已全部
拆除。

首 南 街 道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首南
街道和桃江村村委会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乱象进行整
改。针对草丛里违停的拖拉机，
街道通过入户走访，联系到了拖

拉机车主，劝说他将车规范停放
在村内停车场。针对小卖部和菜
市场东侧过道的杂物堆放问题，
村干部耐心劝说相关租户和商户
在规定时间内对相关物品进行清
理 。 针 对 配 电 室 对 面 的 违 建 车
棚，村干部劝说户主及时将铁皮
棚内的车辆转移，并对违建车棚
进行拆除。

针对健身场所区域的杂草，
首南街道组织环卫人员开展了除
草行动，并制订定期除草计划。
同时，街道安排环卫人员对村内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和生活垃圾
桶进行清洗、消杀、除臭，减少
异味污染和蚊蝇滋生。今后他们
还将增加清洁消杀和垃圾清运频
次。此外，针对村里河道垃圾堆
积的问题，由于挖机无法作业，
村里于昨天安排了人员前往现场
清理。

桃江村表示，接下来将举一
反三，针对重点区域安排保洁员

紧盯死守，做好环境卫生常态化
管理。

除了鄞州区桃江村，镇海区
龚家村也对突出的问题进行了整
改。昨天，记者看到龚家村村道
已经焕然一新，原先堆放垃圾和
杂物的区域已经清理完毕，“龚家
超市”小店门口的液化气瓶也被
搬走。原先在龚家村 30 号附近的

绿化带内有不少垃圾，现在已经
被清理干净，目前绿化带已经恢
复整洁。

龚家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接 到 网 友 反 映 后 ， 村 里 第 一 时
间 通 知 保 洁 公 司 前 往 现 场 进 行
清 理 ， 接 下 来 他 们 会 保 持 日 常
的保洁工作，让垃圾问题不再返
潮。

向网友报告：这些村庄问题得到迅速整改

本报讯 （记者邱韵） 社区环
境 好 坏 和 百 姓 生 活 质 量 息 息 相
关。近日，有网友向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鄞州区常
青藤小城环境脏乱，地下车库异
味难闻，小区内多处存在乱拉电
线行为，希望社区和物业能加强
清理、消除隐患。

前天，记者对小区进行了走
访，发现上述问题确实存在。

在小区西门外的水池内，记
者看到，有一些塑料瓶、塑料袋
等垃圾浸泡在水中；小区多处草
丛 内 、 休 息 的 长 椅 上 有 垃 圾 丢
弃。沿着小区东侧围墙走，记者
看到该处墙边绿化带成了杂物堆
放场，废弃的冰箱、空调外机、
油 烟 机 如 叠 罗 汉 一 般 ， 摞 放 在
此。小区商业街一些地面污渍斑
驳，有的商家还将塑料筐、打包
后的垃圾放在店铺外。

小区地下车库的情形也不乐
观。里面不仅灯光十分昏暗，有
的车位上垃圾更是散落一地。一
处 水 泥 柱 边 仿 佛 成 了 垃 圾 堆 放
点，堆着一包包打包好的垃圾，
散发阵阵臭味。楼梯通道区域也
是一片杂乱不堪的景象。

一个居民向记者吐槽，有的
居民为了贪图方便，把垃圾带至

车库后，便不管不顾地丢弃在这
里。保洁人员又清理不及时，地
下车库本就空气流动差，这下气
味就更污浊难闻了，蚊子和苍蝇
也更多了。

随 后 ， 记 者 前 往 小 区 小 高
层。当进入消防楼梯时，记者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不少楼
梯转角处，纸板箱、塑料瓶、木

板等被肆意堆积，多处仅容一人
勉强通过。

小区内除了卫生脏乱外，还
存在乱拉电线问题。记者在商业
街看到，有一家商铺的电线从顶
部拖拽至店铺外，插座悬挂在柱子
上。在地下车库，也有电线从电箱
内接出，有的被浸泡在积水中，有
的在墙角边如一团乱麻。

常青藤小城：

公共区域杂物乱堆，惊煞人！

绿化带成了杂物堆放处。 小高层的楼梯转角被纸箱占据。

拍问题、追原因、促整改。
现诚邀大家一起继续参加“守护
文明随手拍”活动。

您经“宁波民生 e点通”平
台反映的问题，将通过市有关部
门的数字化指挥应用，由相关区
域或部门第一时间受理整改。欢
迎广大市民网友通过以下渠道投
诉举报：

1、在甬派客户端焦点页找
到“守护文明随手拍”图标，点
击参与。

2、 微 信 搜 索 “nb81850”，
关注“宁波民生 e点通”公众号
后，点击底部菜单中的“守护文
明随手拍”，直接发送。

3、登录宁波民生 e 点通发帖
或留言，帖文标题前请加注“wm”。

“随手拍”邀您继续参与

沈 峰

据 昨 天
《宁波日报》民

生版报道，这些天，宁海县岔路镇
下畈村的村民每天傍晚都会在村口
的古樟树下乘凉、聊天、下棋……
据记载，这棵樟树已有 500多年的
树龄，入夏以来，这棵古樟树已成
了村民们的“避暑胜地”。

名园易得，古树难求。从某种
意义上说，哪里的古树保护得好，
也就反映了那里人们的生态意识
强，有较高的文明素质。正如宁海
岔路镇下畈村这棵 500多年树龄的
樟树依然生长茂盛，说明这棵古樟
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值得点赞。

近年来，宁波各地十分重视保
护古树名木，无疑诠释了魅力宁
波、文明宁波的内涵。进一步看，
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底蕴，有没有

文化割裂感，不仅要看辉煌灿烂的
文物遗留，还可以从古树身上感受
出来。古树沧桑的枝干和树皮上，
就写下了最厚重和最生动、最形象
的文化，古树就是历史文化的最好
见证者。

古树枝柯少，枯来复几春。古
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
忆。从长远看，保护古树会对城市
品质、市民幸福感和文化延续带来
价值。愿意花大力气重视保护古树
名木，恰恰显示出一座城市的勃勃
生机。

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和实现市
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就此而言，
古树名木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
公益事业，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期
待古树名木成为“美丽宁波”的生
态名片！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古树名木是生态文明的名片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方舟 林颖婷）“ 早 餐 店 、 健
身 房 、 药 店 ⋯⋯ 社 区 附 近 有 什
么 ， 一 目 了 然 。” 昨 天 ， 家 住 孙
家丽园的市民杨女士用微信扫码
识别了江畔社区网格群里刚发上
来的“便民江北”小程序，线上
体 验 社 区 “ 一 刻 钟 便 民 生 活
圈 ”， 她 指 着 闲 鱼 板 块 激 动 地
说 ：“ 家 里 ‘ 吃 灰 ’ 很 久 的 跑 步
机 可 以 ‘ 出 ’ 给 附 近 需 要 的 人 ，

运费都省了！”
据悉，今年江北区开始全域试

点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便
民江北”小程序是江北区试水掌上
便民服务，推出全省首个集社区商
业、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用
平台。该平台以 5 分钟、10 分钟、
15 分钟为标准圈定生活圈，围绕

“购物、餐饮、服务、文体、一老
一小”5 种业态分项展示，实现了

“一览商户、一键导航”。
打开小程序，记者看到，生

活圈商户主要接入了便利店、超
市 、 菜 市 场 等 基 本 保 障 类 业 态 ，
小吃店、烘焙店、茶艺咖啡馆等
餐 饮 类 业 态 ， 药 店 、 房 屋 中 介 、
美 发 店 、 洗 衣 店 等 服 务 类 业态，
书吧、健身房等文体类业态，以及
幼托机构、儿童教育机构等一老一
小业态。

“我们还打造了社区闲鱼、活

动广场、邻里团购、社区特色这四
大功能模块。”江北区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其中活动广场聚集
生活圈内活动资源，包括社区活
动、商户活动等，支持居民查看活
动详情。

目前，“便民江北”小程序处
于试运行状态，江北辖区的盐仓社
区、大闸社区、白杨社区、广厦社
区、滨江社区、云谷社区等正逐步
增添到该平台。

全省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用平台上线

记者 孙 肖

位于北仑郭巨街道的古镇莲
园 内 ， 百 亩 香 水 莲花竞相绽放 ，
采莲人从上午 8 点半开始就忙碌起
来了。

李太平是古镇莲园里的一名采
莲工，每年的7、8、9三个月是他最
忙碌、最辛苦的时候。

昨天上午 9 点，烈日当空，记
者换上长衣皮裤跟随李太平踏进荷
塘，污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每前进
一步都觉得格外费劲。“在荷塘的
淤泥里走路没啥窍门，走得多了你
就习惯了。”李太平满头大汗，但他
也不擦汗，一手采莲，一手捧莲，
几秒钟采摘一朵莲花，速度飞快。

今年是李太平采摘香水莲花的
第 5 个年头，已到不惑之年的他，
双 手 已 有 不 少 老 茧 。“ 一 到 6 月
份，我就不剪指甲了，让指甲养长
点，这样掐起莲花的茎干时就会容
易很多，速度也会快很多。”李太
平边采摘边和记者分享采摘莲花的
窍门。

“现在我们是按照订单的数量
进行采摘，所以一般要到早上 8 点
多开工后才确定采摘的数量。这段
时间天气炎热，所以采到上午 10
点左右便可收工。”李太平拉着红
色的塑料大盆，半个小时，便摘了
满满一大盆。

“一般两个小时就可以摘 1000
朵香水莲花，现在一朵香水莲花
可以卖到 10 元。”李太平说，现在
还没到盛开期，盛开期后期他们会

更忙。
据悉，一个季度下来，古镇莲

园能产 200 多万朵香水莲花，而这
些莲花的采集工作都需要像李太平

这样的采莲人完成。莲花除了插花
观赏外，还可制成一系列深加工产
品，如香莲花茶、香莲花酒、香莲
护肤品等。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奕碧琼 胡君央

“ 叔 叔 ， 天 热 来 碗 杨 梅 味 冰
粉。”昨天上午，慈溪市古塘街道
金桥社区网格员陆奇杰接过了一碗
孩子们用冰镇杨梅汁调制的冰粉。
凉冰冰，甜滋滋，入口即化，吃一
口齿颊留香⋯⋯吃着这款既养眼又
可口的消暑甜品，他感到丝丝清
凉，“冰粉好吃，谢谢孩子们！”

陆奇杰提到的孩子是参加金桥
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暑期活动的学
生。昨天，他们跟着社区志愿者一起
制作冰粉，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参加活动的有 12 名学生，其
中不少是‘小候鸟’。”志愿者叶建
英说，最近，这些孩子有个心愿，
就是为社区户外工作者做份消暑
品，表达他们的敬意。

孩子们的想法获得古塘街道爱
心企业和志愿者的大力支持。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劳
动者顶着炎炎烈日奋战在一线。社
区发出‘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倡
议，组织志愿者和学生为环卫工
人、社区网格员等做冰粉、送饮
料。”金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施群霞

告诉记者，活动开展前，海通食品
集团专门派人送来几箱杨梅汁，开
启社区“送清凉”爱心接力。

将杨梅汁融入冰粉，做一款富
有慈溪特色的甜品，这是金桥社区
乡村复兴少年宫孩子们的美食创
意。“冰粉原本是无味的，需要红
糖水或薄荷糖水增味，如果加上冰
镇杨梅汁，一定别有风味。”社区
干部施莎莎说，昨天一大早，志愿
者和孩子们相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一起为户外工作者制作冰粉。

昨天上午，记者在活动现场看
到 ， 12 名 学 生 在 志 愿 者 带 领 下 ，
将做好的冰粉打包，放入冰箱冷
藏。“冰粉也叫冻蒲，我们小时候
都吃过。”志愿者叶建英说。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准备工作，
金桥社区志愿者带着孩子们走上街
头，为户外工作者送冰粉。昨天中
午前，当地有 20 名保洁员、网格
员收到这款解暑佳品。

“ 叔 叔 阿 姨 很 喜 欢 杨 梅 味 冰
粉，还夸我们手巧。”学生周天颢
说，“我爷爷是一名环卫工人，平
时工作很辛苦。今天，我想把冰粉
带回家让他尝尝。”

“叔叔，天热来碗杨梅味冰粉”
户外工作者收到孩子们定制的消暑佳品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东西向的一
条主干道，中山西路 （环城西路-
翠柏路） 的交通组织调整备受关
注。昨天是限行首日，车道规模由
双向 6 车道缩减至双向 2 车道。路
面情况如何，记者分别于早高峰及
晚高峰来此蹲守观察，发现因预警
到位，分流给力。

昨天上午 8 点 30 分，记者来到
中山西路与环城西路路口。按照原
计划，交通早高峰结束以后，中山
西路 （环城西路-翠柏路） 就将开
始“减道”。但实际的情况是，因
之前的预警宣传较为到位，很多市
民选择避开这一路段出行，这里的
早高峰并不像以前那样拥堵。

从上午 8 点 20 分开始，这段路
的交通流量就开始回落了。在现场
蹲守的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决定逐
步进行交通组织调整，留足缓冲。
为此，施工人员用硬隔离栏将西往
东的半幅道路先行“减道”——由
单向 3 车道变为 1 车道。另半幅道
路，也就是东往西方向，则用警示
筒隔离，以便应对晚高峰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

车道减少，影响自然有。记者
看到，想要转弯进入这一路段的车
辆一时间在环城西路上排起长队。
而随着早高峰渐入尾声，这一情况

略有好转。从当天上午总的通行情
况来看，平稳是主流。

真正的“考验”是在晚高峰。
昨天下午 4 点，记者再次来到

这一路段，观察限行带来的影响。
从下午 4 点 30 分开始，影响就出来
了：因为车道减少，车辆不得不排
队通行。至下午 5 点 30 分后，晚高
峰流量开始攀升，这段路的通行也
慢了起来，但没有出现因为拥堵而
导致通行中断的现象。

随后记者来到中山西路与翠柏
路路口，发现这边通行情况还可
以，当然也有一些较为明显的改
变，就是周边几条道路进入限行路
段的车道减少了，而且信号灯时长
也有了变化。事后了解，这是交警
部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拥堵作出的
微调。

傍晚 6 点后，交通流量开始往
下走，至傍晚 6 点 30 分，这一路段
的通行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中山西路 （环城西路-
翠柏路）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堵，是
有多个因素造成的。其中很大的一
个原因就是分流成功，其他路网各
自承担了一部分压力。层层分担下
去，拥堵就相对不明显了。

记者从宁波交警指挥中心获
悉 ， 当 晚 的 环 城 西 路 、 通 途 路 、
环城北路、联丰路等周边道路的
流量因分流有所上升，但通行还算
顺畅。

中山西路（环城西路-翠柏路）限行首日

记者现场蹲点：
预警到位，分流给力

小志愿者向户外工作者送杨梅味冰粉。

采莲工李太平在莲花池里工作。 （记者 许天长 摄）

盛夏采莲人，日采莲千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