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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五破五比五先”行动

本报讯（记者郁晶莹 余姚市
委报道组劳超杰）“多亏了‘乡村
两官’，这块土地才能发挥它的价
值！”近日，余姚市人大代表张兴
华拿着司法确认裁定书，满脸兴奋
地告诉记者。

张兴华在余姚市梁弄镇有块土
地，因承租人资金短缺，原定的建
设工程项目迟迟未动工，土地长期
荒废闲置。张兴华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

时，余姚启动了“乡村两官”走进
代表联络站机制，通过与法官、检
察官面对面地交流，张兴华通过法
律途径，成功解除了与承租人之间
的土地租赁关系，闲置土地终于

“活”起来了。
“乡村两官”走进代表联络站

机制，即乡村法官、乡村检察官走
进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余姚开展

“五问五破走在前，五比五先争一
流”机关作风建设的专项行动，旨

在纠治机关作风问题，提升干部党
性意识、精神状态、能力素质，推
动社会法治建设、市域治理现代
化。“乡村两官”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实际行动解决群众关心的法
律 问 题 ， 让 人 民 群 众 在 “ 家 门
口”就能感受到“两院”优质的
司法服务，也让“两院”的各方
面工作能听到人民意见、受到人
民监督，真正做到集民意、解民
忧、聚民心。

“我们希望通过‘乡村两官’
进代表联络站机制，拓展深化代表
联络站功能，积极发挥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的前哨阵地和一线窗口作
用。”余姚市人大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余姚已按照“一个代表

联络站入驻一名乡村法官和一名乡
村检察官”的标准配置，在 21 个
乡镇 （街道） 全面推行“乡村两
官”进代表联络站机制。除了对群
众“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进行解
答外，“乡村两官”也将通过该机
制在基层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和矛盾
化解，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推动
基层法治建设与平安建设。

与此同时，余姚还推出了“两
官进站”应用场景，该场景集合在
线意见建议提交、法律咨询、线索
提供、解纷协助等功能，通过数字
赋能实现“乡村两官”线上线下同
步进站，使人大代表、乡村法官、
乡村检察官更好地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

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余姚“乡村两官”进代表联络站为民解忧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杨雯淇 庞伟律）“这里的无障碍
设施特别规范，使用起来也很简
单，以后来这里阅读方便多了。”
近日，在江北区文化中心，残障人
士小何化身图书馆体验员，向记者
分享图书馆无障碍设施改造升级后
的使用心得。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进一步
保障特殊群体阅读学习需求，实现
精神文化共富，江北区残联积极推
进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改造工作，
按照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
规范》 要求，投资 340 余万元，对
江北区文化中心进行了全方位的无
障碍环境改造和设施升级。经过半
年多的努力，目前，江北区文化中
心无障碍改造项目已圆满完成，专
业机构的专家对项目进行了审查验
收，辖区残障人士对项目进行了初
次体验，可最大程度确保无障碍设
施改造提升工作符合特殊群体真实
需求。

走进江北区文化中心，整洁的
无障碍盲道从大厅入口一路铺设至

图书馆盲文阅读室，无障碍服务
台、无障碍休息区、带有盲文标识
的无障碍厕所、爬楼机等设施一应
俱全，现代科技与贴心服务的完美
结合，让这里成为特殊群体汲取知
识、提升自我的一方“宝地”。

“我们专门对盲文阅读室进行
了改造，成为这个项目的最大亮
点。”图书馆负责人告诉记者，改
造后的盲文阅读室，可满足不同视
力等级、不同阅读需求的视障人士
使用。配备的台式电脑助视器可帮
助视弱人群实现正常的电子阅读，
外形酷似墨镜的智能阅读器则可帮
助盲人进行纸本阅读。他说：“无
需任何外界帮助，只要像戴眼镜那
样将智能阅读器架在鼻梁上，让阅
读器的摄像头对准纸质书籍，就可
自动识别书籍里的文字，并转化为
语音播放出来，让盲人朋友也能轻
松实现阅读自由。”

据悉，今年，江北区还将对学
校、银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
10 处公共服务场所进行无障碍改
造。

让特殊群体共享“书香气”

江北区文化中心实施无障碍改造

残障人士坐着轮椅逛图书馆。 （王宇燕 虞家威 摄）

本报讯（记者许天长 通讯员
陆婧楠 刘佳锋）“叔叔阿姨爷爷
奶奶，我们刚做的绿豆糕，买一点
吧，可好吃了。”“阿姨，你看一下
这个绿豆糕，绿色无害，而且卖的
钱我们都捐给慈善组织。”昨日，
东柳街道安居社区与辖区鄞州区
第二实验小学、曙光中学学校合
作，将劳动课程与德育教育融于
暑假日常中，组织 10 余名小小志
愿者和他们的家长在社区活动室
动手做绿豆糕，再将制作的糕点
在社区里进行义卖，义卖所得将全
部捐赠给慈善组织。

东柳街道不断扩大文明向善
“朋友圈”，与辖区学校开展校社联
动，通过让孩子自己动手制作、义
卖、捐款等实践活动，在孩子心中
种下文明向善的种子，本次安居社
区义卖活动正是“东柳好人文化”
宣传实践课程的一部分。

当天一大早，家长和孩子就来
到社区活动室，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小朋友取绿豆泥搓团，按压成
饼状并包入内馅，填装至模具中压
实，一枚精巧可爱的绿豆糕就诞生
了。

10 点多，大家把做好的 100 多
个绿豆糕整齐地摆到社区义卖摊位
上，在小朋友的吆喝中，居民们纷
纷驻足询问价格。“没想到做的这
么好吃，香甜软糯，小朋友都很

棒。”顾客林阿姨说。“绿豆糕清凉
解暑，很适合夏天吃，我还想趁着
暑假多做点，把钱捐给有需要的
人。”小志愿者殷悦高兴地说。

没多久，绿豆糕就卖空了，家
长李赛亚说：“社区和学校一起组
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既丰富了
暑假生活，又能让小朋友献爱心，

可以教导孩子不断向善。”
据悉，这笔义卖所得的善款将

以“慈善一日捐”的形式，捐给市
慈善总会。

小小绿豆糕凝聚孩子们的勤劳和爱心
东柳街道安居社区校社联动助力文明向善

图为孩子们正在卖爱心绿豆糕。 (许天长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徐铭怿 胡倩） 几张桌子、几把椅
子支起了临时办公区，一个本子上
密密麻麻写满“诉求”，现场办事
的人络绎不绝⋯⋯昨日上午，在宁
海县力洋镇田交朱村文化礼堂内，
该镇村镇建设办和农办的 5 名干
部，正在与村民交流，解决他们的
烦心事。

“我家的老房旧了，想要拆掉
重建，手续怎么办？”村民王孟聪
带着村镇建设办干部张金鑫来到了
家里，希望能够审批老房翻建。张
金鑫和村干部一起仔细踏勘、画草
图，1 个小时就帮助王聪孟理顺房
屋拆翻建手续。张金鑫表示，接下
来，他们会到镇里出具正式图纸，
等待审批。

农作物出现旱情怎么办？养殖
塘承包如何招投标？农业生产安全
用电怎么做？在跳头村现场办公
后，农业农村办公室的干部杨继斌
带着农办的干部一起到实地察看了
农作物的干旱情况，协调了农田用
水，还为李小元等几位村民普及了
农业生产安全用电知识。

村民秦岳忠提出，受持续高温
干旱影响，胡陈港近期处于枯水
期，内河水位偏低，上游来水不
足，胡陈港水体变咸，而咸水倒灌
入胡陈港支流横河和直河，造成村
周边土地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希望
农办给予解决。

杨继斌带着镇、村干部一起到
实地察看后，了解到咸水倒灌的原
因是竹屿闸出现地面沉降，从而没

能将咸水阻挡在闸门外。杨继斌表
示，镇里已将竹屿闸修复工程排入
计划，预计在 9 月对闸板进行加
长，届时将彻底解决咸水倒灌问
题。“镇干部进村办公，村民很方
便、很满意。”跳头村村党支部书
记杨誉杰说。

力洋镇有 19 个村 （社），分布
零散，之前，涉及组织、建设、民
生的诸多事项，事多面广，村两委
会干部容易捉襟见肘，当百姓遇到
棘手问题，程序较为复杂时，往往
小事被“拖”成了大事。

8 月初，力洋镇召开“五问五
破强革新、五比五先争奋进”作风
建设行动动员会，结合“周二下
村”制度，组织 8 个职能科室的 69
名干部，进村入户听民声、察民
意、解民忧，实现“群众找”到

“找群众”的转变。
问题可以讨论，意见可以表

达，办公现场群众有啥说啥，能
解 决 的 当 场 解 决 ， 不 能 解 决 的 3
天 内 给 予 答 复 。 下 村 办 公 第 一
天，就在跳头、田交朱等 4 个村
解决实际问题 30 余个，带回问题
清单 20 余张。

“问题在一线解决，责任在一
线落实，我们的干部每周都会去几
个村现场办公，破解难题，切实解
决群众的烦心事。”力洋镇党委书
记葛知宙说，这项工作将长期坚持
下去，力洋也在同步梳理制定监督
考核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工作
闭环，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借鉴的
创新品牌。

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支起临时办公区

宁海力洋乡镇干部
进村解决村民难题

本报讯（记者成良田） 近日，
由宁波儿童文学作家袁晓君创作的

《我的家乡在浙里》（小学版） 经浙
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
过，成为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爱
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用书。

该教材从“深厚文化润浙江”
“绿水青山美浙江”“群星璀璨耀浙
江 ”“ 共 富 路 上 看 浙 江 ” 四 个 方
面，用小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描绘
了中华文明在之江大地的华丽绽
放 ， 呈 现 美 丽 中 国 的 浙 江 “ 样

板”，书写浙江人杰地灵、英雄辈
出的美丽画卷，以及浙江人民奋发
图强，大步走在争创社会主义现代
化先行省和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大道上的宏伟前景。

在写作过程中，袁晓君本着严
谨科学的态度，在查阅大量权威资
料的基础上，以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的创作自觉，尝试以儿童视角来呈
现这些“严肃”的内容。“随着写
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作为一名
浙江人的自豪，也觉得自己有责任

将这份情怀传递给新时代的接班
人。”袁晓君说。

在书的结尾，她写道：从上山
文化到浙江精神；从安吉余村到全
域大花园；从历史文化名人到最美
浙江人；从“口袋要鼓”到“脑袋
要富”。跟随这本书，我们一起在
时光隧道里探秘浙江文化，一起在
文字图片中走遍千山万水，一起在
精彩故事中对话名人英雄，一起在
字里行间感受浙江样板的无限活
力。

“希望这本书能激发学生们爱
党，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而
感恩新时代，感恩幸福生活，畅想
美好未来。”袁晓君说。

袁晓君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曾出版

《十五岁的星空》《陪你的时光》 等
儿童长篇小说 30 余部，其作品多
次荣获国家及省、市奖项，个人也
曾被评为宁波市宣传文化系统“六
个一批”人才及镇海区优秀人才
等。

宁波作家所著《我的家乡在浙里》（小学版）
成全省爱国主义教材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陈
皎宇 梅栋 范晓磊） 昨日，在南
京举行的全国射击锦标赛女子 10
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宁波运动员
王育和浙江队队友合作参赛，以
1726 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其中王
育打出 575 环的好成绩。此外，3
名宁波运动员张钰、刘军辉和马桢
波 代 表 浙 江 男 队 出 场 ， 他 们 以
1731 环的总成绩夺得男子 10 米气
手枪团体亚军。在下午的个人决赛
中，张钰通过加枪环节战胜对手，
摘得铜牌。

据了解，王育 2004 年 2 月出生
于宁波镇海，小学时就读于镇海蛟
川中心学校。该校是宁波市射击运
动传统项目学校。从 2016 年 7 月进
入宁波体校开始接触射击，师从查
劲松、王珠。她在 2018 年浙江省
运会女子丙组气手枪比赛中夺得冠

军，2019 年全国青少年 U18 射击
锦标赛，王育获得全国 U18 慢加
速团体冠军、气手枪团体和个人两
项亚军。今年 8 月 7 日，王育获得
2022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射
击甲组 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金
牌。

张钰、刘军辉和马桢波 3 人均
由宁波体校的陈子定教练输送至浙
江省队，张钰、刘军辉来自宁波北
仑，马桢波来自宁波慈溪。刘军辉
和张钰分别在霞浦小学和长江小学
时通过选拔进入宁波市体校。2019
年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运会
上，张钰、刘军辉与队友合作夺得
男子乙组气手枪团体冠军。同时，
刘 军 辉 获 得 男 子 10 米 气 手 枪 亚
军；张钰与队友合作摘得乙组气手
枪混合团体第二名的佳绩，并达到
国家级运动健将标准。

全国射击锦标赛举行

宁波运动员
再获一金一银一铜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夏晶） 昨日下午，一名外卖
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海曙区石
碶街道新区社区辖区内的食品街，
发现两边沿路新添了三个绿底黄框
的长方形区域，上面写着“骑手停
车区”几个醒目大字，便将车停
进，随后步入身后的餐饮商户取
餐。为外卖小哥划定专属停车区，
是石碶街道为规范外卖小哥停车、
提升市容市貌的创新之举。

据了解，食品街是石碶街道辖
区内的一条核心美食商业街，毗邻
洛兹广场、星荟广场两大商圈，附
近有餐饮类商户近 30 家。同时，
食品街背靠多个居民小区，人口密
度较大，成为外卖集中交汇流通的
区域。每逢用餐高峰期，有大量外
卖小哥的车辆汇聚，抢时间、赶送
货，容易产生乱停车等影响正常秩
序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街道与所在
社区进行实地查看和讨论，决定在
食品街两边沿街设置三个外卖骑手
停车区，让外卖小哥的车子集中停
放到这三个区域中，避免乱停车等
现象产生。”石碶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

记者现场看到，这三个外卖骑
手停车区为大小不一的长方形，采
用了醒目的绿底黄边绘制，能清晰
地和其他非机动车辆停车区区分开
来，三个区域长度 12 米至 20 米不
等，宽为 1.5 米，总面积约 120 平方
米，可同时停放近百辆外卖车辆。

“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在辖
区 其 他 地 方 也 设 置 ‘ 骑 手 停 车
区’，进一步规范停车。”石碶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街道还将联合
相关部门在靠近停车位的区域设置

“外卖小哥驿站”，让小哥能在忙碌
劳累的工作中暂时歇息。

海曙外卖小哥
有了“专属”停车区

本报讯 原宁波市科技情报研
究所所长、离休干部李延祯同志因
病治疗无效，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
在家逝世，享年 99 岁。

李 延 祯 同 志 籍 贯 山 东 历 城
县，1922 年 12 月出生，1948 年 11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 年 12 月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49 年 5 月 至
1956 年 11 月，先后在宁波市军营
会计部、宁波市财政局、中共浙

江省委党校、中共中央华东局办
公 厅 、 共 青 团 浙 江 省 委 工 作 ；
1956 年 12 月至 1969 年 6 月，任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办 公 室 副 科 长 、 科
长 ； 1971 年 9 月 至 1975 年 4 月 ，
在 宁 波 市 园 林 处 工 作 ； 1975 年 5
月至 1979 年 8 月，在浙江省宁波
地震台工作；1979 年 9 月，任宁
波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1983
年 11 月离休。

李延祯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