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余姚市中舜江边一截污检修
井污水外溢，接到问题线索后，市治水办
立即组织人员与余姚市治水办一起进行现
场勘查、走访，发现由于第三方养护单位
操作不规范，导致检修口未完全封闭，加
上当地连续强降雨、截污管内水位升高，
进而发生外溢。

找到问题症结后，市治水办立即下发
整改通知，责令相关部门立即处理，并举
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确保此类情况不再
发生。

从接到问题线索到问题整改完成，只
用了 5 个工作日。这是市治水办开展全市
水环境“找寻查挖”问题“提速清零”行
动以来处置的案例之一。

结合“找寻查挖”专项行动，市治水
办严格实行“一案一策”“一案一档”，在
问题“发现——流转——反馈——督查”
闭环机制的基础上，按照问题轻重程度，
对一般问题、重点问题进行分类梳理，提
高流转处置的时限要求。

“接到问题线索后，我们要求相关人
员在 2 小时内到达现场查看，并填写反
馈表，报治水办备案。”市治水办督查一
组负责人介绍，根据问题类型，每个问
题要求在 5 个至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反

馈，同时，处置结果由属地进行反馈，
典型问题通过公众号公开“晾晒”，使
“‘碧’有回响”的全流程反应机制高
效运转。

提速清零提速清零 紧盯问题闭环整改

撰文 王博 舒沁 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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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找寻查挖”问题“提速清
零”行动成果，市治水办进一步完善涉
水问题常态化排查机制，建立两周涉水
舆情通报制度，做到已改问题“回头
看”、动态问题“再排查”、共性问题

“常提醒”，切实发挥督查工作督节点、
督难点、督整改的倒逼作用。

“我们对前期已发现、已整改的问

题，加强明察暗访，一看是否确实整改到
位，二看是否存在反弹反复问题，切实杜
绝‘纸上整改’‘口头整改’现象。”市治
水办相关负责人说。连日来，市治水办通
过下沉现场实地抽验、无人机巡检等方
式，完成“回头看”验收点位 200 余处，
对整改进度滞后的下发督办单；对整改不
到位、不彻底的，重新纳入整改销号闭环

管理。
加强水环境动态问题的边查边改、再

查再改、常查常改。特别是对重点流域、
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餐饮） 等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惩治破坏水生态环境行
为。同时，落实乡镇 （街道） 属地责任，
进一步加大对河 （溪） 边、海 （水库）
边、路边、厂 （餐饮店） 边、村 （小区）
边的巡查检查力度，做到水面清脏、排口
清污、岸边清乱，全力打造水清岸绿的生
态美景。目前，动态自查问题整改率保持
在 99%以上。

常查常改 加强问题动态化解

“甬有碧水”，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发
力，更需要“集民智、多举措、聚合力”。随
着涉水问题投诉热线多渠道陆续公布，

“官方+民间”联动“找寻查挖”，进一步
织密了涉水问题发现处置网络和水生态
环境防护网络。

“我是通过‘宁波五水共治’公众号
了解到涉水问题投诉热线的，反映后很
快有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处理⋯⋯”家
门口的河道问题处置完成后，市民郑先
生称赞治水部门反应快、效率高，让民众
切身感受到政府部门对涉水问题的重

视。
如今，每年有近 10 万市民活跃在护水

治水的活动平台上，并陆续涌现出风雨无
阻守护社区清流的“妈妈护河队”、自掏腰
包购买智能无人船巡河的“春天护河团”、
守护象山百里黄金海岸线的“蓝色护海”志
愿服务队等民众自发形成的特色护水队
伍。

控源、截污、生态提升，督查、整改、动
态清零⋯⋯在多方共同守护下，宁波已连
续 5 年获得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截至
今年 9 月底，全市 11 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

率达到 100%；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 30.66
公里；全市 13 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始终保持 100%；2 个省级工业
园区和 24 个市级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
区”创建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为 3900 万元、2
亿元。

一幅青山碧水画卷随之铺陈开来，全
市已成功建设市级“美丽水乡”30 个、市级

“水美村庄”100 个、市级“美丽河湖”56 条
（个），其中 44 条（个）被评为省级“美丽河
湖”。

公众联动 织密治水护水网络

水美宁波

“碧”有回响 护水本色

慈溪市虞波江路与金一路交叉口出现冒水现象，相关部门
立即整改，对破漏之处第一时间进行气囊封堵；鄞州区民安东路
船级社大楼外非机动车道上有窨井盖冒出污水，多部门当即联
合采取措施，防止污水继续冒溢……

近日，“宁波五水共治”微信公众号开辟“‘碧’有回响”专栏，对
自主排查发现的水环境问题及群众反映件整改落实情况予以集中

“晾晒”，让民生反映第一时间见回音、涉水问题逐件逐项有回响。
今年以来，市治水办结合“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专项行动

和市委“甬有碧水”攻坚行动，以限时闭环“全程督”促突发问题
“即时改”，以难点问题“闭环解”促常态工作“长效管”，确保全市
水环境质量稳定并持续向好，以实际行动全力打造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生态“金名片”。

我市以查促改我市以查促改，，以改促管以改促管，，着力推动水环境长效治理着力推动水环境长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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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邵滢 通讯员孙旭东） 昨日
下午，一堂别开生面的非遗体验课
在慈溪市桥头镇“幸福集市”开
课 。 现 场 ， 40 多 名 前 来 “ 学 艺 ”
的市民代表在文化志愿者王储指导
下，体验越窑青瓷拉坯制作工艺。

“ 我 是 第 一 次 参 与 制 作 越 窑 青
瓷。”市民董女士说，在“幸福集
市”，大家与越窑青瓷工匠面对面
交流，零距离感受越窑青瓷的独特
魅力。

昨日是慈溪第六个“市民幸福
体 验 日 ”。 400 多 名 市 民 代 表 在

“幸福引荐官”等带领下，前往该
市 各 镇 （ 街 道 ） 幸 福 体 验 线

（点），体验城乡发展成果。“今年
的‘市民幸福体验日’，慈溪精心
推出‘幸福课’‘幸福展’‘幸福集
市’等体验线路，引导市民积极践
行‘浙风十礼’，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一起解码‘幸福慈溪’。”慈溪
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非遗体验互动展示是今年慈溪
“市民幸福体验日”的亮点活动之
一。在幸福体验线（点），新老市民代
表打卡“非遗集市”“非遗课堂”，畅
享“非遗盛宴”。其间，宁波市级草编
技艺非遗传承人周荷花在长河开设
的草帽编织课人气颇旺。“课堂上，
我们体验编草帽的‘起顶’环节。在
周老师的指导下，我已慢慢上手，希
望再接再厉，编一顶‘幸福牌草帽’
送给家人。”谈到编草帽初体验，市
民张女士意犹未尽。

今年，慈溪还邀请 8 名行业代
表担任“幸福引荐官”，推介当地
幸福体验线 （点） 和项目。在昨日
龙山举行的“非遗幸福集市”，慈
溪作家徐春莉客串了一回“非遗推
广大使”，带着市民代表品尝传统
美食，观看非遗表演。“我们还一

起欣赏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宁
波农民画） 代表性传承人范秋波的
新画作，并在她的指导下画农民
画。”徐春莉表示，农民画带给她
不少创作灵感，希望今后多创作反
映宁波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学作品。

“市民幸福体验日”活动让慈

溪市民感受慈溪的内在美、外在
美、发展美，激发他们参与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截至目
前，该市已在城乡设立 390 多个幸
福体验点，推出 28 条特色体验线
路；集中开出“幸福巴士”1900
余辆次，惠及群众约 90 万人次。

昨日是慈溪第六个“市民幸福体验日”

市民代表乘“幸福巴士”畅享“非遗盛宴”

慈溪市民代表在体验编草帽。 （谢燕彬 陈章升 摄）

本报讯 （记者黄银凤 通讯
员陈莹） 前天，“斯是陋室——中
国书斋文化艺术展”在宁波图书馆
永丰馆二楼展厅开展。

展览选取了宋代至近现代的与
阅读场所有关的 30 幅画作，分书
斋器物之美、书斋景色之美及无地
不成书斋三部分，对书斋文化进行
展示，每幅画作的下方贴了二维
码，读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查
看关于画作的详细解读。

展 出 的 画 作 中 既 有 山 泉 沟
壑、五彩云霞、雨后新竹、高树
深 蝉 ， 也 有 疏 梅 瘦 竹 、 冷 雨 残

花，画作不仅描述了书斋空间，还
讲述了一个个文人故事。同时，画
作中描绘的书房器物也体现了不同
时代的文人审美情趣。比如，端州
的砚台、青瓷的笔洗、红木的桌
几 、 德 清 窑 的 砚 滴 、 湖 州 的 笔 、
徽州的墨等。

“此次展览不仅仅是对中国古
代书斋的绘画呈现，同时也是对中
国书斋文化的一个梳理。”宁波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展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
广委员会主办，宁波图书馆承办，
将持续至 10 月 26 日。

宁波图书馆
举办中国书斋文化艺术展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何郑巧）10 月 15 日是第 39 个国际
盲人节，昨日上午，余姚市残联联合
盲人协会和社会爱心助残团队，在
余姚市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了庆祝第
39 个国际盲人节暨喜迎二十大·健
康携手行活动。

现场，余姚市关心关爱银助团
向参加活动的每一位视障人士送上
一份爱心小礼物。在余姚有邻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爱心团队的带领和帮
助下，视障人士席地而坐，围成一
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书籍，开始阅
读。在文字的力量之中，大家感悟到

生命的美好，重新认识自己，保持乐
观向上的精神。

随后，心明跑团志愿者们携手
视障人士进行跑步运动。在跑步之
前，志愿者细致耐心地一对一指导
视障人士做好热身准备。在跑步过
程中，志愿者不断提醒视障人士注

意跑步姿态，指导他们调整好呼吸，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大步向前、畅快
奔跑的快乐。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
广大视障人士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坚
定了广大视障人士坚强面对生活的
信心。”余姚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

余姚残联举行国际盲人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宁姣彤） 近
日，宁海县一市镇越白线 （东岙至
武岙段） 给水主管工程重启建设，
涉及上千名村民的用水难题可望在
今年年底前得以彻底解决。“多亏
了县里推行涉路施工活动许可‘一
件事’改革，让事情有了转机。”
一市镇重点项目建设办负责人王敏
说。

为解决一市镇武岙村村民的生
活用水问题，去年 6 月，一市镇人
民政府和宁海县水务集团着手实施
越白线东岙村—武岙村给水主管项
目建设。该项目计划在县道越白线
东岙村—武岙村段铺设长为 5 公里
的给水管，用水量为每小时 19.4 立
方米。

受当地沿旗门港海涂的盐碱
土质影响，给水管只能埋设在县
道越白线路肩位置。但这需要到
交 通 部 门 申 请 涉 路 施 工 活 动 许
可。

接到项目申请后，宁海县交通
运输局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踏勘，
发现该工程不符合涉路施工活动许
可范畴。因为按照相关规定，管道
只能埋设在公路两旁建筑控制区

内，不能入侵公路硬路肩范围。那
么多老百姓的用水难题怎么解决？
这让宁海县交通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谢久安犯了难。

为此，宁海县交通局提出按照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作风建设要
求，对涉路施工活动许可进行改
革，上月 20 日，该县出台 《宁海
县涉路施工活动许可“一件事”改
革实施方案 （试行）》，通过制度
重塑，规范管理，对涉路施工活动
许可进行流程再造、分类审批。对
可以许可的项目进行简化；对不予
许可又涉及重大民生实事的涉路施
工项目按照“高标准、严要求”进
行备案移交；对不予许可的项目，
通过审管联动，加大执法力度，形
成管理闭环。

与此同时，县相关部门组织由
专家、技术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
工作队到工程沿线道路及附近村庄
实地走访、踏勘。经过多次现场踏
勘、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方
案，并邀请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进
行合理性审查。目前，一市镇越白
线 （东岙至武岙段） 给水主管工程
在交通执法队的监管下开始动工，
预计年底前完工。

宁海推行涉路施工活动
许可“一件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