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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吴立高 李银涛

清除杂草、鞠躬默哀、敬献
自制小白花⋯⋯昨日上午，雨过
天晴的宁海县强蛟镇峡山村大屿
山革命烈士墓，像往年一样迎来
了络绎不绝的祭扫队伍，强蛟中
小学师生分批前来看望长眠于此
的革命烈士。

“同学们，不管什么时候，也
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树立远大
理想、珍惜幸福生活，做一个对
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给孩
子们讲述烈士故事时，86 岁高龄
的原强蛟镇中心学校校长王成恕
的声音依然铿锵有力。

一年又一年，这已是强蛟中
小学师生接力守护、祭扫烈士墓
的 第 55 个 年 头 。 自 1968 年 以
来 ， 强 蛟 中 小 学 师 生 55 年 如 一
日接力守护烈士墓，每年清明节
前夕祭奠革命烈士成为学校的传
统，烈士故事滋养一代又一代渔
乡学子。

位于大屿山的革命烈士墓始
建于 1968 年，离强蛟中小学的直
线距离只有 200 米。当年，峡山
渔乡渔民将 1949 年春在强蛟群岛
牺 牲 的 孙 范 章 和 另 两 位 无 名 烈
士，以及 1950 年元月在茅山头牺

牲的石清友烈士遗骨合葬在大屿
山，并合计立起一块纪念碑，在
纪念碑上刻上烈士事迹，让后人
永远纪念他们。

由于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
遍较低，烈士墓碑文的撰写成了
一道难题。于是，乡亲们找到村
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当时的强
蛟镇中心学校校长王成恕，请求
其帮忙撰写碑文。王成恕毫不犹
豫地答应下来。从那以后，王成

恕带领师生踏上了漫漫守护路，
年年不辍。

“被敌人包围的危急时刻，孙
范 章 等 战 士 毫 不 畏 惧 、 以 寡 敌
众，在成功完成阻敌任务后，全
部壮烈牺牲。”王成恕讲述着。草
木葱茏的烈士墓前，少先队员、
团员排成整齐的队列，在老师的
带领下用心感受革命先烈在枪林
弹雨中英勇献身的画面，听到动
情处，不少学生潸然泪下。

“ 老 校 长 退 休 已 经 20 多 年 ，
每年仍坚持为孩子们讲述烈士故
事，从未间断。”提及老校长，带
队祭扫的强蛟镇中心小学校长张
海 标 的 话 语 里 充 满 了 敬 意 和 钦
佩。他告诉记者，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变迁，如今中小学已经换了
好 几 任 校 长 ， 老 师 也 在 不 断 更
替，但接力守护烈士墓的传统，
已在一届又一届师生的心底烙下
了深深的红色印记，不断激励大
家砥砺前行。

守护的是烈士墓，传承的是
英烈精神。“除了清明节，我们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学生到烈士
墓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入
团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强蛟中学
团支部书记周宇晖老师介绍，学
校把烈士墓作为学生思政课教育
基地，通过用好地方党史这部鲜
活 教 材 ， 教 育 引 导 学 生 立 鸿 鹄
志、做奋斗者。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我们
一定会继续守护下去。”强蛟中学
校长范鸿魁介绍，强蛟地处象山
港畔，在校就读的学生以当地渔
民子女居多，他们的祖辈曾在海
上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了解
放军的燃眉之急。如今，在强蛟
镇，革命烈士的事迹早已家喻户
晓，烈士精神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不断成长。

55年从未间断

宁海渔乡师生接力守护烈士墓

记 者 陈结生
通讯员 方 舟 丁宇沁

昨天上午 9 点多，记者在江
北区慈城镇黄夹岙公墓看到，前
来扫墓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罗
女士一家来到生态墓区，在祖父
母墓前，拂尘、献花。

鲜花诉说思念，丝带表达追
思。近年来，江北区各大公墓基
本实现无烟祭扫，禁止携带可焚
化 祭 祀 品 。 市 民 积 极 响 应 ， 绿
色、文明祭扫更加深入人心，而
节地生态安葬也越来越受到市民
认可。

据 了 解 ， 江 北 区 自 2012 年
实施殡葬惠民政策至今，实现全
市 首 个 生 态 殡 葬 减 免 全 额 全 覆
盖，连续两年成功创建省级公益
性节地生态安葬示范点，累计为
群众减 免 各 类 殡 葬 费 用 1310 万
余元。

江北区通过编制 《宁波市江
北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按
照节约土地、保护山林的原则建
设节地生态型墓地，结合当前公
墓实际现状及荒山荒地、贫瘠地
分布情况，整合全区殡葬资源，
积极推广树葬、花坛葬、壁葬、
草坪葬等生态葬法并落实全额免
费服务，并给予生态葬每穴不低
于 4000 元 的 全 额 补 贴 。 截 至 目
前，已累计免费提供骨灰盒 2712
只、入葬生态墓地 929 穴。

为打造生态型、园林式、人
文化的现代墓区，江北区民政局
出台绿色公墓管理办法，明确公
墓所属村为管护主体，建立每村
1 人的专人管护机制，在生态墓
区 积 极 开 展 绿 化 活 动 ， 种 植 龙
柏 、 红 石 楠 、 广 玉 兰 等 18 种 植
被，打造“二十四孝”墙绘、烈
士纪念堂和遗体捐赠纪念碑等文
化纪念场景，构建景观长廊、林

间小道、园林小品等，实现三季
有花、无处不景观。目前，全区
建成勤丰村和虹星村两个生态安
葬行政村。

此外，江北区积极倡导“文
明殡葬”树新风，厚植符合节地
生 态 、 绿 色 环 保 要 求 的 安 葬 理
念，倡导利用文化礼堂等场所置
办 小 规 模 家 宴 ， 成 立 红 白 理 事
会，将丧事简办等移风易俗活动

纳入村“五星达标”评价验收制
和村规民约，并设立“移风易俗
公示栏”，试点推出“红白喜事监
督员”，累计丧事简办 653 例，节
约资金近 500 万元。同时，推出
鲜花祭祀、网络“云祭扫”等新
型环保祭祀方式，多部门联动开
展“纸钱换鲜花”活动，累计线
上祭祀达 1.4 万次，发放文明殡葬
宣传手册 8542 册。

让生命终归自然让生命终归自然

节地生态葬成新风节地生态葬成新风

记 者 黄合
通讯员 蒋杰 岑参

清明节，除了一个家族的慎
终追远，也是整个民族纪念缅怀
先烈的日子。革命遗址、烈士故
居、纪念设施等“红色根脉”是
不是破损、残缺，有没有及时得
到修缮？辖区内的红色资源有没
有 得 到 很 好 保 护 ？ 在 我 们 的 身
边，有一群人在默默接力守护。

2021 年 2 月起，宁波市检察
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守护红色
军事文化史迹”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 的具体要求，发挥
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主动探索英
烈保护的“宁波模式”，以“检察
蓝”捍卫“英烈红”。

“我们实地走访了 9 个乡镇 18

个地点，勘查了 81 处现场，整体
来说保护现状较好，但依旧存在
一些问题。”余姚检察院第七检察
部检察官周幼冲表示，即使是在
红色资源密度极高的余姚市，依
旧有县级以下的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烈士故居、革命遗址等存在
破损、年久失修、周边环境脏乱
的问题。

随后，当地检察机关牵头，
邀请退役军人事务局、属地乡镇
等单位部门一起召开圆桌会议，
集中送达“诉前检查建议”，并按
照 “ 分 级 保 护 、 属 地 管 理 ” 原
则，督促要求其尽快修复陵墓损
毁部分，排除安全隐患，做好维
护工作。

“过程中两个问题是比较突
出的，一个是县级以下的纪念设
施比较零散，位置也比较偏，容

易被属地忽视，另外一个就是修
缮 维 护 的 经 费 问 题 。” 周 幼 冲
说 ， 对 此 他 们 专 门 联 合 发 布 通
知 ， 建 议 将 这 些 设 施 “ 应 迁 尽
迁、集中管护”，并落实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

据统计，目前全市检察机关
共受理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办案线
索 44 件，立案 45 件，发出行政诉
前程序检察建议 44 份，督促整改
38 件，提起公益诉讼 1 件；经过

“回头看”，确认域内红色军事文
化史迹均已得到较好保护，其中
革命遗址 3 处，散葬烈士墓 3 处，
红色史迹文物 3 处，红色革命历
史建筑 5 处。

“去年我们来的时候，位于跃
龙街道格水村地下交通站旧址的
梁柱腐朽霉变，房屋破损不堪，
且旧屋内有多户居民居住，明火

做饭，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经过
几个月的修缮，现在这里已经焕
然 一 新 ， 成 了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宁海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
察官王志斌说。

除此之外，在市检察院的指
导下，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公益诉
讼志愿观察员制度、成立英雄烈
士公益诉讼保护联系点、在乡镇
集 中 区 域 设 置 巡 查 员 岗 位 等 模
式，推动形成长效机制，共同破
解红色史迹保护难题。

“一些行政管理管辖不清、职
责不明的领域，恰恰也是检察公
益诉讼能够发挥空间的地方。”市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天地英雄
气，千秋尚凛然”，昨天，英烈们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四明大地；
今天，我们要用法律保护他们的
权益，守护英烈的荣光。

以法之名，“检察蓝”捍卫“英烈红”

王成恕在给孩子们讲述烈士故事。 （孙吉晶 吴立高 摄）

图为生态公墓。 （陈结生 方舟 摄）

记者 冯瑄 李芮

4 月 3 日 17 时 50 分，从北仑赶
来的竺女士夫妇来到位于解放南路
的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
理公积金还贷提取业务。

不到一刻钟，竺女士夫妇完成
了 3 万元左右的住房公积金还贷提
取业务。“马上就会到账。”工作人
员的话让竺女士夫妇直呼“太好
了”。“我们这两年，每年都会过来
办理这项业务，因为工作原因，都
是选择在下班时候过来的，这多亏
了‘周一夜市’。”

记者了解到，市公积金中心
“周一夜市”已经开了 9 年，是为
了方便由于路途较远、午休时间较
短等原因无法在工作时间办理公积
金业务的缴存职工，而推出的一项
便民服务。

办 理 时 间 从 周 一 17 时 至 20
时，办理业务的窗口直接设在了市
公积金中心的一楼建设银行公积金
服务窗口。记者通过“蹲点”发
现，晚上 6 时是办理住房公积金业
务的高峰。

在市公积金中心工作 3 年的丁
姗姗是当天“夜市”的工作人员之
一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会 选 择 ‘ 夜

市’或线上办理有关业务，一般一
晚上要办理二三十项业务。”

一项便民服务持续 9 年，背后
是政府服务能效的持续提升和服务
创新的不断加码。

住房公积金业务关系民生，如
何让服务持续靠前？

市公积金中心副主任张辉介
绍，在“无午休服务”、“延时服
务”、全市首推办事大厅“周一夜
市”的基础上，中心驻鄞州区行政
服务中心的窗口自 2019 年开始推
出每周二晚间延时服务，延时至
18 时 45 分。

同 时 ， 以 “ 互 联 网 + ” 为 手
段，市公积金中心不断完善线上
服务渠道，方便群众线上办理公
积金业务。中心还全力加快延伸
服务网点建设，助推业务“就近
办 ”， 目 前 全 市 有 23 个 提 取 点 ，
后续还将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在
适当区域再增设一些公积金提取服
务网点，进一步将“就近办”做实
做细。

此外，今年还将持续数字赋
能，全力打造“线上+线下”服务
体系，进一步提高线上办理率，让
企业和职工业务办理实现“掌上
办”“网上办”“零跑腿”。

开了9年的公积金“夜市”
便民服务再加码

记者 沈孙晖
镇海区委报道组 房晓暾
通讯员 陈莹 王叶

“这是今年 2 月底镇里出资请
第三方公司安装的数字化灌溉系
统，现在我只需手机点一点，就能
管 理 600 亩 良 田 的 灌 溉 ， 非 常 方
便。”昨天上午，在镇海九龙湖镇
稻海粮仓的农田里，种粮大户竺懂
向记者演示了用手机操控机泵的水
泵，数字化正让他种地越来越轻松。

眼下正是油菜和小麦的生长
期，每天向农田里灌水是必不可少
的 管 理 项 目 。“ 以 前 到 了 灌 水 时
间，需要一个个机埠去跑，几个人
要跑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还要卡
着时间去关水。”竺懂说，如今农
田装了数字化灌溉系统，手机一键
操控 3 个机泵，几秒钟就能完成，

“节省了不少人力，而且也不怕有
急事，随时能走开”。

除了一键开关外，该系统还有

监控、提醒、预约等功能。“我们
水泵以前经常被偷，这个系统里的
监控能起到防盗作用，而提醒、预
约功能可提示我们及时或定时关
水，节约了不少水资源。”竺懂说。

据了解，这套系统能节约水电
资源 50%左右，及时关停水还能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此外，长期
使用后积累的用水数据，对今后
提高灌溉科学精准性有极大参考价
值，大大节省了用水成本，增加了
亩均收益。

近年来，镇海打造了一批优秀
典型的数字化灌溉泵站，做到远程
放水、关水、管水，实现泵站计量
设施数字化、可视化、精准化。同
时，结合该区“九龙联动治水”数
字化改革试点项目，创新谋划农田

“水保安”等特色应用，实现农民
取用水在线监测与分析，进一步提
升农田灌溉科学化水平，提高节水
实效，确保“旱涝及时保，灌溉取
水安”。

自动灌溉 监控防盗 提醒预约

数字化让农业更“智慧”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原豫星 马子滟） 近日，江北区检
察院联合行政主管部门、物流行业
协会，召开车检行业治理推进会，
切实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推动规
范辖区车辆检测秩序，促进车辆检
测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车辆检测是一项直接涉及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重 要 工
作。据介绍，江北区检察院在办
理车辆检测商业贿赂窝串案时发
现，年检“黄牛”为违规提高机
动车辆 （重型车辆为主） 的检测
合格率和效率，向辖区车辆检测
站 检 测 人 员 行 贿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 。 去 年 ，江北区检察院以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对该案 29 人全部提

起公诉。
江北区检察院通过宁波市车辆

检测“一件事”集成改革工作专
班，借鉴企业合规治理模式，促进
规范辖区车辆检测秩序，推动全市
车辆检测行业治理。江北区检察院
向车检机构、广大车主提出倡议，
规范辖区车辆检测秩序，维护机动
车检验检测行业形象，营造公平公
正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车主合法
权益。与会车检机构积极响应并签
署了倡议书。

据悉，江北区检察院将始终
以 “ 双 赢 多 赢 共 赢 ” 理 念 为 指
引，在确保车辆检测行业商业贿
赂犯罪得到有效查处的同时，对
于行业中暴露的普遍性、典型性
问题，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努力
实现“办理一类案件、规范一个
行业”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彰显
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大局中的使
命担当。

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

江北区检察院
推进车检行业治理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彭娜） 这段时间，在海曙区
鄞江镇金陆村清修岭茶厂，近 40
亩“黄金茶”迎来成熟期。

一眼望去，金色的芽尖漫山遍
野。采茶女工头戴帽子、身背竹篓
穿行在茶山梯田间，动作麻利地采
摘新茶。

“3 月 20 日起，‘黄金茶’逐渐
成熟，整体采摘期约持续 20 天。”
金陆村农业社长金定波说，黄金茶
不仅颜色漂亮，口感也好，市面上
一公斤价格在 6400 元左右，这对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提 升 带 来 帮 助 ，
“ 今 年 ， 清 修 岭 茶 厂 预 计 可 产 出
‘黄金茶’200 公斤”。

为提振当地茶产业发展，金陆
村近年来在海曙区农业部门支持下
打造茶园种植资源圃，在清修岭茶
厂 320 亩茶田间，培育了黄金茶、
郁金香、紫娟等 36 个优质茶叶品
种，推动茶叶品种迭代更新；同时
采取种植鼠茅草、装置喷灌设备等
技术手段，打出“生态+科技”发
展牌，为当地茶叶品种改良、茶产
业提质升级打下基础。

鄞江“黄金茶”迎来成熟期
市场价每公斤6400元左右

法治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