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A8 时评/特别报道
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郑晓华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投递服务电话：87688768（请根据语音提示拨分机键）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1时36分 印毕5时30分

陆 仁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弹指一
挥间，“八八战略”在浙江大地落地
生根已二十年了。2003年7月，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非
凡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创造性地
提出“八八战略”，确立了推动浙江发
展的总纲领、总方略。这一战略，站位
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贯穿其中的，是“发展”二字。

回望二十年前，我们所处的是
一个怎样的发展环境？7月6日举行
的浙江省委“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
年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委书记易
炼红用凝练形象的话语作了描述
——本世纪之初，浙江发展面临“先
天不足”和“成长烦恼”。所谓“先天
不足”，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土地
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左右，真正可

开发的地方不多。所谓“成长的烦
恼”是指，浙江的率先发展遭遇到了
一些瓶颈制约，包括资源要素制约、
生态环境制约，等等。

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一定
不会忘记当年的发展之难、创业之
艰。彼时，不少工业企业遭遇“用电
荒”，为了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隔三
岔五地拉闸限电成常态，有的企业
只能开开停停，拿着订单干着急；有
的地方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扎堆”，
虽然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河道污染
了，环境被破坏了，企业与周边群众
的纠纷乃至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环
境问题的信访量居高不下；不少企
业遭遇“融资难”“融资贵”，“找了银
行找市长”，折腾一圈还是借不到钱
……类似的烦恼，还有不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直面才能
找到破解之策。浙江的出路究竟在
哪里？习近平同志到任浙江后，以深
入调查研究为开端，历时 10 个月，
走遍全省 11 个市、69 个县（市、区）
和大部分省直部门，在此基础上，经
过系统谋划和研究论证，2003 年 7
月 10日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

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提
出“八个方面优势”和“八个方面举
措”，引领浙江全面开启了伟大变革
之路。我们看到，无论是完善市场经
济体制，还是接轨上海、融入长三
角；无论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还是
推进城乡一体化；无论是生态省创
建，还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无论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推进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等，招招剑指发展问
题。这些战略举措，蕴含着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观和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勇立潮头的使命观。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试金
石。衡量一个理论、一个战略的生命
伟力，不仅要看它的逻辑是否严谨、
体系是否完备，更要看它能否指导
实践、推动实践、引领实践，并经得
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八八战略”，
显然也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和检验。
二十年来，浙江在“八八战略”的指
引下，创新不停步，发展迈大步，取
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
成就。有人说，今天的浙江，天更蓝
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地更净了，
城更美了，民更富了，社会更和谐

了。身为浙江人，我认为这样的评价
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实践证明，“八八战略”是破解
发展之困的“金钥匙”，它引领浙江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金光大
道”。恰如易炼红书记的精辟总结：

“八八战略”指引浙江率先走出改革
创新开放图强之路，展现了富民强
省的生动图景；“八八战略”指引浙
江率先走上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展
现了均衡发展的生动图景；“八八战
略”指引浙江率先走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之路，展现了绿色发展
的生动图景；“八八战略”指引浙江
率先走出省域治理现代化之路，展
现了共治共享的生动图景……

二十年砥砺奋进，二十年勇毅
前行。“八八战略”在浙江二十年的
生动实践，描绘出了一幅幅壮美画
卷，也留下了一串串思想印痕。新时
代、新征程，一以贯之地用好“八八
战略”这一宝贵财富，就是要坚定不
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道路走
下去，始终聚焦发展这一主旋律，让
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

“八八战略”的核心要义是发展

“健康证”不健康

江德斌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2 日公布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其中对拍黄瓜等简单食品制售行
为，作出了简化许可的规定：食品经
营者从事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
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
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审
查内容（7 月 13 日《工人日报》）。

在中式餐饮里，“拍黄瓜”就是一
道极为普通的家常菜，且都是现吃现
做，并无什么安全危害性。但是，按照
老规定，餐饮企业要想售卖拍黄瓜，
需要办理冷食类食品许可，设立独立
的冷菜操作间，还要具备二次更衣洗
手消毒的设施，专间内要有独立的空
调，要有空气消毒设备等——惊人的
成本，让众多小餐馆难以承受。但另
一方面，这道菜需求又非常旺盛，使

得餐饮店无法拒绝食客要求，往往只
能“违规”制作。

此前，各地就时时出现餐饮店因
未取得相关资质售卖，而遭到高额处
罚的案件，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
注。大家普遍认为，原经营标准过于
苛刻，处罚过重。因此，监管部门对拍
黄瓜等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食
品“松绑”，乃是积极回应公共舆论，
将有效降低餐饮经营者的负担，为市
场注入更多生机活力。

显而易见，给拍黄瓜等简单制
售食品“松绑”，是在确保食品安全
的前提下，对餐饮行业的监管方式
进行了微调，以更符合实际情况、更
加人性化的方式关切民生，关注餐
饮经营者的生存和发展。

给拍黄瓜“松绑”，说明相关部门能
直面行业经营痛点，积极改革监管模
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能赢得舆
论喝彩，监管部门这一步走对了。

给拍黄瓜“松绑”
是为小店添活力

罗志华

7月11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安
徽省六安市中医院在大厅内进行歌
舞表演，并配文：“什么时候医院也
这么热闹”。此事受到网友关注，且
出现不少反对声音。随后，该医院
称，当天是三伏养生节的启动仪式，
医院已经办了七届，并且七月也是
中医药文化的服务宣传月，“本身这
个活动也是在宣传中医药文化。”（7
月 13 日《潇湘晨报》）

站在医院的角度来看，在医院
大厅举办这场歌舞表演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因为目前正是贴三伏贴的
最佳时间，当天又是医院的三伏养
生节的启动仪式，并且，现场表演的
都是八段锦、太极等跟中医相关的
内容，视频里面的“歌舞”是中医康
体术，表演者也都是医院里的职工。

在医院大厅开展一些文艺表演
活动，此前不是没有先例，也并没有
引发民众如此反感。比如此前有医院
在门诊大厅安装钢琴，为就诊的患者
和家属演奏钢琴曲，这类活动甚至颇
受社会好评，认为这是音乐疗法的一
种尝试。同样是表演，为何此处的歌

舞表演，得到的大多是负面评价呢？
民众对医院内的歌舞表演表示

反感，也有充足的理由。医院搞得太
热闹，影响患者休息是一个方面，更
关键的是，很多人看来，歌舞表演与
商业活动之间，中医康体术和其他商
业表演之间并无清晰的界线，至少不
象钢琴演奏等活动那样一目了然，因
此也极易引发误会。退一步讲，即使
不属于商业性演出，也多少与营销行
为沾边，都属于带有逐利性质的行
为。

民众普遍反感医疗行为带有逐
利性，担心医疗场所变成准商业场
所，才是众人关注此事，并加以批评
的原因。并且，民众对这类做法越敏
感，越能表达他们在维护医疗公益
性方面的鲜明态度。

医院大厅的歌舞表演看似小事，
但反映出民众对于医疗行为的商业
化趋势保持高度警惕，一些沾边的行
为和不起眼的活动，也会让民众感到
不安和反感。医疗机构对于这种心理
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开展此类活动，
也要远离医疗场所，到医院之外开
展，避免瓜田李下，在医患之间平添
猜疑。

医院大厅的歌舞表演
何以引发民众不满

施雨岑 张玉洁

茫茫戈壁，莫高窟静立千年。从
青春少女到白发苍苍，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守望这文化瑰宝长
达一个甲子的时光。如今，在距地球
4 亿多千米的浩瀚星空中，一颗以
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锦
诗星”正静静运转。

星光之下，是奔赴与扎根的不
朽传奇。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坚信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樊锦
诗西去敦煌，从此便是一生的事业。
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捉
老鼠，成了这个江南姑娘的家常便
饭。从“小樊”变成“老太太”的漫漫
岁月里，她没有觉得苦：“国家把这
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
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
史。能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运。”

荣誉背后，是传承与奋进的动
人故事。常书鸿、段文杰等一代代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守护千年瑰
宝、传承中华文明，让曾经的疮痍之
地成为今天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开放
的典范。洞窟坍塌损毁时，他们徒手
清沙、修筑围墙；世风浮躁时，他们
埋首勤学、甘坐冷板凳，终在敦煌学
研究上扬眉吐气；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他们开拓创新，以多彩文创
让敦煌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在满头华发的樊锦诗身后，是
保护和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的“青春
敦煌”；望向苍穹，“樊锦诗星”的精
神之光，正激励着一个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的古老民族。时代呼唤更多

“樊锦诗”，守一不移、开拓创新，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
献。

“樊锦诗星”：精神之光闪耀苍穹

冯瑄 吴欢 江儒斌

又是一年毕业季，大批毕业
生走出校园踏上社会，面对市场
上鱼龙混杂的房源，如何顺利找
到平价、舒适的房子，成为大多
数学生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昨天，记者走进海曙区翠柏
里街区内，两栋名为“毕业生之
家”的公寓楼，成为不少处于

“首年之困”年轻人心中的“灯

塔”。
据了解，该公寓楼每年都会为

宁波工程学院应届毕业生提供一年
酒店式的住宿服务，房源套型面积
在 18-28 平方米，每套月租金为
150 元至 350 元，远远低于周边同
类型公寓。

良好的居住环境加上专业化的
管理团队，让应届毕业生享受到家
一般的温暖和便利，也更加坚定了
他们扎根于甬城的信心。“‘毕业

生之家’让我有了更多精力求职就
业，如今我已顺利找到工作，也决
定留在宁波、建设宁波。”宁波工
程学院应届毕业生付胜浩说。

“让毕业生‘住有所居’，才能
留下来更好地就业创业。”海曙区
房屋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翠柏里街区的“毕业生之家”
是海曙区试点探索“高校保租房”
模式迈出的第一步。

近几年，以“住有所居”为目

标，海曙积极引导各类经
营主体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有效满足新市民、青
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目前
已联合多家保租房项目运营单
位，筹集甬宿连锁公寓集士港店、
随寓海曙学院店、随寓海曙幸福店
等近 1800 套房源，在通过政府把
关房源质量的同时，为留甬大学生
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

记者算了一笔账，以随寓海曙
幸 福 店 为
例，一套单身公
寓市场租金为 1400 元/月，而针对
在校及应届毕业生，项目运营单位
给予 200 元/月的减免优惠，人社
部门给予毕业生 10000 元/年的人
才租房补贴，毕业生实际用于租房
成本约为 400 元/月，解决了留甬
毕业生的“首年之困”。

同时，为了更好满足租客的租
住体验，这些新房源也将由专业化
团队进行运营和管理。如海曙随寓
项目，运营单位通过管理团队年轻
化、物业服务专业化、邻里社交多
元化等形式，定期举办插花、头脑
风暴等交互活动，为青年人的快节
奏生活提供社交平台，增强留甬青
年的城市归属感。

据悉，“十四五”期间海曙区
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404 万
套，截至目前，已累计筹集房源
12209 套。

事实上，我市住建部门通过前
期调研发现，除普通蓝领工人的租
住需求外，青年人才对租赁房源的
需求也日益增加。对此，我市各地
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探索定制青年
人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诸如，奉化区在充分满足周边
产业工人宿舍型租赁房源需求的前
提下，在滨海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中，专门配套建设住宅型租赁
房源，优先面向青年人才供应。该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81 亩，总建筑

面积 15.48 万平方米，计划建造房
源 1920 套 （间）。 在 项 目 规 划 设
计时，单独配置 3 幢 17 层的住宅
型 租 赁 房 源 ， 共 计 288 套 ， 以 家
庭 式 精 装 修 为 主 。 预 计 可 解 决
384 名周边企业的青年人才租住需
求。

象山县在城东工业园布局了金
海湾 （暂名） 人才公寓建设工程，
在满足产业工人租住需求的基础
上，计划面向产业园区的青年人才
定向提供房源 406 套，项目于 2022
年 9 月开工，计划于 2024 年 8 月竣
工交付。

针对“人才保租房”，市委人
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不久市委
人才办携手住建部门推出了首批 3
万余套租赁房“房源地图”首次亮
相。这些房源覆盖海曙区、鄞州
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奉
化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县、
象山县等宁波大市区域范围。此
外，从 2022 年起，我市对新引进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给予连续 3 年每
年 1 万元的租房补贴，已向近 1 万
名本科、硕士等青年人才发放租房
补贴。

“ 希 望 能 让 更 多 新 毕 业 大 学
生 、 青 年 人 在 宁 波 实 现 ‘ 安 居
梦’，为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
设 留 住 更 多 人 才 。” 这 位 负 责 人
说。

大学毕业“首年之困”如何解？
宁波“人才保租房”创新破题

近日，《新京报》 记者调查发现，防止疾病传播的健康证，在发
证、使用和监管环节，均存在着“盲区”：有医院不体检直接收钱发
证；外卖平台、餐饮企业默许甚至配合从业者造假⋯⋯

王
成
喜
绘

漫画角

聚焦保租房

海曙毕业生之家让大学毕业生“住有所居”。 （市委人才办供图）

“毕业生
之 家 ” 公 寓
楼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