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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推荐

本报讯 （记者黄合） 昨天上
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赴
海曙区调研宁波罗城遗址保护传承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铸文
化之魂、强文化之基、兴文化之
业，加强文物古迹保护传承和非遗
活化利用，推动港城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在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上彰显样板担当。

东至奉化江，西至长春路、望
京路，南至长春路、灵桥路，北至
姚江——迄今已有逾 1200 年历史
的罗城，是宁波城市的历史根脉所
在。史载，宁波罗城始建于唐末，
不仅是宁波人的乡愁所依，也实证
了这块土地上的“千年府治”，见

证了宁波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始发港的特殊地位。

彭佳学从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
馆出发，沿着宁波罗城旧城墙的轮
廓边界，先后来到长春门文化公
园、江厦公园、和义门瓮城遗址、
永丰门遗址公园等地实地考察，详
细了解这段专属于宁波的“前世今
生”。历史变迁，曾经的望京门、
永丰门、和义门、东渡门、灵桥
门、长春门，如今大都已成为城市
中心主干道，但罗城内还保存着 7
个历史文化街区、285 处文物建筑
和历史建筑，包括 4 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这些标志性点位经历了怎样
的历史变迁？”“水文化在过程中
发挥了什么作用？”“罗城和它山

堰、保国寺等有何联系？”彭佳学
一 边 在 行 走 中 穿 梭 千 年 建 城 往
事，一边反复强调尊重历史、敬
畏历史、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
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罗城，对
于 宁 波 来 说 ， 就 是 城 市 的 ‘ 原
点’。盛世修文，我们一定要静下
心 来 ， 好 好 深 入 挖 掘 、 有 效 保
护，把这件大事办好。”

彭佳学强调，文脉是一个地方
历史文化积淀的独有气质、独特标
识。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牢固树
立正确政绩观，保持对历史的敬畏
之心、崇敬之心，站在政治高度、
历史高度、文明高度，将对历史文
化的保护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
个环节，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多作贡献。要以大手笔规划厚植历
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入研究历史遗
存、城市文脉的格局、肌理和风
貌，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
创新的关系，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真正留住
城市记忆。要以创新性表达促进文
明传承彰显文化自信，积极探索传
统历史文化更富创意的“打开方
式”，大力推动展陈呈现方式和公
共文化服务的数智化，更好发挥教
育润化、陶冶情操、休闲娱乐的功
能，同时要发挥好高校、科研院
所、专家学者等力量，串点成线、
连点成片讲好宁波的地域文化故
事，丰富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滋
养。

赵海滨、奚明等参加。

彭佳学在调研宁波罗城遗址保护传承工作时强调

进一步加强文物古迹传承保护和非遗活化利用
在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彰显样板担当

易其洋

12月 12日，《宁波晚报》 以跨
版形式推出特别报道，公布了全市
十大电梯加装破难案例。有全市首
部加装的电梯，有全市受益户数最
多的电梯，有全市尺寸最小的电
梯，有首创的“两楼共梯”，有把
台阶设计成无障碍坡道的适老化电
梯，有废弃竖井改建的电梯，有卫
生间变入户间的电梯，等等。

可以说，加装这些电梯，突破
了不少技术难题。细读这些案例，
不由得让人想说一句：技术突破难
则难矣，但真正难的，恐怕不是技
术，甚至也不是资金。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府有补
贴。同承受下楼难的痛苦相比，同
换套低楼层房子的折腾相比，高层
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当然更愿意花些

钱加装电梯。说一些老年人心心念
念盼着加装电梯“若大旱之望云
霓”，一点不假。

但是，居民楼加装电梯，如果
有住户特别是低层住户没兴趣、不
同意，又没人协调推进，只会沦为
空谈。因此，加装电梯，最难的便
是如何让全体住户达成共识。

至于技术，加装电梯有钱赚，
企业“有技术会上，没技术创造技
术也会上”，说说很难，其实不
难。“十大破难案例”就是证明。

从“十大破难案例”中，我们
可以看到街道、居委会、业委会
和热心居民的付出。有党组织和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 有 热 心 居 民 张
罗，此事不应该是“可遇而不可
求”，而应该是“一家做得成、大
家都做得成”。特别是，基层组织
要当好“主力军”和“排头兵”。
否则，加装电梯的政策规定再好，
居民依然“望眼欲穿”，就不能怪
他们有怨言了。

加装电梯：真正难的不是技术

见习记者 何 晴
象山县委报道组 金晓巍
通讯员 郑丹凤 赖婧婧

位于象山县贤庠镇溪沿村的
“老年颐养小院”，主体建筑为徽派
风格的一层平房，白墙黑瓦，显得
古色古香。近日，记者来到这里
时，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一
边为老人理发，一边和老人唠家
常，时不时响起欢声笑语。

这个开业不久的小院，是象山
全新升级的“颐养小院”2.0 版。“原

有的农村集中式居家养老公寓，主
要解决房屋问题。”象山县民政局养
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朱彩芳说，“颐
养小院”2.0 版对房屋安全、适老化
要求更高，并增加了助餐服务，能更
好破解农村老人居家养老的就餐困
难、精神孤独等问题。

农村养老，一直是养老领域的
难点和痛点。数据显示，象山农村
老年人口有 10.2 万人，占全县老年
人口总数的 84%。近年来，农村集
中式居家养老公寓在当地应运而
生，一室一厨一卫的集中式公寓虽

然解决了老年人的住房问题，但是
不少老年人仍然面临就餐困难等问
题，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亟须
打通。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象
山县紧紧抓住“农村养老服务”这
一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和焦点问
题 ， 深 入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 抓 好

“养、食、医”一体的民心工程，
加速推动农村集中式居家养老模式
迭代升级，打造具有“乡土亲情”
特色的农村“颐养小院”2.0 版，
让更多老年人能在“家门口”幸福
养老。

据介绍，溪沿村的“老年颐养
小院”有 25 个房间、44 张床位，
同时还设有活动室、就餐室、保健
室等。“真是享福了！住得好、吃
得好，心情舒畅了，身体也更好

了。”今年 90 岁的王小香是溪沿村
“ 老 年 颐 养 小 院 ” 的 首 批 住 户 之
一，她对记者说，自己先前住的是
土坯瓦房，子女经济状况不好，如
今搬进了“老年颐养小院”，心里
总算笃定了。

“小院以村干部为院长牵头管
理，工作人员基本是赋闲在家的
村民。”贤庠镇民政助理员陈素静
说，这家“老年颐养小院”的建
成 、 运 营 ， 主 要 依 靠 村 集 体 出
资、上级拨款及乡贤赞助。每位
入 住 小 院 的 本 村 老 人 每 月 仅 需
1000 元，就能获得居住、一日三
餐等保障。

据悉，下一步，象山将根据
《象山县加快推进农村颐养小院居
家 养 老 服 务 工 作 实 施 意 见 （试
行） 》， 落 实 建 设 要 求 、 扶 持 政
策。与此同时，围绕助餐助洁、精
神慰藉、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志
愿服务等内容，象山将在“颐养小
院 ” 开 展 “ 邻 里 守 望 ”“ 银 龄 互
助”等助老公益活动，推广互助式
养老。

打造具有“乡土亲情”特色的“颐养小院”2.0版

象山全力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在一线解题

在 冬 至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 寒
潮来袭，气温骤降，但镇海区
澥浦镇郑氏十七房景区里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昨天，当地
举办澥浦冬至文化节，用庙会
形式点燃了众多游客的冬日热

情。
澥浦的民间文艺团队将澥浦

船鼓、十七房马灯等极具当地特
色的非遗民俗搬上了舞台，许多
民间艺人、自由职业人员等献上
变脸、越剧、古风舞蹈等精彩表

演，主办方开设 4 个特色片区，
推出冬至美食品尝、新年年货展
销、互动游戏打卡等，让前来参
加冬至文化节的游客“有看头、
有逛头、有买头”。

据悉， 澥 浦 冬 至 文 化 节 迄

今 已 办 了 14 年 ， 成 为 许 多 澥
浦 人 乃 至 镇 海 人 的 情 怀 和 记
忆。

图为冬至文化节现场。
（沈 孙 晖 郑 凯 侠 郭 力

汤越 摄）

冬至庙会点燃冬日热情

本报讯（记者王岚） 智能围栏
怎样才算“安全”，宁波企业主导标
准来认定；新材料非晶碳膜（DLC）
大规模应用需要清晰定义、分类，宁
波科研院所来解释⋯⋯宁波市市场
监管局昨天传来消息，宁波聚焦高
端、智能、绿色制造等方向，鼓励和
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国家先进
标准的制修订，“标准化+”战略成
果持续显现。今年前 11 个月，全市
新 增 主 持 、参 与 制 修 订 国 家 标 准
194 项，同比增长 23%，创历史新高。
其中主持制修订 47 项，制造业标准
创新成果突出。

宁波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近年来，宁波市场监管部门深挖高
新技术、单项冠军、“专精特新”
等企业潜力，通过开展梯度培育，
出台 《宁波市标准化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 等，激励打造了一批以标准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型、创新型
行业标杆企业。

比如宁波纬诚科技，近年来主
持、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9 项。其
主持制定的 《机械安全 围栏防护
系统 安全要求》 于今年 12 月 1 日
实施。该标准规范围栏防护系统安
全要求，推动机械设备安全理念、
安全设计方法在我国普及推广。

目前列入全市标准创新型企业
培育库的企业超百家，已有不少成
长为标准创新“生力军”。全市已有
55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中小企
业主持、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除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宁
波龙头企业持续创新标准服务高质
量发展。比如宁波金田铜业已主持、
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等先进标准的
制修订数量达 35 项。今年其主持修
订了《再生铜原料》国家标准，首次
明确不同品级的再生铜原料夹杂
物、水分、金属铜量和金属总量，以

及铜含量、金属回收率要求。该标准
的实施，为我国再生铜规范有序利
用作出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国内再生铜供应紧张的局面。

由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主
持，国家气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宁波
市奉化区气动工业协会等6家单位参
与的气动产品国家标准实施，为宁波
巩固这一优势产业“再下一城”。

我市大院大所、专业技术机构
积极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既在新
产业、新领域“开疆拓土”，也在传统
行业里深耕。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今年参与、主持制修订国
家标准 4 项。其中《碳基薄膜分类及
命名》，为 DLC 这一具有极高硬度、
良好抗磨损、优异化学惰性等特性
的新材料大范围应用铺平了道路。

去年新批准筹建的国家文教用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导制定了

《美术用品中初级芳香胺的测定方
法》国家标准，填补国内空白。全国
文具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
具分技术委员会也于去年落户我
市，推动我市文具行业标准化工作
全面提升。

此外，围绕打造全球智造创新
之都的目标，今年我市智能制造标
准研究获得新进展。宁波公牛电器
有限公司《电器行业供应链协同智
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和康赛妮集
团有限公司《毛纺智能工厂标准应
用试点》两个项目获批国家级智能
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占全省总
数的三分之一。

宁波还成立了全省首个全国机
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制造
安全工作组，加快推进宁波智能制
造标准化建设，促进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

标准创新助力打造
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今年前11个月，我市新增主持、参与
制修订国家标准194项，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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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维度看：新定位水到渠成

■从未来的维度看：抓落实只争朝夕

■从地区和世界的维度看：行大道命运与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我们就沿着这个路走下去”

我市多地山区出现积雪
第2版

第3版

入冬首日

宁波最高用电负荷突破1500万千瓦

这12条市级“街容示范街”，
你常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