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下午，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
局）召开全市城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暨“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部署会。全市万余名城管人将走一线、
破难题，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清爽的生活环境。

精准发力抓落实

“为什么要部署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到底干什么，专项
行动怎么去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市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郑一平在部署会上抛出了三个
问题，并逐一进行了解答。

为什么要部署专项行动？“‘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
难题’是省委、市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我们要坚决贯彻落
实，转作风、抓实际，把供排水、垃圾分类、剿灭劣V类水、
综合执法、绿化景观、道路设施、内河等领域最迫切的问
题、瓶颈和疑难问题解决掉。”郑一平说。

专项行动到底干什么？要去处理市民和市委市政府
重点关注的重点问题，把“三改一拆”、“四边三化”、中山路
重点整治、渣土管理等重点工作的具体问题梳理出来，专
项行动一定要具体，要看得着、摸得着、有成效，抓住实实
在在的工作。

专项行动怎么去动？要领导带队抓落实，精准发力抓
落实，开拓创新抓落实，久久为功抓落实，强化思想政治工
作抓落实。特别是智慧城管工作无止境，要对标先进城
市。要建设法治城管、效能城管、人文城管、平安城管、廉
洁城管。

全力破解民生难题

记者获悉，我市城管系统将开展“大脚板走一线、小分
队破难题”专项行动，作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形成共抓落实、共破难题、共促发
展的良好氛围。

“城市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我们将首先从和市民最相
关的问题着手。”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专项行动当中，城管将着重破解七个方
面的民生难题。加快桃源水厂、毛家坪水厂出厂管互通工
程，加快区域管网建设，完成旧管网改造40公里，实施鄞
州区中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改造试点，继续推进大榭、东钱
湖并网接收工作。加快南区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确保新
增8万吨/日处理能力。加快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
用示范项目，江北区垃圾分类转运站，镇海、鄞州、海曙转

运站，厨余厂工程的建设。加快日湖公园全面景观提升工
程，组织实施立交桥体两侧绿化，进一步提升城区绿化品
质档次。加快城市夜景美化工程，推进城市道路综合管理
平台项目和照明设施无线遥控及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
加快中山路环境整治，永丰桥、庆丰桥、外滩大桥等桥下空
间利用改造等项目。开展智慧交通停车诱导管理系统建
设，助力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通过走一线、破难题，城管将利用三四年时间完成市
三区180座环卫公厕改建提升，加快垃圾分类制度体系建
设，同步启动县（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升智慧城管建
设，针对性地开展城市道路“僵尸物品”专项治理，编制城
市护栏设置与管理工作规范，进一步破解民生难题。开展
城市生命线长效监管行动，保持水、气、热等城市生命线系
统畅通，开展遏制燃气行业重特大事故试点工作，推进燃
气、热力行业信息化和标准化，开展液化气市场规范整治，
推动瓶装液化气信息化工作，建立监管长效化机制。加强
供水、供气、防汛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经常性开展疏散转
移、自救互救等综合演练，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宁波城管专项行动走一线、破难题

虽然眼睛看不见，心里却十分亮堂

失明儿媳照顾瘫痪公公十余载
昨天是端午节，与往年一样，江北慈城洪陈村

的村民王杏珍动手为家人包粽子、过端午。王杏
珍是个盲人，但为了照顾瘫痪十多年的公公，她脏
活累活一肩挑，用一颗孝心赢得了村民们的点赞。

王杏珍今年62岁，是王家坝人，37年前嫁到了
洪陈村。生下儿子之后，王杏珍在镇里一家私企工
作了十多年。以前，王杏珍的视力是正常的，后来因
患角膜炎、白内障，十多年前，眼睛慢慢失明了。

然而，失明的痛苦还没过去，年迈的公公就因中
风全身瘫痪了。因为婆婆也是盲人，照顾两位老人
的重担就落到了王杏珍身上。

昨天上午，记者走进王杏珍的家。在这幢挂着
“慈孝家庭”牌子的老式两层小楼里，摆放着简单的
家电。一位短发圆脸、衣着朴素的妇女正坐在堂前，
娴熟地包着米粽。

“这是七八年前镇里评来的。虽然我看不见慈孝

家庭牌子是啥样，但我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荣誉，这
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满脸笑意的王杏珍对记者说。

“这么好的媳妇真是难找。”在邻居王亚琴眼里，
杏珍脾气好、心肠好，是个敢于挑重担的好女人。“她
公公杨老伯活着的时候，我经常来看他，每次问他杏
珍好不好，老人都会吐出一串‘好’字。”王亚琴告诉
记者，2003年，杨老伯因中风全身瘫痪，且伴有老年
失忆症，大小便失禁。杏珍的婆婆是盲人，儿女不在
身边，杏珍丈夫有听力障碍，又要上班挣钱养家，瘫
痪的公公无人照顾。为此，王杏珍辞去了工作，在自
己失明的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毅力，承担起照顾老人
的责任。

孝顺媳妇成为村里人的好榜样

昨天上午，王杏珍在家里包着粽子。记者 孔玲 摄

“我不担心自己，最担心的还是照顾不好公公。”
王杏珍说，自从承担起照顾公公生活的任务之后，每
天早上5点她就要起床，先给公公洗漱好，然后才摸
索着烧早饭。

“瘫痪的公公像一个孩子，一刻也离不开。”王杏
珍说，虽然公公吐字不清，但“杏珍”两个字喊得十分
清楚。公公的胃口很好，每顿都能吃上一大碗米饭和
菜，一日三餐每到饭点就要进餐，一点不能耽误。

对于常人来说，吃饭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
对于失明的王杏珍而言，给公公喂食却是一件难
事。一开始喂饭时，她总会偏离公公的嘴巴，甚至喂
错到鼻子或是脸上。为了减少差错，喂饭之前，她先
用手摸到老人的嘴巴，再一口一口喂食。每次喂饭，
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等公公吃饱了，她才去吃饭。

与喂公公吃饭相比，护理好公公更难。“公公瘫
痪之后，身体都是僵硬的，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是
常事。”王杏珍说，给公公擦洗清理是每天必须要做
的。一开始，公公大小便时还有意识，后来就失禁

了。因为眼睛看不见，杏珍只能通过闻气味辨别老
人的排便情况。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清理，到了冬
天，即使床垫下有隔离层，也会弄得床上一团糟。

王杏珍个子不高，瘫痪的公公有五十多公斤重，
为了清理弄脏的床铺，她每次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把
公公先抱到另一张干净床上，清洗收拾好床铺，再把
公公抱回来。之后，还要洗上一大盆床单衣服。

邻居阿婆冯贞娣说，几年前的冬天，杏珍到家后
面的小河边清洗脏衣服，由于天冷路滑，不小心滑进
了河里。所幸河水不深，被及时救了上来。当时杏
珍担心的还不是自己，而是担心瘫痪的公公。她说，
我不能死，我死了，公公没人照顾了。

“杨老伯瘫痪了十余年，直到去世时全身皮肤都
没有一处褥疮。”邻居王亚琴提起王杏珍，满口夸
赞。她说，瘫痪病人最易得褥疮，但老人十余年卧
床，没有出现半点皮肤溃烂的症状，都是杏珍照顾得
好。平时，除了给老人经常翻身之外，杏珍总是用红
霉素药膏给老人消炎，还不忘擦上痱子粉干燥。

不怕脏和累，十余年细心照顾瘫痪公公

“这些年来，妈妈没有出过远门，即使偶尔外出
参加婚礼，也是一路上担心个不停。”王杏珍的儿子
杨楷告诉记者，爷爷瘫痪时，都是妈妈无微不至照顾
了这么多年。杨楷觉得，这些年来妈妈影响自己最
多的就是孝道。

“有个画面永远也忘不了。”杨楷说，为了让爷爷
吃上冷热适宜的饭菜，妈妈总要先尝热汤。有次妈
妈被热汤烫到了，但她只是轻轻擦了擦嘴，然后一边
搅拌热汤一边用嘴吹，直到温热了才喂给爷爷喝。

“父亲有了杏珍的照顾才得以善终。”在丈夫杨
国祥眼里，王杏珍是值得感激和陪伴一辈子的人。
他说，十多年来，杏珍照顾瘫痪父亲的点点滴滴，自

己都看在眼里。自己听力不好，还要挣钱养家，顾及
不到家里。一次杏珍发了高烧，自己顶替了一天，发
现根本照顾不了。从那时开始，自己真正体会到妻
子的不容易。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失明的人。

除了照顾瘫痪的公公，王杏珍82岁的婆婆也
受糖尿病困扰，眼睛逐渐失明。王杏珍把照顾公婆
的责任一肩挑，再苦再累都是不遗余力。王杏珍表
示，自己生在慈孝之乡，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父
母常常教育自己，孝道是家庭和睦的根本。

“久病床前无孝子，杏珍的孝顺是我们的榜样。”邻
居王亚琴说，虽然杏珍的公公前两年去世了，但杏珍的
孝顺故事至今仍被村里人传为佳话。 记者 孔玲

好孝道影响了家人和村里人

爱心基金资助江苏孤儿
本报讯（通讯员 素霞）在宁波慈善总会的支持

下，“戴仁德康复护理基金”小额冠名基金，日前出资
1万元资助江苏省邳州市邢楼镇范墩村孤儿郁二伟，
用于他的康复护理和康复训练。小郁自5岁开始身
患强直性脊柱炎，双目失明，常年躺在床上，被托管在
一个民营医院。他父母很早过世，但他阳光向上，去
年底又以“网络代理”的形式，走上创业路。

走进城管 关爱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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