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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巢养老”受专家肯定
免费服务3万多名老人

本报讯（记者 马涛）日前，老龄社会30人
论坛发起人梁春晓、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
新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何霞、中
国商务广告协会营销研究院院长马旗戟、国家发
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张国华、信息社会50人
论坛秘书长林茜等一行人，专程前往鄞州银巢养
老服务中心进行考察指导，并参与了“银巢未来·
积极养老”主题沙龙。

“银巢养老”是一项积极养老公益项目，
2017年 9月注册成立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
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30多家社区老年大学
的创建，开展课程活动2500余次，为3万多名老
人提供了免费的文化教育和素质拓展服务。同
时，还帮助5900多名外来子女免费获得学习的
机会，让4350多名老人重新融入社会。

据该项目负责人李靖慧介绍，目前，该项目
主要通过招聘有一定能力的老年人，为他们进行
二次职业规划，以课程培训、技能传承、长者顾问
的形式，给青少年、下岗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服
务，实现双重公益。

在主题沙龙上，梁春晓等各位专家对李靖慧
及银巢团队的养老理念及执行方式大为赞赏，并
邀请其团队将项目复制到北京，让银巢之光普惠
首都。

李靖慧是名95后女孩，毕业于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在校期间参与志愿时长达5000多小
时。“银巢文化暖人心”更是传到央视，李靖慧作
为青年代表受邀参加CCTV-1《开讲啦》节目录
制，把宁波的养老公益搬到了央视的舞台上，为
青年如何从事养老公益而发声。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高志
成 文/摄）干欣路是海曙区高桥镇红
星村的一条村道，位于联丰中路高桥
镇和集士港镇交界处，除了住在附近
的人和村民，大多数人可能连听也没
听说过。可是，就是这么一条不为人知
的小路，前段时间却让海曙交警大队
五中队的民警牵肠挂肚，甚至为之付
出了不少心力。

这条村道路面狭窄，边上有一条小
河，尽头处可向左或向右通行，但沿河没
有做任何防护措施，若两车在这里交会
或者途经时未留意这个临水路段，很有
可能出现意外。更何况，这条路上的路灯
等照明设备缺失，也让附近的居民出行
胆战心惊，尤其是夜间进出，安全隐患格
外大。

记者了解到，上个月这里就发生
过一起车辆坠河事故，当时正是下午
时段，天气晴好，为了避让一辆电动自
行车，轿车冲入河中，所幸只是车子受
损，人及时爬上来了。事后，心有余悸
的驾驶员承认，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
没留心这条小河。

今年6月份，高桥镇的交通管理划
归海曙交警五中队管理，辖区内各路
段的隐患排查一直是中队的一项重要
工作任务，也是响应市局“千警下基

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当排查到干欣路时，道
路交通安全存在的巨大隐患让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由于是乡村道路，中队民警无法设置警示桩等其他交通
设施，于是五中队中队长钱通华立即向高桥镇政府报告了相关
情况，并联络高桥镇城建办和红星村负责人，多次走访隐患路
段，了解具体情况，商讨解决对策。他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村里
能尽早采取措施，让附近居民安全出行，减少事故发生。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隐患如今得到了有效解决。这
条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两个容易直冲坠河的临水路段，针对这
个情况，几根警示桩依次安装，道路尽头处也竖起了交通指示
标志，夜间反光更有提醒作用。同时，照明条件也得到改善，崭
新的路灯已经安装完毕。

这条村道终于排除了事故隐患，居民出行的安全系数也提
高了不少。见此，民警的心也放了下来。

“现在出行比原来好多了，步行的人不需要用手机照明了，
开车的人也有了警示标志提醒！”对于这条路的变化，周边居民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纷纷竖起大拇指，夸奖民警及相关部门办
实事，办好事。

一条隐患重重的村道让交警牵肠挂肚
经多方努力，警示桩、交通标志终于安上了

村道沿河，安全隐患很大。

从2009年开始，协会不断建设线下实体组织架构。
到2015年，市、区县（市）、街道、社区“四级网络组
织”管理体系架构已相当完善，协会在市城管局设立总
部，在区县 （市） 城管部门设办事处、街道设服务点、
社区设联络站。此外，吸纳单位会员，接受协会直属管
理。

目前，协会设立区县（市）办事处15个，实现大市
全覆盖；街道服务点106个，中心城区覆盖率85%；社区

联络站523个，中心城区覆盖率88%。市、区县（市）、
街道、社区“四级网络组织”已基本成型。

2017年，协会完成“宁波城管义工网”项目一期建
设，初步建成独立域名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一
网两微”的宣传平台和社会对接格局，实现城管义工身份
可识别、服务时长可记录、星级评比有依据、活动发布有
平台、服务意向可选择等功能。每个组织和每名城管义工
都有权限内的账号，可登入网站操作。

在宁波，有这样一支队伍，
2008年9月，6名发起人，首次招
募114人；2009年，发展壮大到
11278人……2018年，注册城管
义工86431人、组织1243家，累
计服务150万余人次。他们来自
全市各行各业，因相同的那份初
心走在一起，他们爱城市、管城
事，成为“编外城管”“文明使
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城管义工。

从2008年9月26日至今，城
管义工已经走过了10个春秋。
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会长王自强告
诉记者：“10年来，宁波城管义工
协会工作已经由零散的、突击性
的服务，转型为岗位化、项目化、
专业化、长效化发展模式，并建立
起长效服务管理体系，逐步成为
城市管理志愿服务领域的枢纽型
社会组织。”

不忘初心10年路 快乐奉献再出发
——记宁波城管义工协会成立10周年

10年来，协会先后获评宁波市最具影响力文明服务品
牌、市宣传思想创新大奖、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佳项
目”、市先进社会组织奖、浙江省最美建设集体等重大荣誉
30余项，2017年荣获全国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全国
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先后有20余位省市主
要领导考察城管义工工作，并作出批示肯定。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郑一平要求，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一定要按“强

化城管职能、培树核心项目、设置专业岗位、注重线下动
员、实现平台对接、丰富激励手段”的总体思路，不断抓机
遇、强服务、出实招、干实事，扎实迈好从“志愿服务团队”
转型升级为“枢纽型专业社会组织”的步伐。持续稳定地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共治、社会协同、公众自治”的
良好局面，为努力把协会建设成“东方文明之都”新坐标继
续努力奋斗。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陈泽州

发展历程 从协助宣传到共管共享

2008年9月26日，市城管部门发起成立了由个人和单
位自愿参加并联合的、非营利性法人社会团体——宁波市
城管义工协会，意在通过“城管义工”这个载体，实现从单一
的政府管理行为向“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共治、共享成
果”的“大城管”共治模式转变。

历经10年，协会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

为人民”的创会理念，以“问题导向”寻找服务突破口，以“需
求导向”优化服务供给端，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大局，积极引导
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持续精准发力，激发社会责任，倡导文明
风尚。协会的发展历经“宣传城管工作”“动员参与管理”“社
会治理平台”三个阶段。如今，协会已成为宁波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主要平台。

网络组织 “四级网络组织”基本成型

开门理城事

社会赞誉 竖起特色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