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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可能都还记得，去年上半年，市生态环境
局（原市环境保护局）开展了“督政问企”行动，对工业园
区和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问诊”并开出“药方”，而
跟随各个督政问企小分队去区县（市）“问诊”的“医生”，
很多是来自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的专家。

从“宁波专区工业科学研究所”到“宁波市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设计院”（简称“市环科院”），60年来，市环科
院秉持“求实、诚信、严谨、创新”的优良传统，经过艰苦
创业和改革转型，科研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宁波生态
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昨天，记者走进市环科院，探访了这个不一样的科
研单位。

创新引领，为绿色发展添引擎

“立足甬城，求索创新，服务经济社会，这是市环科
院发展的根本。”市环科院相关负责人说。统计显示，市
环科院先后参加过国家环保项目攻关，国家、省、市重点
污染源治理研究和工程设计，以及一大批国家、省、市重
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各类科研课题。其中，有多个污
染治理与产品开发项目获得省部、地（市）科技进步奖，
有7项环保治理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近年来，市环科院坚持以质量求发展，以效益谋提
升，以科研为主轴，以咨询为根本，先后完成了宁波市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台塑关系企业宁波
基地等一系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宁波城市轨道交
通环境监理，三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宁波市水、
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宁波市环境保
护“十三五”规划，宁波市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等。

去年以来，市环科院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优化咨
询业务，壮大成熟业务，拓展新兴业务（环保管家），突出
技术优势，强化服务水平，努力在实践中赢得市场份额。

2018年，市环科院又一次荣获浙江省污染地块调
查评估和治理修复从业优秀单位，“调查评估类、方案编
制类、工程监理类”3个类别被评为优秀。

人才为本，扭住环保科研“牛鼻子”

去年，市生态环境研究咨询中心在市环科院成立，
66名首席专家正式“上岗”。他们从环境政策、生态环
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物、土壤环境、环境噪声与
振动、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全方位为宁波环
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市环科院成立以来，坚守初心，始终把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放在中心位置，坚持以高素质、高新技术人才
培养为牵引，扭住环保科研“牛鼻子”，强化人才成长激
励机制，突出“科研强院、创新兴院”战略，确保宁波环保
技术在省内具有明显优势。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宁波市环科院现有职工60余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90%以上。技术
人员专业结构配置合理，现拥有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
研究生32名、本科以上学历占85%。

在加强自身人才培养的同时，市环科院为我市培养
生态环境保护教授级高级工程师6名，向全市企业培养
输送中高级技术人员160余名，有近20名技术骨干被
国家、省、市业务主管部门聘为行业专家。

如今的市环科院，已建设成为一个集环境科学研
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环境工程设计、环境
监理、清洁生产审核、土壤环境修复咨询、生态环境咨
询、环保科技产品开发、环境工程承包及运营管理等一
条龙配套服务的综合研究开发单位。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陈泽州 文/摄）“叔叔阿姨，您工作辛苦
啦！我们给您送上一杯姜茶暖胃。”“感谢您为这个城市付出的一切，注意保暖哦。”前天上午，
来自海曙区信谊小学五（一）班的师生、家长加入到了“认捐一杯姜茶、温暖一座城市”活动中。

据宁波城管义工协会工作人员介绍，“认捐一杯姜茶、温暖一座城市”活动启动以来，
已累计设置“爱心姜茶点”20处，募捐爱心款1万余元，有千余名城管义工参与活动，给上
万人次户外工作者送去了温暖。

一年365天，用掉200多根笔芯，还是
圆珠笔的。教师到底是如何使用的？这名
教师给记者列了一下消耗的具体内容。比
如教文科的初中教师，作业本平均每天有
20~40小题要批改；需要对默写或听写作
业进行批改；给孩子们的作业简单写评语
（很多教师习惯性写上批改日期）；若安排
了一张考试卷，那么就有七八十个小题，表
述类的题不少需要将错误圈出来……

据了解，依照惯例不少教师要教两个
班。且根据业内习惯，教师们往往会做到

每题必批、错题复批。按照上述“规模”来
计算，一名教师一天仅仅用红笔打钩就要
重复3000~5000次。所以，平日里每周需
要一两根笔芯，而碰到备考阶段，就“升级”
为一天一两根了。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了一根圆珠笔芯的
使用寿命。有数据称，一支圆珠笔大概能
划20万个“一”，假设字平均10划，一般能
写2万多个字。教师打钩有个人习惯，批注
文字也有偏好，一天用完一根红笔芯，很正
常。

一年用掉205根笔芯
我市一教师晒出笔芯图爆红，引来一波“比心”

205根用完的红笔芯，被密密排成了一列。这是我市一名教师昨日晒出的笔芯年消耗
量。记者转发此图后，不仅引起了教师们的共鸣，还引发了市民热议。一张爆红的笔芯图
背后，有故事、有数据，还有更多心血和付出。

这名教师晒出的笔芯图。

撇开教育系统的“朋友圈”，市民的联
想几乎是“不受限”的。

作为学生家长，有市民第一时间就联想
到：“教师行业真的太不容易，这堆笔芯刷新
了我的认知，老师们真的辛苦了。”这位市民
表示，自家孩子的班主任每天晚上都留在办
公室批作业，给孩子讲解难题，十分敬业。

也有家长很好奇自家孩子每年写作
业，不知道需要消耗多少根笔芯，也想尝试
攒一攒，作为一种见证。也有家长做了理
性预估：“这个量也不算多，我家娃做作业
一年也有这个量，孩子才一人，老师至少要
管两个班的孩子呢。”

记者 徐叶

很多教师并没有“攒物”习惯，并不在
意笔芯的年消耗量，但看到这张笔芯图后
觉得，“一年这个量，很多人是有的。”有的
打趣说：“我这里也有一抽屉呢。”“200多
根，可能算个平均数。”

记者了解到，笔芯消耗速度并不一定
与学段高低、作业多少成正比。但有一点
得到了教师们的普遍认同，批改越是细致，
笔芯用得越快。

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说，她习惯用红笔

给低段的孩子画画作为作业“回复”，这样
更好沟通；也有教师习惯了一直拿着红笔，
连处理其他类的工作，“也用红笔写字
了”。还有教师称，即便现在教育“智慧化”
了，但批改作业依旧是师生之间最常规、最
基础的“交流”，没有教师的点滴反馈，师生
之间的互动会减少很多。

记者从评论中发现，笔芯图其实是对
教师工作量的一种见证。不少教师因此感
到自豪，有的惺惺相惜，也有的陷入深思。

打钩这个动作，日均可能要做三五千次

200多根笔芯引发共鸣

这堆笔芯引发的联想

“爱心姜茶点”已有20个
为上万人次户外工作者送去温暖

为环境高质量发展
注入科技动能
记者带您走进市环科院

孩子们在送孩子们在送““爱心姜茶爱心姜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