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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宁波的国际知名度？
代表委员就“文化名城”建设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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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建言

市人大代表王秀芳：

强化餐饮油烟综合治理
市民可能都注意到，大量餐饮店建在居民楼下或与

居民住宅相邻，从老小区到新小区，从商住区到居民区，
产生的油烟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餐饮店的
油烟扰民问题成为近年来群众投诉最多的环境问题之
一。

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我省期间，共向我市移
交33批共880件环保信访件，其中投诉餐饮业油烟、噪
声和污水排放的共51件，餐饮油烟投诉占了较大比例，
涉及近200家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尤其是占总数五
分之四的小餐饮，虽然规模较小但油烟污染严重，环境执
法成本高、整改效果差。

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公用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总工
办主任王秀芳建议，以这次机构改革为契机，在政府各部
门之间建立以餐饮项目审批为主线的监管信息网络，形
成有效的部门联合服务机制。

比如，餐饮业主通过上网查询，就可以知道开办餐饮
业需要了解哪些法律法规，有什么前置条件，有哪些程序
和步骤，需要到哪些部门办理哪些手续，以及需要什么材
料等。

另一方面，通过全省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无差别
化一窗受理”网上流转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监管部门可以
将领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企业信息流转
给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可将通过餐饮环境影响
登记备案的企业信息流转给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她还认为，从规划入手是疏堵结合、从源头上防止餐
饮油烟污染问题的关键。因此，王秀芳建议我市规划先
行，积极规划合理的餐饮业经营场所，不断加强餐饮集中
区的建设工作，力争从规划源头上解决问题，取得实效。

记者 林伟

随着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流
动老人已成为一个庞大群体。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宁波
吸纳了大量的“新宁波人”。与之相应的，为帮助子女照
顾孙辈、操持家务的随迁老人，人称“老漂族”的数量也在
不断扩大。

市政协委员，慈溪市教研室副主任、教科所副所长胡
振燕对慈溪市宗汉街道曙光社区的186名“老漂族”进行
了小型调查，发现60.3%的随迁老人对目前的生活感觉
不是很满意，普遍缺乏归属感，离家迁居完全是为子女考
虑；如果子女愿意，他们更愿意带着孙辈回老家生活。

此外，福利保障少，“老漂族”的安全感匮乏。其中，
29%的老人没有任何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年内未参
加免费健康体检的占到了72.4%。

为此，胡振燕建议，把“老漂族”纳入社区管理范畴，
通过社区，聚合离退休党员骨干，嫁接更多社会资源，建
立流动老人交流平台，以每月一次的主题活动为主要形
式，通过寻找同质人群、构建老乡互助圈等，帮助“老漂
族”重建朋友圈、适应新生活的同时，激发他们参与社区
活动、服务社区的热情。

同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让他们多了解老年心理
学，要他们学习和老人相处的技巧方法，多和老人交流，
避免老人产生“心理空巢”感；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设
立专项资金，在社区设点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各项教育课
程，使大量“老漂族”能和本地老人一样，在育孙、做家务
的间隙，培育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自己的情感出口。

记者 林伟

市政协委员胡振燕：

全面开展“老漂族”关爱行动

把屠呦呦旧居开辟为
“青蒿素与中医药的故事”陈列馆

“宁波是诞生过大师的城市，又被誉为古港活化石，是中国大运河出海口，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起航地。”市政协委员、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建
议，首先应做亮宁波历史上曾经具有国际化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比如唐代的瓷，慈
溪上林湖越窑青瓷在唐朝盛极一时，出产的秘色瓷不仅作为皇家贡品进献，也是走
出国门的艺术精品；比如宋代的船，当时称明州港的宁波是全国造船基地之一，宁
波现有考古出土、出水的宋代古船6艘；比如明代的书，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是天
一阁的特色文献收藏，很多是孤本；比如清朝的床，以千工床为代表的宁式家具兼
具工艺之美和地域文化特色，是我国四大传统明清家具样式之一。这四方面的文
明载体是宁波宝贵的文化财富。

其次是落实宁波文化中已经具有国际化认可度的建设项目。比如，开放屠呦
呦旧居，把它开辟为“青蒿素与中医药的故事”陈列馆；比如，在三江口合适区域每
年固定时间演出梁祝交响乐曲，体现梁祝文化故乡；比如，做好潘天寿、周信芳、沙
孟海、马衡等名人文化的文章。

在GDP突破一万亿元大关、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如何扩大宁
波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提升宁波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影响力，成了今年两会
的热议话题。对一座城市而言，拥有家喻户晓、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不仅
是城市的亮丽名片，也是城市综合实力的反映。为此，市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们纷纷就“文化名城”建设出谋划策。

弘扬本地特色餐饮产业
让全世界了解“宁波味道”

“民以食为天”，随着物质的丰富，美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追求的风情、时尚
和文化。“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扶持振兴余姚榨菜、奉化水蜜桃、宁海望海茶等经
典农产品，培育发展宁波汤圆、慈城年糕、象山海鲜等乡愁产品’作为本年度的主要
目标任务之一，我因此想到了宁波的传统餐饮产业。”市人大代表、来自鄞州代表团
的徐剑光认为，以餐饮之名，让全世界了解“宁波味道”，进而带动宁波传统文化的
传播，十分重要。为此，他建议宁波设立专门的传统餐饮产业培训学校，继承和弘
扬宁波特色传统餐饮产业，此外，还可以在各区县（市）开发宁波特色餐饮一条街。

“这条街聚集各类宁波传统餐饮门店，为相关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同时也是一张靓
丽的宁波名片，提升宁波知名度。” 记者 俞素梅

鼓励企业参与“阳明故里”建设项目
打造全国性的阳明学研究基地

宁波余姚作为王阳明的出生成长地、阳明心学的发源地，在阳明文化建设中具有
独特的优势。市人大代表、余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董朝晖认为，目前我市在阳明
文化品牌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宁波、余姚两地的联动机制较弱，有时候“各
做各的”；余姚作为县级市缺乏相关的研究人才等。

为此，董朝晖建议，充分发挥宁波市在“阳明故里”建设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
制定“阳明故里”建设中长期规划，根据规划有序推进相关建设项目；出台政策，鼓
励、支持与引导企业参与投资“阳明故里”建设，把“阳明故里”建设项目通过市场化
运行推向社会，既有效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又满足旅游开发利用的现实需要，
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共融双赢。

此外，还应整合宁波余姚两级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力量，全方位打造全国阳明学
研究基地，凸显宁波余姚“阳明故里 心学圣地”的地位；继续办好宁波阳明文化周
活动，把它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文化盛会。

在宁波机场新航站楼建设中
融入“书香”等文化元素

机场是旅客初到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市政协委员、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益
波在获悉栎社机场T2航站楼预计于2019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消息后，提出了
建设“文化机场”的建议。

他建议，宁波机场在新航站楼建设中，以“文化+”的理念打造具有丰富内涵的
公共文化空间，不定期地通过主题展览、互动体验等方式讲好宁波故事，宣传宁波
的藏书文化、海丝文化、阳明文化、商帮文化等，既能增强往来旅客对宁波文化的直
观体验，又能提升机场的服务品质。

徐益波还建议在机场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融入“书香”。他说：“宁波的城市形象
口号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书’是宁波城市的文化象征。建议宁波机场和图书
馆、书店、出版社等合作，在新航站楼开辟书香文化主题区域，向旅客提供纸质和数
字阅览服务，提升航站楼的文化氛围及品位，传播宁波崇文尚读的城市风尚，也让
国内外旅客通过阅读深度了解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