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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臻仁社）
“对于我们出门只习惯带手机的人来说，电
子社保卡实在是太方便了。”5月10日晚，
镇海居民朱女士的孩子在公园玩耍时摔破
手肘，急急忙忙赶到附近一家药店，朱女士
才发现没带社保卡。不过，在药店工作人
员的提醒和指导下，她快速绑定电子社保
卡，并顺利完成医保结算。

5月9日起，镇海区136家定点药店已
全部开通电子社保卡扫码支付功能，今后
市民到药店买药，无需携带实体社保卡，只
需出示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即可快速完成购
药结算，整个过程仅需短短几秒，方便又快
捷，而且全程“无接触”。

此前，北仑区260余家医保定点药店4
月中旬已经通过改造升级，全部开通了电子
社保卡刷卡业务；上月底，鄞州区所有定点
药店实现电子社保卡刷卡购药。在全市范
围内，目前已有90%以上的定点药店可扫码
购药。同时，全市已有209家定点医院实现
电子社保卡扫码挂号、就诊、结算、取药。

电子社保卡是持卡人线上享受人社服
务及其他便民服务的有效电子凭证，与实体
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射，由全国社保卡
服务平台统一签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统一管理，与实体社保卡一样，电子社保卡
具有身份凭证、医保结算、金融支付等功能。

目前，我市已开通“浙里办”APP、“宁
波人社”APP、合作银行、支付宝、微信和银
联等22个申领渠道，是浙江省开通渠道最
多的地市，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247万多
张，签发量居全国前列。

镇海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子
社保卡以保证持卡人信息准确、安全为前
提，用户用卡时，需要第三方平台与全国社
保卡平台进行实时校验确认，并结合电子
认证、刷脸认证等互联网安全技术手段，确
保实人、实名、实卡，安全性更强。

“市民通过上述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
等于把实体社保卡放进了手机，在医院和
药店可轻松完成刷卡操作，十分便捷。”这
名负责人提醒，为方便生活，请市民尽快领
取电子社保卡。

需要注意的是，本人只有持有实体社
保卡，才能领取电子社保卡，当实体社保卡
挂失、注销后，电子社保卡就不能使用。

手机一刷就能买药
我市九成以上定点药店
支持使用电子社保卡

本报讯（记者 房伟）“习近平总
书记在安吉余村强调‘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有城市现代
化，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既指
明了滕头永葆‘常青树’的方向和路
径，也传递了殷切期盼。”昨天下午，
全市行政村党组织书记学习总书记
考察浙江、宁波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在奉化区滕头村举行，滕头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傅平均在座谈会上这
样说。

全市各行政村党组织书记代表，
区县（市）委宣传部、市直相关单位负

责同志4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奉化
区滕头村、余姚市横坎头村、鄞州区湾
底村等行政村党组织书记在会上交流
发言，纷纷表示要回应好总书记的殷
切期待，要以基层治理为抓手、产业兴
旺为突破、生态文明为引领，探索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施途径。

傅平均透露，受益省“未来社区”
建设思路，滕头正全力打造“未来乡
村”，“上海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美院等多所高校参与设计，不断完善
片区产业规划、空间规划、乡村综合
体等规划，形成‘好看、好吃、好玩、好

住、好学’的未来乡村。”
“这些年，我们做强红色旅游、乡

村旅游、观光产业等，努力打造绿色
发展的样板，2019年共吸引约70万
游客来村游览。”余姚横坎头村党委
书记张志灿说，但相较安吉余村，在
整体风貌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
下一步的建设重点将向其余5个自
然村辐射，比如牛轭丘自然村外立面
改造、小市岙大岭下自然村周边环境
整治等。”

鄞州区湾底村党委副书记许明
君和大家分享了对湾底村、对湾底党

员最有启示、引发共鸣的三句话，其
中一句是“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
克服了危即是机。”许明君说，受到疫
情影响，湾底两大重要经济增长点天
宫庄园收入和天工巨星的外贸订单
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同时也为湾
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带来新的机
遇”。

许明君说，利用这一时机，“搞好
景区维护，对部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
思考景区未来的发展，并筹备天宫庄园
景区二期工程，相信建成后将会为湾底
的农旅一体化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这4个公益项目，社区到底
实施哪一个？这不是由社区干部
说了算，而是由居民协商决定，现
场投票说了算。

“大家投我一票，这个晾衣架
我们盼了好久了。”作为项目推荐
人，戴春琴现场拉票。

最后“公益晾衣杆”项目获得
10个赞，系全场最高分，确定为
社区要实施的公益项目。

“谢谢大家支持，以后晾晒衣
服不用愁了。”听到这个消息，戴

春琴笑得合不拢嘴。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由白鹤

联委会委员、扬帆久久慈善基金
负责人李长春认领实施，计划在
丹凤新村打造一块40平方米的
公共晾衣场地。

据了解，丹凤社区的居民协
商自治模式是从2015年开始的，
这几年陆续完成公园改造、流光
步道建设和垃圾分类等多个项
目，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我们小区，大小事情都

有商有量，我们自己的家园，
我们自己来建设。”戴春琴是
热心居民，对社区的事都特别
上心。

如何更好地解决居民的烦心
事，鄞州区政协白鹤联委会搭建
了“请你来协商·社区事大家议”
平台，以“委员拉资源、社区出项
目、居民选服务”的共商形式，推
进社区公益项目实施。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陆君尔

实施哪个项目，居民投票说了算

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
争当乡村振兴模范生
全市行政村党组织书记学习总书记考察浙江、宁波重要讲话精神

鄞州区政协“请你来协商”活动首站进丹凤社区

社区上什么公益项目居民说了算
“大家投我一票，这个晾衣

杆我们盼了好久了。”鄞州区白
鹤街道丹凤社区 75 岁居民戴
春琴现场卖力拉票，大家都被
老人的直爽逗乐了。

5 月 12 日下午，白鹤街道
“请你来协商·社区事大家议”
活动在丹凤社区举行，居民代
表、街居干部和政协委员围坐
在一起，商讨社区今年的公益
项目。今年到底上哪个项目，
由居民投票说了算。

据悉，这是鄞州区政协“请
你来协商”进社区活动的第一
站，未来这种模式将常态化，助
力基层治理。 戴春琴（中站立者）在推荐“公益晾衣架”项目。 记者 薛曹盛 摄

居民提出的公益项目很接地气
“我在丹凤社区住了近30年

了，我很喜欢这里。这两年我发
现一个问题，小区的树越长越高
了，一楼、二楼的阳光都被挡住
了，晾衣服就成了问题，最好能给
我们建一个公益晾衣架。”第一个
发言的是75岁居民戴春琴，老人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丹凤社区是典型的老小区，
房屋大多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
小区内高大树木较多，低层明显
采光不足。戴春琴说，没有阳光

大大影响衣服的正常晾晒，很多
居民只能随意晾晒，有些还私自
拉绳。“要是小区能规划一个公共
场所建设公益晾衣架，不文明晾
晒的现象就会没有了。”听到老人
的话，很多居民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社区老龄化问题比较
突出，60周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1700多人，但平日里，子女们都
要上班，老人白天只能孤独地

‘剩’在家里，有时候想就近理个
发，修个脚都不方便。”居民高怀

谷建议，社区要打造一个针对老
年人的便民集市项目，定期提供
理发、修脚、维修小家电、磨刀等
便民服务，提升老人的幸福指数。

现场，居民代表化身项目推荐
人，提出了“衣靠”公益晾衣架、“重
阳慰老”公益活动、“益起来”便民
集市和“为爱而照Ⅱ”全家福公益
项目，这些是白鹤联委会通过社区
线上线下平台广泛收集社情民意，
从十几个项目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居民关注度高的4个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