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贸市场越来越干净整洁

宁波“马大嫂”
买菜方便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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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阿姨走进改造后的月湖菜场，发现这里的环境焕然一新。各
种菜品摆放整齐，地面干净整洁，没有水渍，快检室设备齐全。她不禁感
叹：“以往被年轻人嫌弃脏乱差的菜市场，现在的环境已经和超市差不多
了，我们买菜真是方便又放心！”

不仅是在划船巷31号、38号。划
船社区党委副书记潘芬莉说，从社工
日常走访了解的情况看，周边有不少
居民楼也出现了类似的“爱心座椅”。

问了不少居民，没人能具体说出
楼道拐角处的椅子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但对于划船社区这样一个建成于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房子结构问题
无法加装电梯，老年人口又多的社
区，这把椅子的出现是“刚需”。

潘芬莉更愿意把这把椅子的出
现视作居民“自治”的小小尝试，也愿

意把它的延续视作邻里之间的一份
互助和善意。

按常理，楼道里不允许堆放杂物
的，既不安全也不美观。因此，在留
意到这把椅子出现后，“要不要清理”
成了摆在社区面前的一道“考题”。

很快，社区就给出了回应：保留
这些椅子；为避免椅子被当做杂物清
理掉，特地在一旁贴上“爱心座椅”的
标签；对于那些过于破旧的椅子，更
是帮忙更新。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聪 黄波峰

藏在椅子背后的“善治”C.

月湖菜场是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农贸市场专项整治督查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
对农贸市场进行了全面治理整
顿，从内部设施到外部环境都有
了长足的进步和改善。在全市农
贸市场改造提升攻坚行动推进会
上，记者获悉，我市有关农贸市场
的立法正在积极推进。今年，市
人大将农贸市场立法列入年度审
议项目，第三季度将针对农贸市
场建设管理开展专题询问，有望

在年底或明年初颁布《宁波市菜
市场管理规定》。全市农贸市场
的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为达成

“9499”目标（即创建省放心农贸
市场90家以上，新创建三星级及
以上农贸市场40家，力争实现全
市90%以上城区农贸市场建成二
星级及以上农贸市场，90%以上
乡村农贸市场建成星级农贸市
场）而全面努力。从目前情况看，
全市城区市场二星覆盖率和乡村
市场星级覆盖率已分别达到
77.1%和76.7%。

除了传统方法以外，市场监
管部门还大力采用高科技手段
来提升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

“只要下载这个掌上农贸市
场检查APP，就可以在手机端对
整个农贸市场的各项指标进行
实时的动态监控和检查。”市市
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也是打造高科技智慧监管
手段的最新尝试，大大提高了效

率。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充分

发动群众，推出了“农贸市场随
手拍”活动。消费者只要用手机
拍摄下身边农贸市场的不文明
现象直接上传到市场监管部门
的公众号，收到反馈后，工作人
员将在第一时间核实并督促整
改。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宣文

智慧监管和全民动员相结合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市市
场监管局已经持续对71家城区
农贸市场进行督导检查。目前
已经完成6轮，先后出动876人
次，发现问题整改 1500 多个。
对于“市场公厕无障碍设施”“水
产摊位无挡板或者挡板过低”等
硬件问题80%已经整改到位，其
余问题有些正在协调相关单位
共同解决，有些纳入市场整体改

造提升计划。对于“占道经营”
“乱丢垃圾”等反复出现的动态
性问题，将不断进行督查和督
促，实行动态化管理。

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之
时，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抓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执行“亮码
测温 戴口罩”的准入制度和日常
清洗消毒工作，确保疫情防控的
有效落实。

已完成6轮专项督查

全市星级市场覆盖率超七成

为何居民和社工都在守护
楼道拐角处那把旧椅子？
这背后有一段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8月18日，鄞州区百丈街道划
船社区的社工搬着两把八成新的
木椅来到划船巷 31 号，换掉原先
放在二楼通往三楼、三楼通往四
楼拐角处的旧椅子，并在椅背贴
上“爱心座椅”的标签。

红色标签只有巴掌大小，却
给“楼到中年”、有点陈旧的楼道
增添了一抹充满活力的亮色。

楼道里不是不允许堆放“杂物”
的吗？社工为什么这么做？这背后
有一段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8月19日早上，住在划船巷31
号三楼的董九如拎着袋子上楼。虽
然身子骨还挺硬朗，但对于已经81岁
的他来说，上楼梯还是会有些吃力。

还好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拐角处
有这样一把椅子，有个地方搁东西，
顺带歇歇脚，对上了岁数的人来说，
算是“及时雨”。

“椅子是不是换过了？”董九如留
意到。

“原来的椅子旧了，坐着也不舒
服，我们就换了两把。”社工解释。

椅子最初是31号五楼的住户拿
出来放在楼道拐角处的。听董九如
说，这户人家有位和自己年纪差不多
的老人，因为住的楼层高，爬楼梯想要
歇歇脚，于是放了两把椅子在拐角处。

“已经放了有很长一段时间，蛮
好的，特别是我们买菜回来，放放东
西喘口气也好。”董九如说。

旧椅子换了新椅子A.

若要“追究”，在楼道拐角处放椅
子不是划船巷31号的“原创”，是从
隔壁划船巷38号“学”来的。

住在划船巷38号的居民方惠君
回忆，因为上楼吃力，最早是住七楼
的老人放了两把椅子在五楼到六楼、
六楼到七楼的拐角处，“差不多也有
六七年的时间了。”

之后，因为家里有老人搬来住，三
楼的住户又在楼道拐角处添了几把椅
子；中途，有的椅子因为年数久了，看

上去有点破旧，又有住户替换了新的。
对划船巷38号的居民来说，楼

道拐角处的椅子就像是一个“没人说
的秘密”：没人把它们当杂物清理掉；
也没人声张说是自己换了新的；有人
会随手把它们擦干净。

楼道拐角处这些椅子的出现，原
本可能只是想为自己或者家里的老
人出行提供个方便，但在大家不约而
同的“守护”下，成了对“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生动的诠释。

这是一场关于“善”的接力B.

“爱心座椅”标志背后是大
家共同的守护。记者 崔引 摄

楼道拐角的椅子为老人上下楼提供了方便楼道拐角的椅子为老人上下楼提供了方便。。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