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堂课 推进文明理念的全覆盖

昨天上午，走进江北区实验小
学310中队教室，班主任周岌正在
给孩子们讲“一日常规三字经”，还
邀请三个孩子上台“扮演”学生、值
周老师、保安，演绎“晨入校”应该
遵守的“见礼仪”“衣冠正”守则。

“学生在向值周老师、保安问
好的同时，值周老师和保安也要礼
貌回应，文明礼待是相互的。”周岌
敏锐地察觉到短短十几秒演绎中
存在的问题。

“我已经七次被评为‘守则之
星’。”310中队的林城语气充满自
豪。要成为“守则之星”，就必须在

“晨入校”“课午间”“用餐”“聚会”
“放学时”“同学间”等方面遵守不
下20条的行为规范。

“通过‘守则之星’评选，我改
掉了原本行为上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林城说。

“最干净校园”行动的开展，不
仅是为了打造干净、整洁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营造干净、文明的观念
和氛围。因此，在打造“最干净校
园”行动中，首先就是要推进文明
理念的全覆盖。

为此，江北区各中小学不仅在
校园进门醒目处张贴、上墙“最干净
城市”“最干净校园”标语，同时将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文明
规范纳入学生必修课时，并结合“童
心向党”“红色教育星期一”等活动，
利用5分钟党史课、现场教学的形
式，加强文明行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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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在全市率先开展

江北篇

教室门口的这些花多是孩子们从自家拿来的教室门口的这些花多是孩子们从自家拿来的，，因此她们对花也多了一份关心因此她们对花也多了一份关心。。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上完厕所洗
完手，从“随手
甩”到“沥在洗手
池里”，在江北区
实验小学东校区
从事保洁工作的
周书芬最能感觉
到发生在孩子身
上的变化。

今年开始，
江北区文明办联
合江北区教育局
在全区中小学开
展“最干净校园”
行动，打造和美
的生态环境和文
化品牌，一段时
间后取得了成
效。

“下一步我
们还将把行动推
广到医院、街区、
菜场，打造江北
‘最干净’的品
牌，为宁波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贡献江北力
量。”江北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江
北区文明办主任
丁世明说。

走进厕所，贴在洗手台前和墙
上的小贴画，还蛮夺人眼球的：“不
要让水龙头孤独地流泪”“箐箐校
园，清清如厕”“来也匆匆去也冲
冲”……

让人惊喜的不止是生动的表
达和绘画，每幅作品下还都有参与
创作孩子的签名。

在打造“最干净校园”行动中，
“人人参与”已经成为“标配”。

像摆在教室门口走廊上的不
同品种的花，大多数是孩子们从自
己家里拿来的。也正因为有了“主
人”的身份，孩子们对“花开得好不
好”有了更多关注。

下课铃响，最早出现在校园里

的，是身穿红马甲的“崇德小义
工”，他们有的手举“禁追逐、打闹”
的牌子，站在走廊拐角处；有的则
站在垃圾房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
拎过来的每一袋垃圾。

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造环境优
美、和谐宜居之城，这其中少不了
每个普通人的参与和努力，在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
注意自身的言行。

“我们也希望通过发生在孩子
身上的变化，来影响、带动更多人参
与到典范城市的打造中来。”丁世
明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翁晨丹

倡导“人人参与处处净”一起来

在江北区实验小学东校区转
了一圈，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环境的
整洁和优美——

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只要条
件允许，就能看到一排排品种各异
的鲜花开得正艳。下课铃响，女生
们三三两两挽着手跑来赏花。

教室门口的墙面、花坛、连廊
等公共区域位置，也都成了孩子们
发挥想象力、进行艺术创作的空
间。一幅幅色彩鲜艳、充满童趣的
手抄报、绘画作品，让人不由自主
地放慢脚步，细细浏览。

趁着课余，孩子们抱着书和棋

盘跑到“美术长廊”席地而坐，看看
书、下下棋，放松心情。

如何将“最干净校园”的打造
真正融入孩子们的日常学习中？
除了课堂上的教育，更重要的是
为孩子和老师营造一种干净、文
明的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
家的行为。

目前，像深化“席地而坐”校园
客厅示范区域创建；提高校园内功
能空间的环境卫生品质；有效升级
厕所配套设施、实现厕所整体质量
提升等系列举措，均已在各中小学
校园得到落实、推进。

将文明氛围融入校园活动一片景

“音乐中的百年党史”
成为“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一首首荡气回
肠、汹涌澎湃的经典音乐从市社会主义学
院的教室传出，学员们通过美妙的乐声，走
进百年党史的前世今生。4月13日上午，
宁波市党外知识分子“同心跟党走 迈进新
征程”爱国奋斗报告会，作为2021年全市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骨干培训班的“第一课”走
进市社会主义学院。宁波市新联会理事、宁
波音乐港洛奇音乐图书馆联合创始人戚缪
笛以“音乐中的百年党史”为题，为40余名
学员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课程。

“那个时期的学堂，为什么要特别让六
七岁的小娃娃们学唱这些歌曲？这是一种
民族的凝聚力！几十年后，这群听着这些歌
曲的小娃娃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坚力量！”课
堂上，戚缪笛边说边依次拿出自己珍藏多年
的磁带、限量版黑胶唱片，让学员感受每一
个特殊阶段的歌曲带来的特殊魅力。

《送别》《毕业歌》《黄河大合唱》《红旗
颂》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一系列脍炙人
口的经典红色乐章，通过讲述背后的故事、
名曲轮播、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学员们对近
现代中国音乐史、交响乐欣赏基本知识、红
色名曲创作背景和精神内涵，有了更加深
刻、共情的认识。

提前一个半月！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桥
昨完成地质勘探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麻宏宇
殷月明 文/摄）记者从宁波海事局获悉，昨
天上午11时，随着“浙普工25”钻探船缓缓
从钻孔中拔出最后一根套管，新建通苏嘉
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地质勘探工作
圆满完成。

新建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大桥是国家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既有杭州湾公路大桥上游约7km处，
海域段全长约29.2km，大桥包括北、中、南三
座航道桥，大桥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最长、建
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高速铁路桥。

本次地质勘探是为确定大桥线路具体
位置，详细查明桥址区的工程和水文地质
条件。项目自去年10月18日开工以来，先
后投入9个钻探平台，17艘施工船舶，参与
施工420余人，共完成海上勘探点401个，
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完成。

杭州湾海域自然环境恶劣，最大潮差将
近9米，最大流速可达5米/秒，时常伴有“小
气候”出现，且海床上部淤泥层有20米到40
米，作业还涉及近3公里的海上滩涂段，粉砂
土层交界处常蕴藏有蜂窝状分布的浅层气，
给海上勘探作业带来了极大挑战。

“为了保障施工安全，我们成立了专班
指导编制通航安全保障方案，针对滩涂施
工存在的安全风险，指导项目部在全省范
围内首次实现了‘坐滩法’施工。”宁波海事
局通航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在进行海上勘探作业的钻探船。

“最干净校园”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