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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学习上海杭州南京先进经验 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国内城市前12位
宁波科技创新能力2025年目标有了
市人大常委会聚焦科技创新工作

鼓励就近就便开展“随手志愿”
《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
提交一审

志愿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昨天，《宁波市志愿服务
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一审。市文明办主任邓晓东受市政府委托到会
作说明。

邓晓东表示，自2012年开始施行的《宁波市志愿
服务条例》对于推进宁波志愿服务事业快速发展等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上位法的制定、修订，《条例》在
适用范围、管理体制等方面略有滞后，同时志愿服务工
作也遇到了一些困境与短板，很有必要修订该《条例》。

《修订草案》共五章四十四条，主要对适用范围、志
愿服务管理体制、志愿服务开展、志愿文化培育、促进
和保障措施等方面作了规定。

完善志愿服务保障
为补齐志愿者权益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短板，加

强志愿服务扶持与引导，《修订草案》从经费保障、组织
培育、激励机制等七方面作了规定。

《修订草案》明确了志愿服务经费来源及用途、政府
购买服务、成立志愿服务基金会、志愿服务捐赠和资助等
具体保障措施，并规定了志愿服务活动必要费用可以作
为单位预算予以保障，有利于解决志愿服务经费保障不
足的问题。

比如，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本市设立志
愿服务基金会，区县（市）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志愿服务
基金会。基金主要用于志愿服务项目开发扶持、志愿
服务活动开展的资金资助等。

《修订草案》还完善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规定了
志愿者星级评定、优待规定、激励制度等，体现了全社
会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和鼓励。

第三十五条规定，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为有良
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提供，在公共交通、公共文化
设施、体育场馆、旅游景点等场所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免费健康保健体检等优待。

《修订草案》还鼓励和支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
志愿者开展专业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城市志愿服务
组织赴乡村开展志愿服务。

彰显宁波地域特色
记者注意到，《修订草案》还充分彰显了宁波地域

特色和引领示范作用。
比如，《修订草案》专门把志愿服务文化单列章节，

从志愿服务舆论宣传、精神培育、交流合作、国际化发
展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十五条就规定，每年三月为全市志愿服务主
题月，集中开展志愿文化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推广和成
果展示等工作。第二十六条则规定，市、区县（市）应当
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志愿文化，选树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推进文明宁波、爱心宁波建设。

此外，《修订草案》对志愿服务团队、志愿服务工作
者、志愿服务需求方、志愿服务项目等基本概念作出规
定，同时对不属于志愿服务的活动作出详细列举，确立
全民参与原则，并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依法开展或者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就近就便开展“随手志愿”服务。

记者 房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
赢得未来的关键。宁波在科技创新工作中还
有哪些短板、弱项？又该如何提升与改进呢？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昨天在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推
进落实“十四五”规划科技创新发展部署、加快
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高校资源缺乏。宁波目前只有16所高校，
其中本科高校8所，而杭州有45所高校，其中本
科高校26所。”调研报告指出，宁波科技创新基
础相对薄弱，高校资源缺乏，尤其优质科教资源
匮乏，全市没有一所985、211级别的高等院校，
导致科技创新源头活力不足，此外高能级创新
载体稀缺，高端人才储备仍待提升，“外来人员
多以产业工人为主，与上海、杭州等城市对高端
紧缺人才的虹吸效应能力存在差距。”

调研报告还指出，宁波科技创新效能有待提
升，如高新技术企业群体数量少，位于副省级城
市第10位，分别是上海的18.2%、杭州的40%。
宁波尤其缺乏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型领军企
业、培育企业目前仅3家和11家。此外，创新动力
不足，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仅38.1%设置了研发机
构、46.5%开展了研发活动，而苏州、南京开展了
研发活动企业占比分别为50.1%、53.2%。

此外，研发投入不足、新兴产业比重较低、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协同发展机制不够完善、
政策供给的协同性精准性不够高、科技服务体
系有待提升，则是我市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生态
方面的短板与弱项。

调研报告建议，我市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立足国内重大需求，对标学习上海、杭州、南京
等城市先进经验，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进一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把握
发展良机，要深度参与长三角新一体化发展，
积极承接上海张江、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的溢出效应。

此外，宁波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策源地建
设，要集中力量建设好甬江实验室，构建新型
实验室体系，争创国家实验室预备队，还要进
一步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进一步营造良好
科技创新生态等。

副市长许亚南作关于推进落实“十四五”
规划科技创新发展部署、加快建设高水平创
新型城市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十四五”科技
创新是宁波未来五年发展的重头戏，将以建
设宁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引领，以
打造新材料、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
大科创高地为主攻方向，以培育科技创新支
撑引领能力为主线，全面实施关键核心技术、
重点科创平台能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培育三大攻坚战。

到2025年，宁波基本建成新材料、工业互
联网和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创高地，科技创
新能力居国内城市前12位。届时，主要创新指
标实现大幅提升，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
重力争达到3.6%，累计引进培育顶尖人才25
人、科技领军人才达到800人，争取高新技术
企业数达到8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达到
30000家，国际专利（PCT）申请量达1200件，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超过60%。 记者 房伟

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每年至少实施一次专项督导
《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修订草案）》一审

昨天，宁波市教育局通过官方网
站发布“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信息公示”。从今年4月到12月底，
将严查培训机构的六种违规行为，按
照“规范一批、整治一批、关停一批”
的总体要求，开展集中整治。

一、主要内容（重点任务）：
1. 坚决查处未取得办学许可

证，有照或无照的校外培训机构；2.
全面检查校外培训机构的安全隐
患；3.严查一次性收费超过3个月等
违规收费行为；4.坚决查处培训机
构虚假违规宣传行为；5.坚决纠正
培训机构违规教学行为；6.严查校

外培训机构师资资质。
二、实施步骤：
1. 全面排查（2021 年 4 月至 5

月）。排查校外培训机构，掌握底
数，建立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分类
制定整改措施。

2. 集中整治（2021 年 6 月至 9
月）。按照“规范一批、整治一批、关
停一批”的总体要求，开展集中整治。

3.巩固深化（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建章立制，
逐步完善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监管机制。

三、监督举报电话：89183287
据宁波发布

昨天，《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修订草案）》提
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一审。

《修订草案》共23条，原则上与上位法重复的
不予表述，新增7条，细化补充14条，重点突出了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分级督导、建立人民教育督导
员制度、执法联动、督导实施及督导结果的应用。

《修订草案》对政府和教育督导机构职责
作了规定。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
育督导工作领导，合理配置教育督导人员，并
将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为保障督学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修
订草案》规定了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
育督导机构应当根据教育督导工作的需要配
备督学，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定期对督学进行考
核与培训，对工作业绩突出的督学给予褒扬，
对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任命或者予以解聘。

《修订草案》还规定，教育督导机构应当为
督学责任区的每所学校至少指派一名督学，并

建立督学定期轮换制度。
为推动督导工作规范有效开展，《修订草

案》分别规定了督导小组的组成、督导形式和
频次以及实施程序，梳理列举了教育督导机构
应当重点督政和督校事项。

《修订草案》第十一条就规定，对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每年至少实施一次专项督导，对办学
资质和教师资格、办学场所和设施的安全、培
训合同的签订履行、费用的收取退还等事项实
施重点督导。

同时，《修订草案》还明确教育督导机构可
以独立或者通过政府采购形式委托第三方评
估监测机构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并将结果向社
会公开。

根据《修订草案》，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
并支持学生及其家长、教师、社会公众、社会组
织依法参与教育督导活动，扩大社会公众参与
度。 记者 房伟

规范一批 整治一批 关停一批
宁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讣 闻
故赵庆先生与爱女赵佳音小姐，恸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逝世。

赵庆先生生前任甬港现代科技园主任、甬港现代控股集团总裁、甬创邦资本董

事长，兼宁波创业创新学院联席董事长等。致力于创业孵化园区建设，在宁波创投

和孵化界作出重要贡献。

遗族带领全体家属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尊礼成服。停灵于宁波市海曙区沁

怡安养院春福厅灵堂。

追思告别会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敬请谅解！叨在。

家属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