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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浙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浙江

我市公开第三十二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宁波市移交的第三十二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 24 件，各责任单位均
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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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高博雯

“麦门冬长柔堪结，桐轮辗尽
棠梨雪。”每年夏天都是浙麦冬收
获、加工的好时节。日前，在位于
前湾新区崇寿镇的浙麦冬特色产业
园里，72 岁的屠世维忙着采收 3 年
前种下的浙麦冬。一锄、一撬、一
拉，翠绿的麦冬带着扑簌簌的泥土
离开地表。

“这棵麦冬上的干货得有一两
重吧！”屠世维抖了抖泥土，向记者
展示麦冬隐藏在土壤下的块根——
这是麦冬的药用部位，早在清朝末
年就备受宁波药商的追捧，远销至
东南亚。

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浙麦冬
历经产业发展的高峰和低谷，在新
时代迎来高光时刻。“我们正着力
开展浙麦冬的保护性开发和地域品
牌推广，浙麦冬正逐渐恢复昔日的

‘江湖地位’，成为农户致富的‘金
钥匙’。”浙麦冬特色产业园负责人
胡晶金说。

道地药材的兴与衰

麦冬，又称麦门冬，是一种贵
重的常用中药材，为“浙八味”之
一。浙麦冬表面呈黄亮的色泽，味
甘气清香。一等上品的浙麦冬又称

“寸冬”，被不少藏家视为珍品。
崇寿镇是浙麦冬的主产地之

一，已有百余年的种植历史。
然而，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

下，因为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空
间有限，浙麦冬产业的发展受到制
约。

“浙麦冬虽然有效成分多，但
种子播种后 3 年一收，与一年一收
的川麦冬、山麦冬相比，收益不占
优势。”屠世维坦言，他种植浙麦
冬 50 余年，能感受到老百姓的种
植意愿在逐年下降。

“种的人卖不出去，买的人找
不到货源。大家在房前屋后种一垄
两垄不仅不成气候，无序繁殖还会
导致种子质量一代代下降。”

屠世维的担忧，崇寿镇农业农
村办负责人陈海锋感同身受。他告
诉记者，道地药材的濒危和消亡早
有先例，在浙麦冬曾经的另一个主
产地——萧山笕桥，早已不见浙麦
冬的身影。

“当前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不断
升级，我们应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
遇。”陈海锋说。

于是，2019 年，面对市场萎
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双重挤压，崇
寿镇浙麦冬产业振兴计划启动，拉
开了“点绿成金”的序幕。“守住
保护性开发的底线，向‘小而精’
的方向发展。”陈海锋说。设立浙
麦冬产业分会，引入农创客，与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一系列操
作一气呵成，吹响直面市场冲击的

“行军号”。

产业园激活“第二春”

想要提升浙麦冬的市场竞争优
势，首先要破解“靠天吃饭”的难
题。这根接力棒，被交到新农人胡
晶金的手中。

2021 年，总投资超 300 万元的
浙麦冬特色产业园在崇寿镇健民村
成立。从小在田里捡麦冬、晒麦冬
的胡晶金成为产业园第一位“探
路”浙麦冬发展的年轻人。

那年冬天，他干回了老本行：
把麦冬苗放入土穴，两边用土压
紧，幼苗稳固直立后浇上水⋯⋯现
下农户正在采收的这批麦冬，正是
胡晶金等人亲手种下的。

“你看，目前我们采收浙麦冬
还是‘开盲盒’，多的能产干货一

两半左右，但少的只有半两。”胡
晶金告诉记者，为了让农户不再

“开盲盒”，他将在这 60亩浙麦冬中
优选产量高、性状稳定的植株进行
分株扦插，进行一代代培育筛选。

除了在品种培育上下功夫，浙
麦冬特色产业园还引入现代化农业
设备。如今，浙麦冬的播种、育苗、施
肥等已实现智能化管理：在田间地
头，农户用上了物联网和无人机；在
产业园里，移栽与采掘、产品初加工
试验与开发等工作也同步开展。

“塑造浙麦冬的道地特性，需
要从种子抓起，抓质量、重科技、
创品牌，坚持规模化、规范化、标
准化，人才、资金、技术多管齐
下。”前湾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前湾新区正厚植麦冬
特色产业发展的沃土，安排专项资
金推动麦冬选种育种和品牌建设迈
上新台阶。

种出“无限可能”

去年 10 月末，一则好消息传
来，随着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舱成功着陆，随行的 1000 多颗高
品质浙麦冬种子也顺利返航。经过
层层严格筛选，其中 600 余粒浙麦
冬种子在前湾新区的土地上落地生
根。

“如果种子会说话，那么它们

一定要感谢产业园链接的科技资
源。”胡晶金笑着告诉记者，浙麦
冬特色产业园成立以来，已先后和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宁波大学等科
研院所、高校开展合作，探索浙麦
冬背后的“无限可能”。

“以浙麦冬种子的‘太空游’
为例，它们经受宇宙射线、微重
力、高真空等‘特殊考验’后会有
什么变化，播种 3 年后即可见分
晓。如果能培育出产量高、有效成
分含量高或者生长周期短的浙麦冬
新品种，它们就‘不虚此行’。”胡
晶金说。

浙麦冬的“无限可能”还不止
于此。

今年 4 月 23 日，国家卫健委食
品司发函，征求将地黄、麦冬、化
橘红和天冬这 4 种物质纳入 《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
录》 的意见。这意味着，地黄、麦
冬、化橘红和天冬将有很大机会加
入药食同源名单。

“如果麦冬成功进入药食同源
名单，那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广阔的
市场前景。药膳、中药茶饮、零
食、保健品⋯⋯大健康领域也将有
浙麦冬的一席之地。”胡晶金介绍。

对此，陈海锋也深表赞同：“当
前，国人都希望吃得健康。如果麦冬
进入药食同源名单，浙麦冬将真正
成为农户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浙麦冬的“点绿成金”法

浙麦冬采收现场。 （张凯凯 高博雯 摄）

满池浪漫
“荷”你有约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张
文胜 黄玺铭 王宇迪）“参加一
次考评，我拿到了中级工、助理工
程师两本证书，提高了技能水平，
也 提 升 了 职 场 竞 争 力 。” 昨 天 下
午，31 岁的方信康兴奋地告诉记
者。

方信康是浙江沧海
建设有限公司的一名园
林绿化工，从业 8 年。
6 月 16 日，他参加了由
鄞州区人社局组织的劳
动 者 “ 一 评 双 证 ” 考
评，通过理论考试、实

操考核、职称评定后，拿到了草坪
园艺师中级工、园林绿化助理工程
师两本证书。

长期以来，技能等级认定和职
称评审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二
者的评价制度自成体系，相互之间
存在壁垒。

今年，鄞州在全省率先试水
“一评双证”考评，推进技能等级
认定和职称评审有效衔接，加快培
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高素养劳动
者队伍。

包括方信康在内，首批“一评
双证”考评共有 44 名一线工人参
加，其中，34 人拿到了“双证”。

“我们会给每名拿到‘双证’
的工人发放不低于 100 元/月的津
贴，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浙江沧
海建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徐双
说。

“很多行业证书被用人单位质

疑含金量，其背后是相关证书跨企
业、跨地区不互通、不互认的深层
次问题。我们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和
协调工作，精准把握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与龙头企业产业人才培养标准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多部门、多举
措实现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之间的
互通、互认、互信。”鄞州区人社
局党委委员崔莉说。

根据计划，该区将进一步打破
职称评审和技能等级认定壁垒，持续
推动专技人才与技能人才的互融互
通。以园林绿化为突破口，向其他工
业类、建设类等领域扩面提质。

一次考评，拿到两本证书
鄞州打破职称评审和技能等级认定壁垒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陈露佳 王烨婧） 日前，在慈溪
法院横河法庭、慈溪市匡堰镇人
大“涉企服务团”的共同努力
下，一起因拖欠货款产生的买卖
合同纠纷顺利解决。

某纺织品公司是一家开办在
匡堰镇的小微企业。2023年，段
某向该公司购买一批毛绒成品用
于生产经营，但货款迟迟未付
清。多次催讨无果后，该公司向
横河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段某支
付剩余货款 27万余元并支付相应
违约金。

段某之前也在匡堰镇做过生
意，为了让诉讼能更快解决，该
公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该镇
人大“涉企服务团”反映了情
况，希望“涉企服务团”帮忙联
系段某。收到这份“民意反映”
后，“涉企服务团”积极联系寻

找，并联系横河法庭了解纠纷的详
细情况，协助配合法官进行调解。
最终，在承办法官和“涉企服务
团”的协调下，原被告双方达成分
期还款的协议。

据了解，今年 3 月，在广泛调
研、了解企业需求的基础上，慈溪
法院与慈溪市匡堰镇人大共商共建

“涉企问题联合解”工作机制，汇
聚“法治正能量”，持续提升营商
环 境 软 实 力 。 目 前 ，“ 涉 企 服 务
团”已多次开展行业经营、融资贷
款和惠企政策落实等主题活动，收
集企业需求、涉企问题 16 件，参
与立法监督 130 余人次，提交问题
建议 30 余条。

与此同时，慈溪法院积极发挥
设立在该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共享
法庭的效能，为辖区企业提供在线
普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风险
预警等 6 项涉法服务。截至目前，
已化解涉企纠纷 9 起，开展涉企司
法服务活动 10 余次。

人大代表+法院
涉企问题联合解

记者 李睿清

轻便、快捷、实惠⋯⋯凭借这
些优点，电动自行车已成为越来
越多人出行的“宠儿”。与此同时，
由电动自行车带来的安全隐患越
来越多。

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去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1 万起，同比上升 17.4%。其中，
80%的火灾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时
发生，90%造成人员伤亡的火灾
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而起。

当前，我市电动自行车保有
量已超 500 万辆，如何管理这些
车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
来，宁波逐渐摸索出一套“堵疏结
合”的方法，让电动自行车管理不
断向合规安全方向靠近。

堵上违规停放的漏洞

如何防患于未“燃”？堵上漏
洞是关键。今年 1 月，《宁波市电
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正
式实施，宁波以立法形式明确了
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停放问
题的责任划分和处罚标准，填补
了该领域管理的空白。

有了法律支撑，宁波各地也
在“补漏”上想出诸多对策，比如，
东柳街道为辖区内的小区统一安
装了电梯阻车感应器。所谓电梯
阻车感应器，是一套可以通过摄
像头识别电动自行车是否进入电
梯轿厢的智能系统。如系统检测
到电动自行车入内，电梯将立即
停止运行并播放语音警告，等电
动自行车离开后，电梯才会重新
运转。目前，东柳街道内 303 台电
梯已安装阻车感应器，基本实现
住宅楼全覆盖。

该街道党工委委员郑栩告诉
记 者 ，辖 区 内 老 旧 小 区 占 比 超
60%，改造工程量很大，但物业缺
乏足够的资金，居民安全意识也
较弱，通过业委会很难筹集到改
造款项。

面对这种情况，东柳街道提出

“街道贴一点，物业补一点”的方法。
“阻车感应器由物业统一安装，每验
收通过一套，街道就补助70%的改造
资金。”郑栩说，街道还创新推出“消
防四色地图”数字化监管系统，方便
物业人员和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
及时上报消防设施损坏或居民违规
情况，并由街道、社区督促进行整
改。

车辆充电停放有去处

堵上漏洞只是第一步，想要真
正解决问题，还要给全市 500 多万
辆电动自行车找个新“家”。今年 2
月印发的《宁波市电动自行车“充电
驿站”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正是为此而生。

《方案》提出，到今年底，宁波将
建设 1 万个室外独立充电驿站，并
规定每个充电驿站需配置 10 个充
电接口，设有监控摄像头、温度感应
探测器、灭火器等设施。据初步预
算，10 万个充电接口每天可为 20 万
辆次以上电动自行车提供充电服
务。目前，该方案已被列入我市今年
的民生实事项目。

位于鄞州区的御锦水岸花苑小
区便是建设集中充电点位的积极践
行者。小区管理处项目负责人汤丹
红告诉记者，小区已新建 4 个集中
充电点位，并对地下车库的非机动
车坡道进行改造，在方便业主出入
的同时，也满足了电动自行车的充
电、停放需求。

在宁波多地，电动自行车充电
驿站的建设正在进行中。在高新区，
围绕市民关心的充电驿站选址、收
费、运营模式等问题，当地消防部门
邀请第三方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评估
考察，并请小区业主亲身体验；在江
北，除了建设标准化的充电驿站外，
还在驿站中安装智能换电柜；在宁
海，“扫码充电，充满即停”的驿站充
电方式受到居民好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各地
充电驿站建设，提高全市电动自行
车充电安全法治化管理水平。”市消
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全市保有量超500万辆

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
如何标本兼治

御锦水岸花苑小区里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位。（汤丹红供图）

昨天，海曙区集士
港镇 30 亩太空莲初绽，
唯美的身姿在细雨中摇
曳，成为夏日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打卡。

“在这片荷塘里，我
主 要 套 种 了 太 空 莲 品
种，至今已是第 7 年向
大众开放了。”海曙区语
欣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 责 人 屠 曙 光 告 诉 记
者，太空莲是白莲种子
经太空诱变育种而成，
花朵呈淡红色，观赏性
强。花瓣掉落后，所产
莲蓬数量也较多。这一
池太空莲预计下周迎来
大面积盛花期。

（徐能 张昊桦 王
雯雯 摄）

法治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