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4 民生 2024年7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周燕波

清凉行
记 者 王博
通讯员 郎婧 王伟焘 应佳婷

昨日上午 10 点，室外气温
高达 37℃。在位于东部新城的
宁波中心大厦项目部，近千名
建筑工人正在加紧开展幕墙施
工。

工作完成后，建筑工人会到
避暑驿站歇歇脚、喝口水。“天
气太热了！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
说，有个避暑的地方能进去乘
凉，感觉很好！”一名建筑工人
对避暑驿站连连称赞。

鄞 州 区 现 有 在 建 工 地 167
个、建筑工人 2 万余人。入伏以
来，鄞州区住建局联合各在建工
地共同打造避暑驿站，免费提供
矿泉水、毛巾、风油精、急救包
等防暑物资，并定期提供冰茶、
绿豆汤等防暑饮品。截至目前，
该区已打造避暑驿站 106 个。

甬江软件产业园 （鄞州信创
园） 电子设备制造项目Ⅱ标段于
2023 年 7 月 开 工 ， 总 建 筑 面 积
10.1 万平方米。施工高峰期，这
里有 500 多名建筑工人。

当天上午，建筑工人头戴安
全帽，正忙着推灰浆、运架子
管、扎钢筋⋯⋯为抵挡毒辣的太

阳光，建筑工人需要穿着厚实的防
护服，汗水从里面渗出，浸湿了防
护服。“工作累了，到驿站吃块西
瓜，心里顿时舒爽多了⋯⋯”在避
暑驿站，水泥工汪茂仁一边大口吃
着西瓜，一边对记者说。

在鄞州区福明街道江山万里江
盈府项目工地，避暑驿站也十分受
欢迎。最近一周里，该避暑驿站每
天中午都会为建筑工人准备绿豆
汤。在避暑驿站旁边，还设有医护
室、网格驿站，以便中暑的建筑工
人在此休息。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建
筑 工 人 的 辛 勤 付 出 。 炎 炎 夏 日 ，
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在高温、干

燥 、 闷 热 的 环 境 下 经 受 ‘ 烤 ’
验，非常不容易。”鄞州区住建局
建筑业管理服务站相关负责人祁
文杰说。

据介绍，除了打造避暑驿站，
鄞州区各在建工地均已安排“避暑
作业”，明确每天上午 10 点半至下
午 3 点禁止露天作业，通过错峰施
工及轮岗作业推进工程建设。同
时，在建工地开启水雾喷淋装置，
抑尘、降温双管齐下，建筑工人宿
舍统一装配空调，提供空调休息
点，有条件的还设置了医务室、午
休室，尽力为建筑工人创造相对舒
适的作业环境，确保重点项目稳步
推进。

让建筑工人有个歇歇脚、喝口水的地方

鄞州：106个避暑驿站撑起“清凉伞”

记 者 金 鹭 范 洪
通讯员 徐 甬

中伏将至，暑热难挡，“烤”验
仍在继续。总有这样一群人无惧烈
日“烤”验，为保障市民出行挥汗坚
守岗位。昨天，记者将镜头对准高
温下兢兢业业工作的公交人。

清晨，一辆辆公交车迎着朝

霞出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驾驶员在车厢内为出行的乘客热
情服务，将每一名乘客安全地送
达目的地。

公交车每天有序的运营，离
不开现场调度员科学的指挥和调
度。实时监测客流、提前预判线路
状况，屏幕上的密集线路，折射出
一个城市的繁华。

路队工作人员则是公交场站内
最“唠叨”的人，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排
查和细致周到的叮嘱，筑起了安全行
车的第一道保障，因为责任，他们用
执着换来每一趟公交车的平安出行。

炎炎夏日，也是公交修理工一
年中最难熬的日子。刚刚开进车间
检 修 大 棚 的 公 交 车 ， 车 顶 温 度
50℃~60℃。为了保障乘客出行安

全、舒适，这群“公交医生”时刻准备
着，总是第一时间解决公交车的故
障问题。

公交安保人员就像“守护神”。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刮风下雨，在
公交场站内，他们用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巡查，守护着场站的安全防线。

致敬高温下兢兢业业的公交人，
骄阳很烈，这个夏天“暑”你最美。

致敬在高温下坚守的公交人——

这个夏天“暑”你最美

位于奉化区溪口镇的岩头古村漂流近期迎来旅游旺季。河道中，一艘艘皮划艇顺流而
下，游客的欢笑声、尖叫声此起彼伏。作为浙东地区最早开发的漂流项目之一，岩头古村
漂流全长 3.8公里，落差总计 108米，其中最大落差 3米，在青山绿水间为游客带来刺激的
漂流体验。进入7月以来，这里每日平均客流量约3000人次，高峰期约5000人次。

（徐诚 范佳莹 摄）

水上漂流好清凉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褚燕玲 金 锐

“华灯初上，我们家举行了
一场有趣的比赛。在书房里，一
家人坐在一起，姐姐出题，爸爸
妈妈和我抢答，争先背诵经典诗
词，复述小古文知识点⋯⋯”7
月 21 日下午，鄞州区福明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了一场以

“温润心学”为主题的读书会。
读书会上，11 岁的小毅和大家
分享“全家共读经典”的故事。

据了解，小毅一家人都是国
学的忠实粉丝。过去五年来，小
毅的妈妈李女士坚持学习国学，
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丈夫和孩子。

家庭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
的教育单元。为助力未成年人心
性健康成长，鄞州区人大福明街
道工委持续打造“温润心学”读
书会，让更多父母在“家门口”
就能上国学公益课，和孩子们共
同沐浴传统文化的智慧。

在当天的读书会上，鄞州区
人大代表胡尚鹏走上讲台，分享

了利用国学智慧解决家庭教育矛盾
的典型案例，并向家长们发出与人
大代表一起促进未成年人心性健康
成长的热情邀约。

“孟子有云‘凡事勿过度’，对
照应用于家庭教育之中，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在家庭教育里，我们不
要过度地控制。我们现在有很多家
长喜欢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理想
和目标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负
担过重。”胡尚鹏说。

市民王彤已经在读书会学习了
3 年 。 谈 及 参 加 读 书 会 的 最 大 感
触，她表示，以前过于关注孩子的
身体成长，如今她更关心孩子的心
性教育。

读书会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用
“公开课+案例分享+一对一辅导”
的形式，帮助家长调节紧张的亲子
关系，帮助孩子缓解学习压力，让
亲子家庭共同享受传统文化的“心
灵按摩”。

据介绍，“温润心学”读书会
每周举行一期，已连续举办 5 年，
线上线下惠及学员上万人次，并积
累了许多亲子教育的成功案例。

助力未成年人心性健康成长

他们用传统文化“温润”心灵

徐剑锋

从事户外保洁工作的袁贵儿
经过奉化区新丰路边的一家“阿
国生煎”店时，收到一瓶冰镇矿
泉水。“送清凉”的是该店老板
汪志国 （7 月 22 日 《宁波日报》
民生版）。

尽管热浪袭人，但为了城市
高效运转，像环卫工人、交警、
建筑工人、外卖小哥等一批户外
劳动者，仍然要坚守岗位，默默
奋战在基层一线，用奉献和汗水
诠释奋斗的意义。这时候，社会
的“高温关怀”不能缺位，而

“送清凉”就是最好的表达方
式。一次次走访慰问，一句句暖
心话语，一箱箱清凉用品……丝
丝凉意沁心田，点点关爱皆是
情，让众多户外劳动者切身感受
到宁波是一座充满友爱的城市。

“送清凉”，不能仅看作政府职
能部门的事，应汇聚更多爱心力
量。这几年，宁波有越来越多的
单位和志愿者加入爱心行动，为一
线劳动者提供各种爱心服务。“劳
动者驿站”“清凉小屋”、免费茶歇
点……一系列实笃笃的措施体现了
大爱城市的应有胸怀。

面对高温“烤”验，在“送清凉”
的同时，更应保障户外劳动者的权
益。诸如配置劳保防护用品、发放高
温津贴、设置建设工地临时遮阳篷、
给予充足的“午休时间”等。把这些

“高温关怀”落到实处，既要从制度
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也要从执法层
面加大劳动监察力度，让劳动者敢
于维护自身权益。总之，多一些制度
保障，多一些日常善举，就能为户外
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送清凉”应汇聚更多爱心力量

昨日，由鄞州区慈善总会和东郊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的关爱“小
候鸟”系列活动暨四川凉山木里学子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鄞州区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举行。此次共有 12名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下，从木里跨越大山
而来。在接下来的 5天活动中，他们将在鄞州慈善义工的陪伴下，走进书
城、夜游三江口、体验地铁科技、参观云龙龙舟慈善共富基地……感受宁
波的城市特色和文化魅力。 （吴向正 龚静 李雨洁 文/摄）

凉山木里学子来甬研学

【上接第1版①】19 日，市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
出，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市统一战线的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分层次全覆盖，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原原本本学，通过“第一议题”学习、理论
中心组专题学等形式，逐字逐句学习《决定》。要创新方式载体
学，用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方式组织广大统战成员学深悟透全
会精神，自觉投身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要联
系实际学，用改革思维、改革理念谋划好统一战线各项改革，完
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宁波实践贡献统战力量。

22 日，市委政法委机关召开委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全面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热潮，推动全会精神在委机关一贯到底、落地落实。要结
合上级有关要求和我市工作实际，谋深做实政法改革的目标、
路径、举措，全力推动我市政法工作现代化先行，奋力打造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市域样板。要把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与抓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严守政治红线、紧扣发展主
线、筑牢安全底线，把党的领导、安商护企、平安稳定贯穿始
终、落到实处，以更强责任担当干好当前工作，确保交出全年
工作高分答卷。

连日来，宁波军分区官兵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官兵们一致认为，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须认真学习领会，深入开展“学理论
立标准、学法规立标尺、学先进立标杆”和“深学争优、奋进争先、
实干争效”活动，组织政治能力比武等，全面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官兵们一致表示，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贯彻新
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
坚战，奋力打造国防动员系统“重要窗口”宁波样板。

【紧接第1版②】 对问责对象、责任
划 分 、 定 性 处 理 等 进 行 集 体 把 关 、
综合考量。率先出台 《常见违纪行
为量纪指引 （试行）》，将基层纪检
监察机关处理违纪案件的量纪行为
纳入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轨
道，推动常见违纪案件在处分尺度
把握、纪法规定适用上更加精准规
范。

彰显纪法威严的同时，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做好暖心关爱回访
系列工作。奉化区探索制定 《受处分
处理党员干部回访教育评价工作办法

（试行）》，通过“正反”双向评议和
权重计分综合考评方式，使得回访评
价更加中肯全面、科学合理。江北、
象山等地实行“一人一策”个性化回
访方案，根据受处理处分干部的个人
实际针对性开展回访。市委组织部、
市纪委监委还联合出台了 《宁波市受
处理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暂行办
法》，用制度的“铁杠杠”变“软任
务”为“硬约束”。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回访总人数达 797
人次，向有关党委 （党组） 或者组织
人 事 部 门 提 出 不 影 响 使 用 建 议 119
条，推动进一步使用、提拔干部 41
人，实现解心结、顺心气、鼓干劲的
良好效果。

强化容纠并举，严管厚爱
促担当

“启动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系宁波
市内首次探索，且在过程中并没有出
现谋取私利的行为，我认为符合容错
纠错条件。”日前，象山县纪委监委
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对一起某局干
部未正确履职案件是否予以容错进行
集体会商。考虑到该干部系工作创新
出现失误，决定予以容错，免予追究
责任。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对
问题精准稳慎处置，又要善于容错纠
错，鼓励先行先试。市纪委监委把

《浙江省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实施办法》 作为推进容错纠错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操作
书、路线图，进一步细化制定 《容错
纠错要点一览表》《宁波市容错纠错
操作规程》 等配套制度，编印容错纠
错指导性案例，为基层更好开展容错
纠错工作提供指引和参考。

在日常监督执纪问责中，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宽严相济、容纠
并举，慈溪、宁海等地建立问责调查
和容错评估同步启动制度，正确区分
故意与过失、因私与因公、违规与试

错，让纪律执行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实施容错 31
起 43 人，其中容错免责 24 起 35 人，
容错减责 7 起 8 人，有力营造了“干
部为事业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的
浓厚氛围。

做实澄清查诬，激浊扬清
净生态

2003 年 9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鄞州区湾底村调研
时，对村庄发展寄予殷切期望。20
多年来，湾底村老书记吴祖楣和村委
班子一直牢记嘱托，带领湾底村从贫
困落后村发展为乡村振兴示范村。但
发展道路上难免有人不理解，面对不
实举报，吴祖楣内心很委屈，他期盼
着流言蜚语能够早日平息。鄞州区纪
委监委调查核实后，对其予以澄清并
开展回访，不实举报者因诽谤罪受到
法律惩处。受到诬告陷害的湾底村老
书 记 吴 祖 楣 如 释 重 负 ， 激 动 地 说 ：

“我十分感动、感恩，充分体会到了
组织的温暖和厚爱，我将不负组织的
信任和重托，继续在新农村建设道路
上担当作为。”

为规范维护信访秩序，严肃打击
诬告陷害行为，市纪委监委在全省率
先以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名义

出台处置诬告陷害行为工作办法，并在
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制定 《宁波市查处诬
告陷害行为操作细则》，海曙建立处置
诬告陷害行为协办会商机制，深化纪检
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
协作配合，释放“党组织就是担当者、
实干者坚强后盾”的强烈信号。

在打击诬告陷害的同时，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探索有效形式和途径，为
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澄清正名，积
极帮助其消除不实影响，保护其干事创
业积极性。

“经核查，反映你在乡村振兴基础
设施建设征迁工作中收受贿赂检举控告
的问题失实，现对你当面澄清⋯⋯”在
镇海区九龙湖镇长宏村“两委”会上，
接 到 镇 纪 委 同 志 送 来 的 《澄 清 通 知
书》，党总支书记洪海波长舒了一口气。

对失实检举控告，市区两级纪检监
察机关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研究制定

《关于深化推进“失实必澄清、澄清两
回访”工作意见 （试行）》，精心打造
澄清正名、澄清提醒、澄清回访套餐，
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影响。据统计，今年
上半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融合采
取书面澄清、当面澄清、会议澄清、通
报澄清等形式为 136 名党员干部、10 个
党组织 （单位） 澄清，开展澄清回访
121 次，形成了激浊扬清、激励担当的
良好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