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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被医院诊断认为无
需干预治疗，一些患有慢性病
的求职者仍因体检不通过而
被拒绝录用。受访专家表示，
体检标准应当与时俱进，适时
修改完善，不应被随意扩大适
用范围。

4月17日《工人日报》

好产品
是永远的“硬通货”
凌波

昨天，刚参加完广交会第一期的20
多名国外采购商马不停蹄从广州“转场”
宁波华彩电器有限公司，开启一次特别的
参观。“这里的产品不仅质量上乘，而且有
很强的创新性和竞争力。通过这次参观，
我们对双方的合作充满信心。”一名来自
拉美的采购商表示。

4月23日《鄞州日报》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形势，
宁波外贸企业各显神通，多维破局。

在众多应对策略中，用好产品的“确
定性”对抗“不确定性”，是颠扑不破的策
略。好产品是永远的“硬通货”，宁波外贸
人有句话说，“无新品，不广交。”说的就是
好产品、新产品，是赢得市场、提高竞争力
的杀手锏。

广交会上，宁波外贸企业不仅顺应市
场变化，对传统产品进行改良，“中东款”

“改进款”纷纷亮相，而且高科技含量高的
新产品也爆款迭出，秀出“新质生产力”，
彰显了“宁波智造”的强劲实力。

优质的产品，是赢得客户的基础，是
直观的“确定性”。打造优质产品的关键
是科技创新。只有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持续深化创新，练好内功，才能在全球
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商业外摆”
重在“摆”成风景线
徐剑锋

4月17日，《宁波晚报》刊发了海曙
区鼓楼街道全省首创试行临街商铺“外摆
区”，并发布实施导则的报道后，引起了众
多读者的关注。很多人对这一举措拍手
叫好，也有不少人担心商铺“外摆”的时候
会影响车辆或行人的通行。

4月20日《宁波晚报》

“外摆区”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经营
模式，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逐渐兴起。
鼓楼街道试水“商业外摆”，打开的是商业
发展新空间，激活的是消费回暖新引擎，
而且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当然，“商业外摆”并不等同于“摆地
摊”。鼓楼街道此次发布的《导则》以“便
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为原则，通过划定
范围、明确标准、强化管理，既支持特色小
店发展，又保障公共秩序与市民权益。所
以说，“商业外摆”怎么摆好，不仅是优化
营商环境的题中之义，而且是对城市治理
精度与温度的丈量。只有坚持“疏堵结
合”“刚柔相济”，守好规范、有序、有度这
条底线，并进一步完善备案、监管、退出等
机制，切实做到有序“放”、科学“管”、精准

“服”，才能找到城市秩序和街区繁荣的平
衡点和融合点，让“外摆经济”拥有持久旺
盛的生命力。

“商业外摆”既要“摆”出好秩序，更要
“摆”成风景线，这是需要下绣花功夫的。

“兜里有3000元，就拿出1000
元捐款吧！”近日，外卖小哥崔佳明
来到象山县红十字会定向捐赠善款
1000元，象山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为崔佳明开具票据并在爱心证书上
进行了登记。

4月23日《宁波日报》

兜里仅有 3000 元，却毅然捐出
三分之一助力国防事业，这一善举
看似简单，实则是他用行动诠释“以
爱报答爱”的深刻内涵，彰显出人性
中最美好的光芒。

外卖小哥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
易。无论严寒酷暑，他总是骑着电
动自行车、背着送餐箱，穿梭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一个细节令人动容：
他的手机屏幕都碎了，却没想着更
换新手机，而是选择尽己所能帮助

他人。这份善念源于何处？一方
面，捐款的想法早已在他心中生根
发芽；另一方面，在象山买房定居、
与父母妻儿共享天伦的生活，让他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加之他从
小崇敬军人，便希望通过这笔善款，
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接
受过他人的帮助与社会的关怀。那
些温暖的瞬间，早已深深烙印在心
底，成为我们回报社会、传递爱心的
动力源泉。崔佳明用1000 元捐款，
向给予他生活舞台的社会、向守护
国家安宁的军人们，表达着感恩与
敬意。这不仅是一场爱的接力，更
是他以微薄之力，回应曾经收获的
爱与善意。

在我们的社会中，爱与善意本
就是相互传递、相互滋养的。崔佳

明的善举提醒着我们：无论自身处
境如何，只要有能力，就应当传递
爱、帮助他人。这种爱的传递，会形
成良性循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
与其中，让社会充满着温情与希望。

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以爱报答爱”，更是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一个
充满爱的社会，离不开每一个个体
的努力。当每个人都能像崔佳明一
样，将得到的爱转化为回馈社会的
行动，我们的社会必将更加和谐、
美好。

崔佳明用 1000 元捐款，书写了
“以爱报答爱”的动人篇章。这份善
举，不仅温暖了他人，更为社会注入
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以爱为纽
带，让善意生生不息，共同构建充满
爱的美好世界。

“这些‘爱心拾便屋’做得很细
心，对我们养犬居民来说，可太方便
了！”4月22日，宁波市鄞州区首南
街道和顺家园，居民张秀芳一如往
常下楼遛狗时发现，小区树枝上悬
挂着一个个彩色的“爱心拾便屋”。
木质小屋被隔成了两层，放置着拾
便纸和拾便袋，方便养犬居民遛狗
时处理宠物粪便。这些造型简单却
实用的“拾便屋”，是和顺社区“外卖
大叔”胡为众和一些居民利用闲暇
时间做的。

4月23日《宁波晚报》

“爱心拾便屋”，这个由社区居
民自发创造的管理创新方案，不仅
解决了困扰社区的环境卫生难题，

更折射出城市文明建设的集体智
慧，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
的样本。

在城市养犬群体日益扩大的背
景下，宠物粪便处理成为一个大问
题。“爱心拾便屋”精准回应了实际
需求：通过设置固定设施解决工具
取用难题，木质隔层设计兼顾美观
与实用性，悬挂式安装避免占用公
共空间。

“爱心拾便屋”的深层次意义远
超环境卫生范畴。色彩斑斓的小屋
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更构建了文
明养犬的行为引导系统。木质屋身
的温馨设计、固定地点的取用便利，
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着文明意识。
社区志愿者定期补充物资的持续投

入，形成“付出-回报”的良性循环，
培育着居民的责任意识。这种将文
明要求转化为可操作、有反馈的实
践机制，使文明养犬从口号落实为
具体行动，赋予城市文明建设以温
度与质感。

“爱心拾便屋”的成功实践，为
城市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政府应
当建立长效机制，在资金、技术、管
理等层面给予支持：通过社区专项
基金保障维护资金，运用物联网技
术实现智能投放与监控，制定标准
化建设指引规范设施样式。官方主
导与民间智慧的有机结合，既能保
证公共服务的专业性与可持续性，
又能延续社区自治的创造性，契合
现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不能对劳动者
设置过高的
“健康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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