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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00-16:00 中海1号开关站I段母线
海联JE319：

中海小区物业、中心幼儿园（东湖观邸）停

电。（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二、8:00-12:00 红咸A914线97号杆岐

化2号支线跌落式熔断器：
鄞州区瞻岐镇岐化行政村：岐化2#变；宁

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
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停电。（小雨不变,大雨
取消）

三、7:00-13:00 金山100线派合支线5
号杆润博支线开关：

鄞州区横溪镇：润博、亚吉、伟邦五金停
电。（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四、8:00-14:00 大桥A524线柯伟支线
01#杆带电断跌落式熔断器：

鄞州区姜山镇：鑫赢、联荣村4＃公变、汇

兴、联荣村7#公变、联荣村6＃公变、柯伟停
电。（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五、7:30-13:30 金峨101线 106号杆上
任村5号支线跌落式熔断器：

鄞州区横溪镇：上任村5＃、中国电信停
电。（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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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应于波
通讯员 崔莉琼

珠串香包、珠绣娃娃、刺绣编
织品……离端午节还有好几天，
但在东郊街道宁丰社区巧艺工作
室里，社区居民亲手制作的100多
件各类节日义卖手工品早已摆放
齐整。

“很多孩子没有亲眼见过奶奶
辈用过的端午香包，也不知道节令
风俗，所以每逢民俗节庆，我们就会
召集社区会针线的居民，一起手工
编织义卖品，既帮助困难居民，又让
大家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70岁的邹珍娣年青时是一名绣娘，
入住宁丰社区后致力于公益，已在
社区里带出10多名徒弟。

邹珍娣的工作室制作的香包、
手环、拖鞋、蛋套等手工品被义卖出
去，2016年至今已筹集1万多元爱
心款捐至区慈善总会。善款主要用
于志愿者送温暖和为独居老人服
务。在这些巧妇们的带领下，学手
艺的年青居民越来越多。

在东郊街道宁丰社区，学手艺、
做善事，让大家很有成就感。这里

也有着许多学传统技艺与寻找乡愁
的渠道。在居委会办公楼二楼，有
一个200多平方米的陈列馆，里面
摆满了老照片、家谱、粮票、布票、算
盘等老物件，这些都是原宁丰村村
民拆迁时保存下来的东西，来自于
社区居民捐赠。

宁丰社区所在的舟宿云庭小区
是原宁丰村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小
区。“村史陈列馆”内陈列的铁犁、蓑
衣、斗笠、箩筐、耙、稻桶等，是居民
们早年农耕生活的真实记录。馆内
设有“记忆宁丰”“自强宁丰”“品质
生活”和“宁丰荣誉”4个展示区。
从南宋初年周宿渡的传说开始，到
宁丰人自强自立发展农业，再到现
在在舟宿云庭小区的品质生活，社
区通过收集整理文物、发掘梳理文
脉等方式，将乡村文化浓缩在陈列
馆里。

每一件老物件背后，都有一段
沉甸甸的记忆。孩子们虽已远离祖
辈们耕耘的农田，但在陈列室里可
以感受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接
受教育。如今，这个小小的陈列馆
不仅是原宁丰村居民的精神家园，
附近社区和外地民俗爱好者也专门
赶来参观。

为让人们更了解宁丰的历史，
宁丰社区还成立了一支“向日葵讲
解队”，由社区居民们担任志愿讲解
员。每月定期对党员和青少年进行
主题教育，每年寒暑假开展的活动

多达10多场次。社区居民还把老
人们讲述的宁丰生活记录下来编成
话剧，让居民自己出演。宁丰社区
话剧社成立一年来，已经拥有20多
名演员，多次开展原创作品的演
出。由居民原创的话剧《太婆碗》
就是用婆媳三代人的经历，讲述
了发生在宁丰村里的孝道故事，
获得了鄞州区职工风采大赛的金
奖。

“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居民素
质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要使用
好本地资源，形成接地气、可持续
发展的公益性事业。”东郊街道党
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俞守华
说，宁丰社区是东郊街道建设特色
社区教育的一个典型，该街道目前
正在打造一社区一基地特色教育
范本。

与宁丰社区比邻的海悦社区居
民把军旅文化教育演绎得细致入
微。原来，该社区所在的福海花园
和飞虹海悦两个小区的居民家庭，
都有家人有过从军经历。此前，海
悦社区开展过《忆峥嵘岁月，葆军
人本色》等“五个一”主题系列的国
防知识教育展。今年，为让社区下
一代了解父辈的经历，社区军民共
建成立了青少年海防科普教育基
地。

记者在青少年海防科普教育基
地看到，少年儿童可以穿上小小海
军服体验军营生活，倾听退役军人

讲述军队故事，观赏我军新式装备
模型，并通过VR体验和3D建模打
印等了解国防科技知识。

东郊街道仇毕社区是越剧表演
艺术家毕春芳的老家，社区正在建
设毕春芳艺术馆。这里将成为毕派

越剧艺术教育基地，由鄞州区越剧
团的演员对社区居民进行艺术指
导，发掘、培养越剧苗子，同时有针
对性地创排新剧目。

目前，东郊街道新成立的江
丰和横石桥两个社区，也将于年

底小区交付后设计规划符合社区
特色的教育基地。俞守华说，东
郊街道各社区之间将实现教育资
源共享，希望居民们能在怡情娱
性、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成为一名
快乐的学习者。

本报讯 （记者 朱东 通讯员
包静琴） 记者昨天从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获悉，自城区人行道违停整
治以来，已累计抄告违停车辆2.45
万辆，开出相关罚单7841张，为非
机动车停放争取到12.9万个车位。

共享单车和机动车辆随意占
用人行道，既影响道路安全畅通，
也是我区城市管理精细化进程上
的一个短板。为补短板、破难题、

提实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自去年
以来开始堵疏结合，强化人行道违
停治理。

面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立了违停单车
快速处置机制。组建了共享单车管
理微信群，将各执法中队队员、智慧
城管、各单车公司管理员等纳入群
中。同时联合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
联合整治，累计清理共享单车1000

余辆，施划道路非机动车停车点位
4494处，共计64534.5米，为12.9万
辆非机动车定下“安身之处”。

针对部分违停高发又无法通
过强化抄告手段遏抑违停的区域，
执法部门统筹安排设置护栏、石球
等物理隔离，目前已在城区主要道
路设置护栏 9138.5 米、石桩（球）
1466只、停车定位器343个。全面
普查中心城区道路车辆（汽车和非

机动车）违停状态，今年以来已累
计抄告违停车辆2.45万辆。

随着非接触性执法模式的深
入推进，已从最初的万达商圈周边
扩展至钟公庙整个片区，以“智慧
停车系统”平台为支撑，采用“路面
地感+摄像头+人工巡查”停车收费
管理模式。对于在该区域停车而
未缴款的违法行为，至今已开出相
关罚单7841张。

本报讯 （记者 应科苗 通讯
员 顾晓炜）昨天上午，在鄞城大道
横溪至云龙段，一套机动车尾气移
动遥感监测设备刚刚完成安装，区
生态环境分局的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通过联网调试，预计今夏就能投
入上线，这也意味着针对机动车尾
气超标排放整治，我区将从定期路

查走向全年常态化治理，这也是我
区打响蓝天保卫战的又一重要举
措。

据悉，为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去年，我区分春、冬两季分
别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执法行
动。就在上个月，今年的春季机动车
环保执法春季专项行动刚刚结束，不

到一个月时间内，区生态环境分局联
合公安部门共上路拦查柴油车104
辆，查处超标排放车辆14辆。“今年
冬天我们还将安排专项行动，到时候
可能被处罚的车子会更多。”区生态
环境分局执法人员介绍说。

执法人员表示，鄞城大道上的
这套固定遥感测试装备通过红外线

感应，设备感应到超标尾气后，同时
对车辆的拍照进行摄录，并通过前
方电子显示屏进行公告。但执法人
员说，电子摄录单暂时不作为处罚
依据，执法人员会通过短信的形式，
向超标排放车辆车主发送整改告
知，若车辆限期未作整改，下一次被
测到就要面临处罚了。

本报讯 （记者 应于波 通讯
员 蔡燕娜） 昨天上午，在鄞州区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南校区的操场
上，该校3~5年级24个班的1221
名学生正欢声笑语地分区块埋头
拔草。当天，孩子们在校园里共拔
下200多公斤的杂草。这是鄞州实
验小学开展“劳动36技”教育的一
个场景。

在鄞州区实验小学，学生一学

年需学6种劳动技能，6年下来能学
会36种劳动技能。结合学生个性
特长，学校还提供自选劳动技能

“+”，故名“36技+”。其技能习得
包含了探索性劳动、艺术性劳动，
还有公益性劳动、创新劳动等，赋
予学生真体验，真成长。今年，该
校《基于“以劳育人”理念下的家校
共育小学生劳动素养的实践研究》
被列为宁波市社会哲学规划课题

重点课题。
记者在该校的技能习得表上

看到，一年级的学生必备技能有坚
持主动整理书包、自我洗漱等，自
选技能有剥豆、筛子淘米和折叠衣
裤。六年级学生的必备技能则已经
上升到了每周为自己洗衣服，独立
整理厨房，一学期能独立去次菜市
场买买菜，协助家长筹备家宴等等。

为培养学生们的劳动意识，学

校还在校园一角设置了500多平方
米的校园农场，鼓励学生进行种植
劳动，并开辟了空中花园拓展种植
区域。

学校推广的劳动教育得到了家
长们的赞赏。校长毛剑东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会当家、
会服务、会探索、会创新的现代小公
民，真正体现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
生成长在活动中的教育理念。

东郊街道：社区特色教育基地繁荣睦邻文化
为市民终身学习

鄞州堵疏结合整治城区人行道违停
为非机动车停放争取到12.9万个车位

专项整治加常态监测

我区加大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查处力度

本报讯（记者 胡启敏 通讯
员 郑拓）昨天，横溪镇横溪村上
街发现一圣旨残碑。据考证，该残
碑距今已有200余年，记载的是嘉
庆皇帝赐上街王家的圣旨内容。

当天上午，记者在上街看到
了这块石碑，石碑被放置在文化
礼堂门口，尽管已经残缺，但圣旨
碑文依然清晰。

“这块石碑是我们走访时在一
处石墙上发现的。”横溪镇文保员
俞彭年说，目前上街正在进行村庄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他和村干部发
现村口桥头一面石墙里镶嵌着一
块石碑，石碑上还刻有文字，熟悉
上街王家历史的俞彭年惊喜万分，
于是把这块石碑挖了出来。

俞彭年告诉记者，这块石碑
原来放在王家大屋，后被村民拿去

当做砌墙材料。由于石碑的后半
部分残缺，上面记载的内容也无法
还原，为了弄清楚石碑记载的内
容，俞彭年查阅了王家的宗谱，也
翻阅了天一阁的一些文献，最终确
定石碑上记载的是一道圣旨。

“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仁
宗皇帝赐给王家的圣旨，记录的
是王家天木公之妻邬氏守节育子
被封为宜人的事迹。”俞彭年介绍
说。

记者了解到，相传横溪上街
王家大屋为汉代郡守王泽的后人
所建，到清代，王氏已成宁波南乡
的一支望族。王家世代崇德尚文，
六世祖王铨为乾隆年间进士，其两
个儿子一个为举人，一个为奉直大
夫。到近代，横溪王氏更是涌现了
一大批英才。

横溪镇上街发现一圣旨残碑
距今200余年，记载的是嘉庆皇帝

赐上街王家的圣旨内容

不仅能学习还要会劳动

鄞州实验小学学子人人会“劳动36技+”

圣旨残碑（上）与拓印（下） 记者 李超 摄

小朋友们参观村史陈列馆时在笑脸墙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