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
窗口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沈家
门同济路的唐国忠家，上门为
他办理身份证。拍照、指纹录
入……不一会儿，唐国忠的新
身份证就办好了。“我自己走不
了，她们上门来，给我带来了很
大的方便，很高兴。”唐国忠说。

一个电话，就可以预约上门
服务。今年来，我区各基层公安
窗口通过上门服务方式，让行动
不便的群众也能享受到最多跑
一次改革带来的福利。

（记者 陈跃 通讯员 张瑜）

办证电话预约
民警上门服务

海 天
语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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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张芯瑜）针对近期野生贝类受赤潮污
染的情况，日前，区市场监管分局迅
速反应，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对全
区农贸市场、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并
紧急开展流通领域贝类（特别是野生
贝类“毛娘”）、螺类的毒素风险监测。

日前，记者跟随区市场监管分
局执法人员来到东港阳光365农
贸市场，执法人员对市场内销售贝

类的海鲜摊位逐一进行检查，检查
中发现经营者售卖的贝类主要来
自福建等地，均有正规进货渠道，
并未发现异常。

执法人员督促海鲜经营摊主要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贝类
产品的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工作，
不得违法销售不合格贝类产品。

“检查中未发现有贝类受到赤潮
污染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也发挥市

场驻点人员的优势，指导经营者要认
真清理海产品食品库存，一旦发现有
受赤潮污染的贝类，要在第一时间下
架并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区
市场监管分局东港市场监管所执法
人员吴伟杰告诉记者。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东港乐
业市场，对市场内贝类（特别是野
生贝类“毛娘”）、螺类进行检查，和
阳光365农贸市场一样，这里的水

产贝类普遍来自福建等地。
据悉，自今年5月底起，区市

场监管分局根据年度抽检计划，针
对贻贝类进行“一周一检”，目前己
抽检40批次，结果均合格。接下
来，该局将针对舟山国际水产城以
及全区所有农贸市场销售的舟山
本地出产的贝类（特别是野生贝类
“毛娘”）、螺类开展紧急抽检，实现
风险监测全覆盖。

近期嵊泗县东部海域赤潮频发，野生贝类受污染

监管部门展开执法检查和风险监测
近期，我市嵊泗县东部海域赤

潮频发，受赤潮影响，嵊泗县海洋与
渔业局定量抽检东部乡镇海域养殖
贻贝发现贝毒素超标，嵊泗县市场
监管局在该县中心农贸市场摊位定
性抽检野生贝类“毛娘”也发现贝毒
素阳性。

区食安办特此发出消费警示，
食用贝毒素超标的贝类可能引发食
物中毒，请广大市民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近期不要采集、购买养殖贻贝
和野生贝类“毛娘”等海产品。确需
购买的，一定要选择去大型、正规的
市场或超市购买，尽量避免购买来
自赤潮地区或不明来源的贝类。沿
海区域的市民在毒素暴发高峰期不
要私自采捕和食用野生的贝类。另
外，织纹螺是我国禁售食品，请广大
市民不要购买，不私自采捕、销售和
食用织纹螺。一旦误食或食用织纹
螺或受赤潮污染的贝类后，发生口
唇麻木等类似神经系统中毒症状
的，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积极采取相
应措施进行治疗。

（舟山市普陀区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

近期贝类食品消费警示

橘子皮熬制成
橘子蜜、用旧礼盒制
成精致整洁的茶具
盒、用鸡蛋壳等自制

简便的植物化肥……这些原本
作垃圾处理的东西经过一番用
心利用，瞬间变废为宝、物尽其
用。沈家门街道墩头社区居民
应姬娜在垃圾分类中练就的小
窍门，值得大家学习。

随着整个社会富裕程度的
提高，垃圾的“质量”也越来越
高。就拿一些精美的礼盒包装
来说，常常让人陷于留之无用、
弃之可惜的纠结之中，应姬娜能
将旧礼盒制作成茶具盒，相信老
百姓中还有更多的“花色利用”。

事实上，所谓的有用、无用
是相对的。这户人家当成垃圾
丢弃的，保不准就是那户人家正
缺的“宝贝”。因此，除了像应姬
娜那样尽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之外，还应促进全社会的旧物交
流，使更多的可利用之物换个地
方重新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更
好地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也有
利于弘扬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中考结束后，舟山伏泰纳故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从全市65
个“撤桶并点”小区有偿回收近
150本初中教学课本、课外书。

这些书经分拣、消毒后将“漂流”
回小区，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可以
免费带回家。不让旧书成垃圾，
该公司可谓用心良苦。

把旧书当作可回收垃圾，打
成纸浆后可以重新用来造纸，这
原本也是资源化利用。而让依
然有用的旧书“漂流”起来，无须
脱胎换骨就有望重获新生，相比
之下显然更有意义。正如伏泰
公司网点管理经理杨向文所说，

“这些旧书直接处理掉，价值并
不大，回收后给有需要的孩子们
看，能解决一些买书难问题。”

垃圾分类的目的在于垃圾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通过
拦截、筛选，从垃圾中分离出可
用之物，再让它重修流转起来，
这样就能更加直接地减少垃圾、
利用资源。普陀不少居民身体
力行地通过变废为宝减少垃圾
投放，有良知的企业也在通过有
偿回收、无偿赠送“拯救垃圾”，
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旧书可以“漂活”，旧电器、
旧家具何尝找不到新主人？常
言道，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在垃圾分类程序中，或许应该设
一道分拣、消毒、维修、赠送或变
卖一条龙的绿色通道，让更多

“准垃圾”实现华丽转身。

不让“宝贝”成垃圾
□大力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
雨璐）日前，“政协委员与文明同行”
“文明用餐?使用公筷公勺”活动在
桃花镇公前村文化礼堂举行。活动
中，市政协委员向桃花镇参加活动
的10家小餐饮代表送出公筷公勺
2000份。

“我们非常支持‘文明公筷’行
动，也将不断提高餐桌水平，保证饮
食安全。”活动现场，桃花苑总经理汪

海代表桃花镇餐饮业做出郑重承诺。
推行公筷公勺，共建文明餐桌

不仅是保障老百姓食品安全的一个
有效手段，也是进一步深化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重要载体。桃花镇将
继续大力提倡“公筷公勺”行动，倡
导所有人从自身做起，做关爱健康、
关爱他人的文明倡导者，共同助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

政协委员与文明同行活动走进桃花

推行公筷公勺 共建文明餐桌

本报讯（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姚远）夏季来临，中小学生溺水事件
时有发生。日前，六横公安分局民
警来到台门学校，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课。

课堂上，民警详细地讲解了心
肺复苏术安全知识以及防溺水“六
不”知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
的情况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
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
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

要擅自下水施救，尽量选择在岸上
呼救，请求救援。民警还现场演示
了如何正确穿救生衣、救生圈，并指
导孩子们开展求救、互救的防溺水
实践演练。

此次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课，
让学生对预防溺水安全知识有了更
深的了解，认识到私自到河塘、陌生
水域下水嬉戏的危害性，进一步提
高了师生们防溺水的自觉性和识别
险情、紧急避险、遇险逃生自救互救
能力。

如何防止夏季溺水事故发生

民警为小学生上安全警示教育课

“投资1200万元建造建材市
场，在2006年1200万元是一笔巨
款，但我们还是拼了一把。”近
日，六横镇洋山新村第一党支部
书记范海波看着人来人往的六
横建材市场激动地说，就是这个
决定，让荷花集体经济翻了几十
倍，去年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400万元。

荷花原是六横镇的一个行政
村，2019年8月并入洋山新村，原
荷花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波担任洋
山新村第一党支部书记。撤并之
前，荷花是怎样从一个并不富裕的
行政村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让
我们去追寻它的发展轨迹。

点子活 经济活

据了解，2002年，荷花集体经
济收入仅为11.6万元，是怎样的
动力发展起来的？“当时看着十几
万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心里都
很着急。”范海波告诉记者，2006
年，六横镇都没有像样的建材市
场，居民要装修建厂都要到外地或
者其他省市买建筑材料。

“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就开始

筹谋了。岛上没有建材店，那就开
一个建材市场，肯定有出路。”范海
波说，村里第一时间筹备资金建市
场，用土地征用款换房产，发动全
村上下一起努力，劲往一处使，六
横建材市场一步步有了雏形。

2006年，当时的荷花村党支部
号召全体村民集资，挨家挨户做工
作，很快，村里自筹资金投入1200
万元，建起了总面积达9083平方
米的建材市场，村民的投资仅用三
年就全部归还。

“如今这个建材市场每年能产
生150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村民
每年还能拿到丰厚的分红。”范海
波说，除此以外，借六横全镇开发
的东风，荷花利用历次土地征用中

的补偿款，采用土地征用款置换房
产的办法，累计获得商铺面积达近
5167平方米，村集体拥有商铺总
面积 14250平方米（302间）的资
产，现年租金收入超过300万元。

“2009年六横建材市场建成
后，我们是第一家入驻的商铺，主
要做集成吊顶。”随着六横建材市
场的生意越来越好，10多年前曾
是一名跑长途客运司机的村民严
安民，如今在市场内开了9家门
店。“现在我们不止做集成吊顶了，
还做木工材料、装修材料等，收入
比最开始翻了10倍以上。”

喝水不忘挖井人，荷花以发展
集体经济为依托建设美丽乡村，注
重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

生。荷花共投入资金120万元，把
原先地势低洼、垃圾成堆、蚊蝇滋
生的污染灾区，建设成了一个集
池、园、生态、绿化、健身锻炼于一
体的生态公园。

巧打文化牌
“以文养文”增效益

“村里的环境好了，经济发展
起来了，岛上数一数二的幼儿园也
落户在我们村里。”村民胡建红一
边介绍一边感叹村里的发展真真
实实惠及了老百姓，“我们村的村
民医疗保险和电视网络费全额由
集体支付，村民的各种福利红利分
配达到人均每年3000元以上。每
年领钱都高兴地不得了。”

单单发展物业经济还不够，村
民的精神生活一样重要。荷花巧
打文化牌，“以文养文”创收益，推
进集体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据了解，荷花还投资近50万
元建造文化礼堂，建立了以老年人
协会和计生妇联协会两支文艺团
队，该两支团队参与者近百人，为
文艺演出和活动宣传提供了精彩
的节目，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
活，也为村集体带来每年20多万
元的经济效益。

“我们会继续稳步发展经济，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下一步着
重改善村里基础设施建设，为美丽
六横、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范
海波说。

他们是如何“造血”强身健体的
——来自六横镇洋山新村荷花稳步发展集体经济的报道

记 者 高 阳 陈逸麟
通讯员 沃琪盛

□

打造普陀大花园
扮靓城市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