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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天
语 思

近日，我区举
行葫芦岛增殖放
流（放生）活动，3
万尾条石鲷鱼苗

放归大海。这是我区推进海洋
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又一实际
行动。据悉，目前我区正积极谋
划打造葫芦岛放流（放生）平台。

增殖放流，耕海牧渔。从
2005年至今，普陀已连续18年开
展人工增殖放流行动。经跟踪观
察，增殖放流促进渔业资源持续恢
复成效明显，产生了良好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目前增殖放
流中仍存在苗种供应体系不健全、
科技支撑相对薄弱等问题，因此，
科学放流、提升成效，应是今后增
殖放流的着力点。

增殖放流不是随意放流。
首先要明确“放什么”，坚持将增
殖放流的生态功能放在首位，逐
步加大珍贵濒危和本地特有物
种的放流比重，同时兼顾渔民增

收，才能切实发挥增殖放流的综
合效益。其次要明确“哪里放”，
在综合考虑海洋生物资源和海
域生态环境状况基础上，开辟建
设若干放流（放生）平台或场所，
这是推进科学放流的有益探索。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科学放
流，需要改进的工作不少。苗种
供应是基础，应积极推动苗种供
应基地建设，提高苗种供应的准
入标准。加强管理是关键，应覆
盖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
特别是要跟进涉渔生态补偿增殖
放流活动的监管和增殖放流之后
的效果评估。宣传交流不可缺，
应开拓思路、创新形式，将增殖放
流与科普宣传、游览观光、志愿服
务结合起来，吸引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提升增殖放流综合效益。

加强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任
重道远。一起行动起来，推动增
殖放流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就
能让更多鱼儿畅游大海。

科学放流让更多鱼儿畅游大海
□谭野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张海霞）7月26日，普陀供电分公司
电力人员走进沈家门第一小学新校
区施工现场，与项目相关负责人面对
面沟通交流，并提前开展项目用电现
场查勘，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在交流过程中，该公司电力人
员确定该项目符合电力分担机制要
求，并协助客户完成电力接入工程
“免费”申请。从明确产权分界点延
伸至用户红线，到确定电源接入点
与电源点延伸方案，并根据延伸方
案开展配套建设，由政府与供电企
业共同分担了此项工程的电力接入
施工及开支。

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即完成了
该地块内的供电电源点和通道建

设，大幅缩短了客户后续用电接入
的施工工期，真正实现“电等客
户”。“没有电，任何的建设都启动不
了，因此我们早一天接电，项目就能
早一天开工。”普陀供电分公司营销
室主任任敏强说道。

近年来，普陀供电分公司持续加
大服务客户、优化营商环境的力度，
以更精准的举措、更高效的行动帮助
客户解决实际用电问题，为大型项目
建设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下一步，
该公司将积极探索在土地规划、招商
引资等环节开展超前服务，并结合片
区地块出让计划和中长期用电需求
预测，编制电力管线建设实施计划，
推动我区骨干网架优化建设，为“电
等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电力部门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

变“客户等电”为“电等客户”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滕忠平）夏日炎热，离不开一
口清香脆甜。随着温度升高，展
茅茅桃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摘上
市期。

7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展茅
果木专业合作社，只见桃树上挂满
了被黄色保护纸袋包裹的茅桃，社
长王松根正在挨树查看茅桃的生
长情况。据他介绍，茅桃于7月底
陆续进入成熟期，一部分开始采
摘，预计8月初可以大批量采摘上
市。

据悉，合作社目前共种有桃树
50余亩，约1200株，今年产量在5
万袋左右，相比去年增长近67%，
口感也比去年有所提升。“一方面
得益于果树树龄的增长和旱地的
生长环境，其次在管护上我们也格
外上心。”王松根说，自2005年合
作社成立以来，他们在培育管理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除草、施肥、
修剪、浇灌，到每一株桃树的嫁接
培育，他们都亲力亲为、用心栽培，
新一批种植的500株桃树也将于
明年开始收获。

果型大、色泽鲜艳、外观优美、
肉质松脆以及味道甜美清香是茅

桃最为外人熟知的特点。作为展
茅培育的优良品种，展茅茅桃曾在
浙江精品水果展销会上喜获金奖，
是我区十大特色优质农产品之

一。“茅桃生一点、熟一点的口味不
一样，生一点带有酸鲜的口感，而
熟一点就是甜软的口感。”王松根
说道。

据了解，目前茅桃的售价为每
公斤30元，市民如有需求可联系
展茅果木专业合作社进行购买，联
系电话：13967233076。

展茅茅桃陆续上市
今年50余亩桃树产量在5万袋左右，产量和口感都比去年有所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迟 通讯员 杨
青）记者日前从区市场监管分局了
解到，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消费维权
网络建设，促进消费纠纷和解，我区
今年新增鲁家峙农贸市场、沈家门
海鲜夜排档、宝马4S店、奔驰4S店
等消费维权联络站4个。截至目前，
全区共设立消费维权联络站18个。

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分局以有
维权机构、有工作制度、有工作人
员、有台账记录、有培训指导、有考
评测评等“六有”标准为基础，在消
费维权联络站配备熟悉消费维权业
务、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专兼职工
作人员和基层市场监管所指导员，
并建立健全消费维权体系，确保维

权站有效运行。
同时，该局强化企业自行和解

消费纠纷培训，健全落实企业维权
服务机制，提高维权站消费纠纷化
解能力。如借助微信小程序设置的
数字化流程，严格落实从纠纷受理、
纠纷调处、信息反馈等全过程闭环
管理，确保纠纷不出店、不出场、不
出圈。今年以来，全区18家维权站
共实现消费纠纷自行和解35件。

此外，该局在放心市场、放心商
圈、放心街区、放心乡村、直营加盟
连锁企业、人流消费量或投诉量大
的区域，打造了9个设施齐全、保障
有力、素质过硬、自行和解率高的特
色维权服务站，提高可及性。

我区新增4个消费维权联络站

夯实基层消费维权网络建设

为了进一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每
周带你读一则《民法典》的亮点法
条。这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657条。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
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
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
同。”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赠与合同指一方当事人将自己

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受领该财
产的合同。将财产无偿给予对方的
人称为赠与人，无偿接受他人财产的
人称为受赠人，赠与的财产为赠与物
或受赠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赠与
合同在性质上为单务、无偿、诺成合
同，赠与人只承担将赠与物无偿地交
付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只享受
接受赠与物的权利。一般的赠与合
同成立后赠与人不行使任意撤销权
的，受赠人可以请求支付；公证的、依
法不得任意撤销的公益与道德性质
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
的，受赠人可以请求支付；不支付的，
将承担违约责任。

赠与既可以附条件，也可以附
义务。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指以
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作为赠与合同
生效或者失效的条件。附义务的赠
与合同，是指赠与合同中约定受赠
人须负担一定义务，如受赠人不履
行其负担的义务，则构成赠与人行
使撤销权的法定理由。附义务的赠
与合同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
成立生效。上述两种赠与合同的主
要区别是：

1.在附条件的赠与中，条件有控
制赠与合同生效与否的功能，而在附
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与赠与合同
的效力无关，合同在当事人意思表示
一致时即成立生效，并不因所附义务
而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

2.附条件的赠与，条件能否成
就，应顺其自然发展，条件无可强制
执行性。而在附义务的赠与中，所
附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可以依照强
制程序，强制其履行或者可由赠与
人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

（由晓普整理）

赠与合同

果农查看茅桃生长情况果农查看茅桃生长情况。。 记者记者 王梦倩王梦倩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梁夏 通讯员
胡静卫）近日，东港灵秀街的一家
店铺门口摆放了一台“爱心冰箱”，
里面免费供应矿泉水，为炎炎夏日
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送上一份清
凉和关爱。

这台“爱心冰箱”由东港灵秀
街48号驼奶粉店的经营主毛女士
购置，并在上面张贴了“免费矿泉

水需要自取”的字样，提醒过路的
劳动者可以在此自行免费取水。
“夏天天气很热，快递员、外卖员、
环卫工人等每天在户外工作很辛
苦，所以我就想提供免费矿泉水
方便他们路过自取，止渴解暑。”
毛女士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店门口的
“爱心冰箱”免费供水，店内另有矿
泉水、口罩可以免费拿取，毛女士
说这是她自开店以来就坚持的一
件小事。“我从2019年下半年开店

开始，就一直免费提供这些东西，
但因为之前放在店里面，大家都很
客气不会进来拿，我就想是不是可
以放在外面，大家路过时拿取就更
方便。”

考虑到要将“爱心冰箱”长时
间放置在店铺门口，毛女士还特意
向城管部门进行了咨询，并得到了
大力支持。目前她计划将冰箱一
直摆放到十月中旬，每日会根据取
水情况及时补充矿泉水。

毛女士告诉记者，“爱心冰

箱”摆放后，每天都有20瓶左右
的矿泉水被拿取，效果比原先放
在店内好很多。每次看到他们来
这儿喝口水、歇一会，她的心里也
会特别开心。他们简单的一句感
谢，也坚定了她将爱心传递下去
的决心。

“爱心冰箱”在酷暑中传递的
温暖凉意，正汇聚成文明城市的善
意，浸润着每一位驻足取水的劳动
者的心田，也传递着朴实而崇高的
志愿服务精神和城市温情。

市民购置“爱心冰箱”为劳动者免费供水送清凉

为夏日降温 让文明升温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打造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记 者 杨叶梅
通讯员 戴妮 袁栋

一身简单的格子衫，理个寸
头，腋下夹个公文包，行色匆匆地
游走于各个企业、工地，张玉平人
送外号“张大”。这个“大”字，代表
的是劳动者和企业对他的信任和
认可，凡提起他，群众竖起的大拇
指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在劳动监察科工作的 17年
间，张玉平一直严守初心，从没有

因为工作标准高、任务繁重而退
缩，从没有因为基层群众的误解而
气馁和放弃，也从没有因为工作出
色、立功受奖而沾沾自喜、停滞不
前，而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定信
念、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从事基层调解工作多年，张玉
平拥有丰富的调解经验，处理复杂
问题时沉着应对，特别是群体性纠
纷事件，经他现场处理后，矛盾均
能顺利化解。

前几年,某远洋渔业企业所属
的远洋渔船，13名船员因不满海
上作业环境艰苦，控制渔船阻碍生
产并要求船东增加工资。为避免
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船东只得先
行满足其要求并劝说船员立即回
港，同时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求
助。

张玉平接到指示后，凌晨2时
赶赴现场，与当事人持续沟通到第
二天深夜。通过对船员心理疏导、
宣传普法等，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

议，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
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为企业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70多万元。事后企
业送来了写有“情系企业鼎力相
助、执法为民一身正气”的锦旗，以
感谢他的悉心调解。

2019年，一家大型海洋食品加
工企业拖欠30余名员工工资共计
23万元，员工自行追讨无果，求助
于普陀劳动仲裁。仲裁工作人员
依照法定程序处理案件，却遭遇企
业负责人“打太极”，满口答应会配
合处理，但频频无故失联。张玉平
在了解情况后，带着主审仲裁员多
次上门“堵”人，最终使负责人主动
来到仲裁委配合处理了案件。

作为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工作
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触动当事人
利益的情况。有的当事人妄图通
过利益交易来逃避监察部门的执
法，找门路、拉关系；有的当事人则
对张玉平言语威胁、肢体恐吓。

对于面临的诱惑和威胁，张玉
平不为所动，做到不义之财不取、

不法之事不为，严格按照执法程序
进行案件处理，特别是注重案件办
理过程中的环节操作，确保行政执
法行为的每一个步骤、程序、细节，
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和完备的文
书体现。张玉平常常对同事说：
“对经调查核实的问题要采取措施
及时整改，严肃追责，做到有案必
查、查案必严。”

从2006年到区劳动监察科工
作至今，张玉平带领科室成员成功
化解劳动纠纷上万起，帮助劳动者
及企业追回经济损失超3亿元，其
本人连续13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
建设平安普陀工作区级先进个人，
更多次获评舟山市信访工作先进
个人、浙江省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
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张玉平 兢兢业业十七载 高效调解化纠纷
他恪守“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做好“人民公仆”，为普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贡献了

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就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区劳动监察科科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张玉平。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