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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本报记者 俞 冰

“大黄桥南路它山庙东区13
栋和14栋之间路上垃圾堆满，臭气
熏天，附近的人无法开窗。”近日，有
市民在姚界客户端余姚圈上发帖，
反映它山庙东区村道上的垃圾问
题。在市民提供的照片里，记者看
到各色垃圾袋沿墙堆放，地面到处
散落着各种生活垃圾，十分脏乱。

前天上午10时，记者来到现
场，没有看到照片上满地垃圾袋
的场景，但地面散落着菜叶、骨
头等生活垃圾，墙边放置着一个
黑色垃圾桶，桶内塞满了枯树枝，
一旁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包括
一个大型的塑料展示架。“上个星
期物业在这里放了一个垃圾桶，
现在情况稍微好点了，之前垃圾
都是随地乱扔的。”路过的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

“去年开始就有人在这里堆放
垃圾了。我家住一楼，一开窗就
闻得到臭味。”一位家住附近的村
民说，“我们村里租户比较多，村
道上放置的垃圾桶不够用了。有

时候桶满了，很多人会随地乱扔。
这个情况和村委会反映过好几次，
都没有得到解决。”之后，记者又
从其他村民口中了解到，附近有
个垃圾分类房，但设在别的小
区，不少村民不愿意多走，看到
这里长久堆放着垃圾，就养成了
往这个地方扔垃圾的习惯。

“物业人员收垃圾收得不够及
时，旁边散落的垃圾也常常不扫
干净。”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还
有几位村民反映物业人员不及时
清理垃圾以及清扫马虎等问题。

这个区域的垃圾问题为何一
直未能解决？记者联系到了负责
该区域环境卫生的兰江街道谭家

岭村村干部孟寅峰，他向记者说
明了情况：“负责此处垃圾清运工
作的是振兴物业，一般生活垃圾
是一天收两次，建筑垃圾是两天
收一次。但有时候这边垃圾刚收
走，那边又有村民来扔了，确实
没有实现应收尽收。我们会加强
监督，要求物业人员加大清理力
度。”他介绍，在村道上放置垃圾
桶是过渡举措，村里正在建设垃
圾分类房，方便村民就近投放垃
圾，目前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
待水电工程结束后就可以投入使
用了。“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引导村民养成垃圾分类投放
的好习惯。”孟寅峰说。

它山庙村道上为何垃圾这么多？

本报讯（记者 倪劲松）多措
并举打好反家暴宣传“组合拳”、
倾情化解家长里短“麻烦事”、架
起困境妇女儿童“连心桥”……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市妇女儿童维权
工作交流会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研
讨会上获悉，近年来，市妇联立足
家庭主阵地，聚焦妇女儿童维权热
点难点，把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工作
落实在基层、扎根在基层、见效在
基层，用心用情绘就妇女儿童幸福
底色。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女性的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市妇联深入基层
一线开展法治宣传，成立了一支以
女法官、女检察官、女警察、女律
师、女调解员、巾帼志愿者等为代
表的巾帼法治宣讲队伍，走进村、
社区、企业、校园等地，对妇女及
未成年人关心的婚姻家庭、反家
暴、未成年人保护、校园欺凌等内

容，进行政策解读、以案说法。同
时，精选女性关注的法治课题，制
作“姚家小姐姐”法治微课，在

“余姚女性”微信公众号进行推
送，进一步扩大普法覆盖面。

近年来，市妇联充分利用现
有组织和阵地，进一步整合妇女维
权资源，借助市法院的“余姚解纷
直通车”中的“和合家事”板块，
通过微信小程序跨区域、跨时段
实现法官、家事调查员、案件当
事人掌上调处家事纠纷，开启

“互联网+数字妇联”的社会共治
新模式，打通巾帼助力基层社会
治理“阿拉一起来”的最后一公
里。目前，全市 21 个乡镇 （街
道）的妇联主席以及各村（社区）
妇联主席作为家事调查员均已入驻
平台，建立了“一事一空间”的
调处模式。同时，市妇联不断加
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妇儿驿

站、村（社区）“妇女之家”“妇
女微家”等阵地的规范化建设，完
善市、镇、村、网格四级家事纠纷
调处组织格局，推动形成“小事不
出网格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家
庭矛盾解决在基层”的社会治理
工作格局。

为妥善处理以家庭暴力为主的
家事类矛盾纠纷，及时掌握家事纠
纷警情，在设立调解室、开通
12338妇女维权热线，畅通妇女儿
童信访诉求渠道的基础上，早在3
年前，市妇联就联合公安局、民政
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部
门，建立了家事纠纷警情联动服务
机制，对涉家事纠纷的家庭建立安
全指数评估制度。对于评估结果列
入高危等级的，由相应乡镇 （街
道）的妇联、派出所、法庭等联合
进行重点关注和协调，有效预防家
事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转变。今年

1月至8月，全市各乡镇（街道）
通过家事纠纷警情联动服务机制调
处的案件共有20件，其中涉家暴
案件14件，其他家庭纠纷6件。

今年年初，市妇联又联合市法
院、市巾帼志愿者协会推出“心和
家事”妇女儿童关爱项目，对经济
困难家事纠纷当事人、案外人及其
他民事纠纷的妇女儿童，以及受到
性侵害的被害人，给予一定关爱补
助，进一步拓宽关心关爱妇女儿童
的途径。截至目前，已为5名困难
妇女儿童发放关爱补助1.1万元。
同时，实施“三方一对一”家庭教
育监督关爱项目，对因家庭教育缺
失导致未成年人涉罪的家庭开展家
庭教育监护督促工作，改善家庭亲
子关系，转变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观
念。截至目前，已对3名涉罪未成
年人家庭开展家庭教育监护督促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加强协调联动 合力“护花”“护家”

市妇联激发“她”力量绘就妇女儿童幸福底色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 日
前，记者在市2022年城乡居民医
保和“天一甬宁保”参保工作动员
培训会上获悉，我市常规险种发生
变化，新增社保“第六险”——长
期护理保险。全市职工和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在参加我市基本医疗
保险时，将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
险，不用额外办理参保手续。

近期，市医保局已会同相关部
门完成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失
能等级专业评估认定工作。参保人
员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
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或
者因年老失能的，经过专业评估被
认定为重度失能的，自2023年1
月1日开始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期护
理保险待遇。截至目前，我市经专
业评估认定的60周岁以上重度失
能人员有2247人。

据了解，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
方式主要有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两
种。机构护理是指失能人员选择入
住定点养老机构或医疗机构接受护
理服务。居家护理是指失能人员选
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上门提供居家

护理服务。根据服务方式和失能等
级情况，实行差异化待遇标准。选
择机构护理的，按床日定额支付待
遇，重度失能Ⅰ级、Ⅱ级、Ⅲ级的
标准分别为每床日40元、50元和
60元。选择居家护理的，按时长
享受待遇，重度失能Ⅰ级、Ⅱ级、
Ⅲ级的服务时长分别为每月20小
时、25小时和30小时，服务价格
暂定为每小时65元，报销80%。

会议明确，根据《宁波市关于
深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当前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均
筹资标准为90元，由用人单位、
个人、医疗保险基金以及财政共同
分担。其中，城乡居民个人承担
30元，从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个
人缴费中划转，剩余60元由财政
统筹安排。职工参保人由个人和用
人单位各承担45元，其中个人的
45 元从职工个人账户中代扣代
缴，用人单位的45元从单位缴纳
的医疗保险费中划转。今后，筹资
标准还将根据上级政策规定和基金
运行情况，综合考虑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进行动态调整。

社保“第六险”来了！
保障重度失能人员长期护理需求

本报讯（记者 沈彦汝 通讯
员 陈奕翔）来自省交通集团高
速公路宁波管理中心的消息，根
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
行费实施方案》安排，今年国庆
节高速公路免费7天，7座及以下
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
策。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

10月7日24时。
宁波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朋友，

在进出收费站时，要减速缓行。我
市各收费站均设有便民服务点，提
供免费饮用水、附近区域指路图、简
易维修工具、常用急救药品等相关
服务，出行的市民遇到急难问题，可
寻求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本报讯（记者 沈建阳）9月
21日至22日，由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主办、市老龄办和市老年活动中
心协办的“教育杯”第24届市直
系统老年人运动会在市老年活动中
心举行。

本届老运会分别设有乒乓球、
飞镖两个集体项目和仿保龄球、兜
球、中国象棋三个个人项目，吸引了
20支市直系统老体协代表队的198

名老年人参加。经过激烈的较量，市
教育局、市发改局、市电信公司代表
队获得团体总分前三名。市教育局、
市电信公司代表队分别获得乒乓球、
飞镖项目第一名，市发改局代表队的
陈子夏、市教育局代表队的俞鸿琪分
别获得仿保龄球、中国象棋项目第一
名，市教育局代表队的唐建新和市税
务局代表队的阮敏分别获得男子兜
球、女子兜球项目第一名。

“教育杯”第24届市直系统老运会举行

近日，在大岚镇大路下村，一对农民夫妻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板栗。丈夫
挥杆打栗，妻子拿着钳子捡拾，欢声笑语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 赵静摄

日前，农行余姚分行在梁弄
镇横坎头村举办“红色金融史”
主题展，宣传近代史上的金融人
物与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图为
村民正在参观展览。

记者 黄静波摄

重温红色金融史

板栗采摘忙板栗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