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杭州淳安县宋村乡桐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工地上，施
工人员趁着河道处于枯水期，加紧进行疏浚河道、加固护岸、修建堰坝
等施工。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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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11 月 15 日电 （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高鹏） 15
日上午，宁波市慈善总会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白色的信封
上，署名“顺然”，落款地址是不存在的人民路 1 号。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叠厚厚的汇款收据，共 110 张，累计 108 万元。53 万
元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曙区鼓楼支行汇出，55万元从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江北区支行汇出。

从 1999 年起，“顺其自然”坚持每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
款，今年已是第25次，25年累计金额高达1577万元。

据介绍，她（他）的捐款有几个特点：一是从“顺其自然”四个
字中随机选择两个字作为捐款人名，今年的落款是“顺然”；二是
落款地址都是不存在的；三是每张汇款单都不超过1万元（达到
1万元需要署上真名）；四是都在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汇出，然
后将收据邮寄至宁波市慈善总会。

根据他（她）本人的意愿，20 多年来，宁波市慈善总会一直
坚持将善款用于助学、教育方向，并通过各类媒体对每一笔善款
的使用进行公布。

近年来，宁波慈善助学体系日趋完善，构建了集大学新生助学、
在校大学生助学、彩虹助学、结对助学以及个案帮扶于一体的助学
体系，受益对象不仅涵盖宁波籍学子，也包括在甬就读的外地学子。

近几年，“顺其自然”的善款主要用于改善对口帮扶地区的
教育条件。“顺其自然”2020 年的 103 万元善款，用于四川凉山
州教育设施改善和个案帮扶。2021年，“顺其自然”的105万元
善款用于四川凉山州助学和教育设施改善项目。2022 年，“顺
其自然”的 101 万元善款用于四川凉山州助学和教育设施改善
项目，5万元用于建设宁波经贸学校“菁茂甬凉直播间”。

宁波“顺其自然”再捐108万元
25年累计捐赠1577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张源 通讯员 任律）
近日，浙江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创下半年新
低，浙江部分山区最低温度甚至达到0℃，第
一场雪也飘落在绍兴丹家村。虽未正式入
冬，却已是冬天的味道。11月15日夜里，随
着新一股冷空气到来，降温、降水、大风再临
浙江，不过，雨势不大，16 日雨水收场，转为
多云天气，但早晚寒意明显。

记者从省气候中心了解到，16 日起，后
半段云层打开，配合夜间晴空辐射作用，气
温开始滑坡，但因白天有阳光补温，本次冷
空气降温影响不大，预计在 5℃幅度内。19
日起，这波“试探性”降温将暂告一段落，气
温又将开始缓慢回升。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一次中等
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到

明年春季。在该事件和全球变暖的大背景
下，今年全球平均气温或将成为 1850 年以
来最暖的年份。但据省气候中心消息，11月
10 日至 13 日，全省平均气温 12.7℃，比常年
同期偏低 2.1℃，全省各地均偏低，永康、德
清、义乌、萧山等地偏低幅度在3℃以上。

现在未入冬，为何寒意浓？虽然这次降
温幅度剧烈，多半是因为前期温度过高，但终
其原因是今年的大气环流异常。“近期因为副
热带高压减弱，西风带槽又比较深，把实力偏
强的冷空气引到南方地区，造成大幅度降
温。”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燕军解释，今
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特别高，海水温
度高，就会对大气一直释放热量，从而对大气
环流造成较大影响。加上全球变暖和厄尔尼
诺现象的影响，又为异常天气助推了一把。

“这次冷空气的影响是暂时性的，极端
性不算强。”毛燕军说，这样的阶段性偏低还
将频繁地出现在今年冬季，甚至明年春季。

“对浙江人而言，这样的阶段性气温变化可
能增加用暖需求。”

日前，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今冬明春我
国气候趋势，综合厄尔尼诺事件和气候系统
其他因素的影响，冬季南方地区可能发生阶
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该类似情况在往
年曾发生过，去年冬天，浙江平均气温比常
年略偏高，但强冷空气和寒潮出现得更频
繁，仅寒潮就有 4 次，气温显示出大冷大暖
的异常波动。相较而言，今年冬季，浙江的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将
会较小。“整个冬季气温正常偏暖为主，隆冬
季节会有一段时间气温比较低，部分地区有

可能出现雨雪冰冻。”毛燕军说。
浙江又将何时入冬？“接下来气温还会

有起伏，近期回暖为主，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达20℃以上。”毛燕军说，如果这次回暖时
间持续较长，后期会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降
温天气。按照目前情况来看，11 月至 12 月
气温依然偏高，入冬时间还得再等等。

入冬偏晚，对农业的影响不小。据悉，
暖热天气可能导致土壤墒情偏低，影响农作
物出苗和生长，不利于来年春耕春播；入冬
推迟可能影响农作物生长周期，影响到农业
生产计划和产量；暖热气候易导致农作物生
长过旺且来年病虫害风险增大。

“浙江地区，尤其要做好小麦、油菜田杂
草封闭以及油菜蚜虫、水稻二化螟等害虫防
控。”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专家建议。

冷空气来袭，入冬还得再等等

案桌两侧，一起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
冰释前嫌、握手言和⋯⋯这样的画面，不只
出现在法院的纠纷调解室。当事人在检察
环节消弭分歧、达成和解的情况并不鲜见。
民事检察和解，正成为当下化解矛盾的重要
途径。

11 月 15 日，浙江省检察院举行践行新
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民事检察环节矛盾纠
纷化解新闻发布会，并发布 10 个典型案例，
其中不乏老百姓关心的加装电梯纠纷、医疗
事故赔偿等老大难热点话题。

从 2021 年至今，浙江共促成民事检察
和解 379 件。民事检察和解，越来越频繁地
进入公众视野。这是一项怎样的制度？浙
江检察机关又探索出哪些经验？10 个典型
案例背后，折射浙江的探索与思考——

法情兼顾，案结事了人和

当天发布的案例中，有这样一个事件：
由于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因拆迁可获得的
权益，李某平拿不到执行款。然而，因拆迁
土地和工业用房权属争议，拆迁补偿工作无
法推进。

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主动联系法
院、街道办等，通过召开协调会等方式推动
解决土地权属问题。随后，又充分释法说
理，帮助双方达成和解，最终拆迁工作顺利
完成，李某平获得125万元执行款。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通过行
使检察权，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在办理的民事检察案件中，往往有
两类情况：一类是当事人因证据不足无法起
诉；一类是经历了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多道
诉讼程序无法再诉。

案件案情疑难复杂，当事人权益受损，
民事检察和解就是有效的司法途径。

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不少案件与李某
平的情况相似——标的不大，却关乎切身利
益。如农民工讨薪、老年人诉请支付赡养
费、残疾人维权、受家暴妇女离婚等案件。
他们大多是困难群体，权益遭受损害，却因
法律知识匮乏、证据意识不强等原因，诉求
难以获得支持。

检察机关介入后，站在第三方视角，帮
助当事人处理、梳理诉求，寻找证据，分析利
益，既促和解，又充分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
接受法院正确裁判。

有时尽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判决结
果会让当事人始终难解心结。民事检察和
解，就体现在法理和情理的兼顾平衡。

“对于这些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在充分
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在法
律框架内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自愿协商和
解。”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可以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
法资源。

多方协作，保障群众权益

检察机关在调解、和解工作中，具有自
身优势——公信力高、协调性强，还具有较
高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正是这样的特性，让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可以综合运用监督职能，
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和协调配合机制

优势。
面对新领域、新难题，检察机关迭代新

“打法”，通过与群团组织合作、与司法救助
相结合等多种新形式，让和解更有温度。

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
监督案中，吴某文驾驶运输车辆经过嘉兴
时，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致使鹿某亮因抢
救无效死亡。秀洲区人民法院判决由司机
吴某赔偿鹿某亮家属 19 万余元，车辆挂靠
单位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鹿某亮
的亲属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赔偿 3 万
元后，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再无赔偿能力。

这则案件的难点在于，司机吴某和运输
公司都在外省，而外省法院实际仅接受了对
运输公司的执行委托。吴某承担了刑事责
任，服刑期满后居无定所、经济窘迫。

涉及跨省的委托执行，因执行未到位，
使得当事人权益未得到保障，一直信访申
诉。检察机关跨省调查核实，一方面通过监
督规范执行工作，另一方面运用司法救助解
了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主动与法院协作促成
和解，持续跟进确保履行到位。

类似案例屡见不鲜。近年来，浙江检察
机 关 坚 持 权 力 监 督 与 权 利 救 济 相 结 合 。
2021年以来，全省在民事检察环节共为143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发放救助金 164.3
万元，同步促成和解74件。

以案促治，推进社会治理

“个案背后，往往是深层次的社会问
题。我们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等手段，督促相
关部门依法履职，深化以案促治，推进长效
常治。”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民事检察，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在这批
典型案例中，不少是通过一件小事，解决一
个地区或行业存在的普遍问题。

杭州富阳花坞南路某小区的居民老陈
等人与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签订电梯加装合
同。然而，建设工程公司入场完成基坑施工
后，便停止作业。

富阳区检察院走访查明，该公司因经营
不善，已将收取的工程款挪作他用，名下多
个电梯加装项目停工，并引发了多起纠纷。

这起案件背后，暴露出加梯工程项目资
金监管缺位问题。在办案的同时，富阳区检
察院督促当地开设资金监管账户，确保专款
专用，并与区加梯办联合出台意见，探索防
范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的风险隐患。

小案件，大改革。在民事检察与基层治
理互动中，检察机关通过建议的形式，解决
一系列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做好化解矛盾纠
纷的后半篇文章。

永康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检察和解案中，由于耽误了最佳抢救
时间，导致楼某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
为医院在救护中不存在过错，判决驳回其妻
子卢某某关于赔偿的诉讼请求。

当地检察院介入后发现当地法院判决
并无问题，但就该案反映的院前急救定位
等问题，以发送检察建议等方式，协调公
安、卫健、通信、财政、应急等部门构建联动
机制，推动了当地城市大脑“永葆 E 康”项
目建设，为“院前医疗急救”数字建设提供
帮助。

我省检察机关的 10 个民事检察和解典
型案例体现了司法温度，是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生动实践。

三年来，我省检察机关促成民事检察和解379件

从10个故事感受司法温度
本报记者 王逸群 通讯员 阮家骅

浙报观察

本报讯 （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 冯洁娜） 组织工程骨
软骨再生技术临床应用及产业化、全球首创眼科医疗器械研发
平台；融合虚拟高精度的数字人、信息化视觉自动化操作机器
人⋯⋯第三届中国·绍兴“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全球创业大赛
生命健康专项赛暨上虞未来城“未来场景·未来产业”创业大赛
总决赛日前落幕。历经上海、深圳、武汉、海外线上分站赛等 4
场精彩角逐，脱颖而出的 15 个生命健康、13 个未来场景领域创
业项目齐聚绍兴上虞展开巅峰对决。

据介绍，“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全球创业大赛已历三届，是
上虞汇聚青春人才、招引科创资源的重要品牌赛事。获奖项目
落户上虞后，可获得人才项目资金资助、创业场所支持、创业发
展扶持、生活配套保障等。

人才创业项目上虞比拼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竞聪 记者 薛文春 通讯员 章晶）
“去年我们村加入‘全域振兴’党建联盟，和周边企业结成帮扶对
子，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每年经营性收入达到 50 多万元。”兰
溪市灵洞乡板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美英高兴地说。

为助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兰溪今年推出村（社区）巡察和
基层“五整治五提升”专项行动有机贯通融合工作机制。在巡察
的 88 个村（社区）中安排 22 个“五整治五提升”重点整治村，将

“五整治五提升”问题纳入巡察监督重点。
凭借丰富的矿石资源，灵洞乡大部分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得

到发展壮大，但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板桥村就是经济薄
弱村之一。以前，该村每年村集体的营业性收入仅8万元。

2022年“五整治五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灵洞乡将发展
不平衡问题作为整治提升的重点内容，在兰溪市纪委监委的监
督推动下，通过清整不合格村（社）干部、组织村干部轮训等方
式，大力督促村干部提升履职尽责意识，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不断增强，带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和红狮集团结对后，我们村承包了集团的保洁项目，加上
平时地里的收成，村民收入有了‘双保险’。”板桥村村民翁金法
对在村里走访的巡察组干部说起这两年的变化，“去年村里修了
路，又修了引水渠，整治了村里的环境，变化很大。”

兰溪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紧盯
基层治理突出任务，聚焦村民们的“身边事”“烦心事”，持续发挥巡
察监督推动问题整改见效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兰溪开展基层“五整治五提升”专项行动

村企结对 强村富民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明杰 李优佳）“党建联建平台不仅为
我们建立资源共享平台，而且架起企业与群众联络的桥梁。我
们在党群服务中心布点共富工坊，提供来料加工技能培训、设备
加装、原料供应、成品回收等就业服务，由辖区妇女承担拆纱、勾
线、挂标签、补绣片等手工劳动。”浙江美嘉标服饰有限公司生产
经理介绍，今年以来，累计提供订单 5.5 万余件，覆盖灵活就业
人员 210 余人次。这种模式既帮助企业减少用工成本，又助力
居民拓宽收入渠道。

杭州临平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全方位落实党建联建共富
项目，实现共建、共享、共赢。东湖街道以街道和村社党组织为
核心，建立两级党建联建组织，加强与联建单位的联系，充分了
解群众和企业需求，根据双向匹配原则制定结对项目。目前，东
湖街道已有两级联建单位 470 余家，形成双向互补清单近 70
项，立足互补清单制定结对项目，签订党建联建协议，有序落实
共富项目30余个。

临平党建联建推进共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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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记者从基地负责人陈磊处了解到，这里

统一施用天然植物源农药、农用微生物菌剂
等绿色农资，通过一年种稻、一年种菊的“水
旱轮作”改善土质，并与高校专家团队合作
实现“工厂化育苗”，将本地优质品种不断

“提纯复壮”。团队的一系列科学措施，有效
改变了当地杭白菊产业一度面临的亩均产

量波动大、产品品质不一、加工模式粗放等
不利局面。

“我们的杭白菊，每亩地增产10%以上，
每公斤售价又较市场高出15%以上，亩均收
益提高了 1200 元左右。”陈磊表示，其中的
大部分增益，又通过多渠道反哺给村集体和
农户。

金秋以来，桐乡杭白菊产业主体纷纷探

索开发杭白菊的其他功能价值。跟菊农学
习采摘技巧、体验下田采菊、动手制作菊花
皂、参观杭白菊加工车间⋯⋯“整个开花季
的周末档期都已基本排满了。”桐乡市缘缘
食用花卉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浙江菊丝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缪悦啸告诉记者，杭
白菊主题研学活动的超高人气也为公司新
开发的杭白菊润肤露、眼部精华等系列化妆

品打开了市场销路，成为亲子团妈妈们乐于
购买的“爆款伴手礼”。他透露，团队正趁热
打铁，新品杭白菊面膜也即将上市。

深挖“土”的资源，彰显“特”的优势，拓
展“产”的链条。这个秋天，我们看到，遵循
这一发展“三字诀”，杭白菊这种拥有数百年
商品生产史的浙北“土特产”，正不断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11月15日，在湖州市沪苏湖铁路南浔站，工人正在加紧建设。近日，随着最后一块钢结构网架单元吊装完成，沪苏湖铁路南浔站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据了解，沪苏湖铁路南浔段建成后，将与沪杭客专、宁杭高铁、湖杭高铁相连，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拍友 陆志鹏 摄封 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