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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房伟 通讯员 郑怡）记者日前从
市人大获悉，《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草案）》拟提
交本月底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该条例被
列为2017年立法制定项目之一，由于涉及面广、影响
深远，颇受社会关切。为提高立法质量，市人大常委
会、市人民政府决定首次成立“双组长制”立法起草小
组，由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和一位副市长共同担
任组长。

据了解，我市老年人口较多，人口老龄化速度较
快、程度较高。截至2016年底，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138.7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3.5%。人口老龄
化伴随着高龄化、空巢化，以及家庭核心化、小型化，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日益受到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五条规

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市各级
政府加大了养老服务工作力度。据统计，截至2016
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2662个，覆盖了90%的社区和84%的行政村，2.9万
多名城乡困难老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和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

但随着实践的深入，一些难题日益突出，直接
制约着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比如政府、社会和家庭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不明晰，社会共识和
部门合力还未完全形成，基本居家养老服务制度还
不够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的用房、人员和资金等要
素保障不到位等，均亟须从法制层面予以明确与破
解。

目前，国内已有北京、河北、苏州、合肥、乌鲁木
齐等省市制定出台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作为
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居家养老服务最早起步地
区之一，我市有必要、也有条件出台全国较早、省内
第一部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进而为我市加快
建设名城名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据介绍，我市拟制定的《条例（草案）》将明确居家
养老服务的概念和原则、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和基层自
治组织的职责、规定政府提供的基本居家养老服务内
容及提供方式、明确家庭养老职责及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配建标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着重明确政府职责，
突出保障基本、适度普惠的原则，设立若干刚性“干
货”条款，并积极鼓励社会参与。

我市拟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政府部门职责和子女义务有望明确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不仅雌雄异
株，而且雌雄性别比大约为1：10，在多数
开两性花的植物界，野生木鳖子算得上是
一朵“奇葩”。近日，市植物研究专家林海
伦在海曙龙观乡深山发现罕见的野生木鳖
子。据了解，这是宁波第二处，也是全省第
二处野生木鳖子生长点。

林海伦是在龙观乡深山考察植物资源
时和野生木鳖子“偶遇”的。发现地是一处
海拔300米左右的沟谷，分布有2株野生
木鳖子雄性植株。木鳖子是多年生藤本植
物，这次发现的2株长度均有10多米。每
年8月是木鳖子的盛花期，植株上花团锦
簇，因此十分惹眼。

野生木鳖子花朵有手掌大小，可与南瓜
花媲美；花瓣呈乳黄色；花朵内部构造复杂，花
心处有3个黑色的指示斑，3个蜜腺上都有盖
子；花粉呈深红色；花冠筒部有密密的毛茸。

能在龙观乡的深山发现野生木鳖子，
林海伦直呼“不可思议”。野外行走20多
年，龙观乡的深山他去过上百次，此前从未
见过木鳖子。

不仅是在宁波，甚至在全省范围内，野
生木鳖子都是罕见的。《浙江植物志》中查
不到木鳖子这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苦
瓜属”下有关于木鳖子的记载，但分布地在

“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
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并无浙江。

2015年8月，林海伦在宁海县胡陈乡
的深山中首次发现野生木鳖子。这次发现
的生长点，是宁波第二处，也是全省第二处
野生木鳖子生长点。

除了在本地比较罕见，野生木鳖子还
自带“奇葩”属性。

“它是雌雄异株的植物。”林海伦说，在
植物界，绝大多数植物开两性花，只有少数
种类开单性花，而且开单性花的植物也往
往是雌雄同株，只有比较原始的种类，如银
杏、苏铁等是雌雄异株。

雌雄异株这种特性使得野生木鳖子成
功授粉的机会大大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种群的数量。

在龙观乡的深山发现这2株野生木鳖
子雄性植株后，林海伦在四周很大区域内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雌性植株。

他说，之前在宁海县胡陈乡发现的野
生木鳖子种群，有100多株，同样也是雌雄
比例失调，性别比大约为1：10，即10株雄
性才会有1株雌性出现。

为了延续种族的“香火”，野生木鳖子
在雄性植株的花心处设置了结构颇为复杂
的蜜腺器官，以此吸引昆虫多来采蜜。

野生木鳖子的花朵也长得十分古怪，
雄花外面长有蚌壳状的绿色苞片。在花朵
绽放前，苞片会将整个花蕾“包围”起来。

“主要是起到保护作用。”林海伦说，木鳖子
是葫芦科植物，而葫芦科植物的花蕾，常常
会成为昆虫的“盘中餐”。

苞片的发达，也使得野生木鳖子花冠
下的花萼明显退化，呈紫黑色，“这在植物界
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由花萼来保护
花蕾的。”林海伦说。

“花朵开败后，苞片依旧挂在枝头，并
逐渐由绿色变为黄色，这也是木鳖子的一
大看点。”在林海伦看来，木鳖子不仅花朵
的“颜值高”，果实的颜色呈桔红色，也十分
漂亮，而且植物攀附强，十分适合作为园林
观赏植物。

木鳖子的花萼已明显退化，因为外边有硕大的蚌壳状苞片代替其功能。 林海伦 摄

山塘里废弃煤气瓶堆积如山
慈溪警方端掉一煤气瓶非法加工窝点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叶吟泠 高炎飞）在慈
溪龙山和镇海交界处有一个废弃的山塘，这里堆积着如小
山一般的废弃煤气瓶，刺鼻的废气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近
日，龙山派出所端掉了这一非法加工点，6名相关人员已
被行政拘留。

这处不知名的山塘位于龙山镇和镇海区的交界地
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向上，在这个废弃的山塘里，记
者看到了大量的废弃煤气瓶堆积在山边。一边是已经处
理完成，呈扁平状的煤气瓶，一边是还未经过处理，堆积成
小山一样的煤气瓶。现场，还残留着简陋的工具。

龙山派出所在接到龙山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供的
信息后，赶往现场查勘情况。堆积如山的废弃煤气瓶让民
警大吃一惊，废弃的煤气瓶中还残留着废气、废液，属于危
险易燃易爆品，极易引起燃烧或者爆炸。很快，民警就确
定了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加工时间，并联合市场监管局
人员火速出击，迅速控制住所有人员，并对相关设备和废
弃煤气瓶进行了统一的查封和扣押。

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他之前在宁波做回收废旧家电的
生意。今年2月，李某从他人处得知回收废旧煤气瓶非常
赚钱，便找到隐蔽的与镇海交界的龙山镇邱王村的这处废
弃山塘，招了几个工人后，在山塘里做起了这种“生意”。
据李某交代，每处理一个废弃的煤气瓶，他可以赚到3元，
而每一个工人每天可以处理上百个煤气瓶。

高利润的背后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放掉煤气瓶内残
留的废气，拧下瓶盖，再将其压扁、剪断，这一系列的过程，
工人都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据了解，煤气瓶是钢制的移动
式压力容器，长时间使用后会产生裂纹、凹坑、变形、腐蚀
减薄等缺陷；废弃的煤气瓶中，有残留的废气废液，属于易
燃易爆品，非专业人员进行切割、分解等过程中极易发生
爆炸。液化物质的储存与销售，也都应当经过相关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部门许可并办理相关证件。

突遭暴雨雷电袭击
慈溪一渔场损失惨重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前天夜里，慈溪市突遭雷雨暴
风袭击，造成不少地方停电。其中慈溪市龙武渔业专业合
作社损失惨重，目前正在进行生产自救中。

前天晚上8点多，慈溪大部地区遭受雷电暴雨强风天
气袭击。据电力部门统计，雷电加暴雨造成全市多个地区
停电。

慈溪周巷镇的慈溪市龙武渔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施
建忠告诉记者，前天的狂风暴雨使他们60多户水产养殖
户遭受了巨大损失，约2500亩渔塘受损。许多育苗棚被
大风吹倒，部分养殖管理用房倒塌。特别是由于变压器及
线路损坏，电力中断，导致养殖塘增氧泵罢工，许多渔塘出
现缺氧情况，鱼、虾等水产品大量死亡。据估算，总损失达
到了400万元。

昨天上午，经过电力部门连夜紧急抢修，慈溪市龙武
渔业专业合作社受损区域电力全部恢复。记者发稿时，养
殖户还在全力开展抗灾自救措施，以减少损失。

“10个小伙抢1个姑娘”
罕见野生木鳖子现身海曙龙观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