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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坑：车厘子
花开兆丰年
今年岩坑村的车厘子花开得

特别茂盛，将迎来丰年。
车厘子是早熟的名贵水果，

色泽艳丽，甜酸适口，柔软多汁，
营养丰富，是水果中的珍品。

岩坑村的车厘子是 2014 年
12月从山东省农科院引进的，试
种面积100余亩，品种有美早、黑
珍珠、拉宾斯、福星、福晨、布鲁克
斯等。花落果结，月底前后，该村
的车厘子便可采摘了。

图为村主任王华永在向游客
介绍车厘子长势。

通讯员 建青

本报讯（通讯员 卓建青 郑
轶彦）宝剑锋自磨砺出。根据环保

法等规定，年度环境状况报告制度

将成为各地落实环保责任的法定要

求。在日前召开的宁波市环境状况

报告制度市县乡三级全覆盖推进会

议上，溪口镇人大副主席张建仁代

表溪口作交流发言，得到了与会代

表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宁波市“后花园”和“会客

厅”，溪口以打造中国佛教五大名山

和“民国第一名镇”为目标，以环境

状况报告制度市县乡三级全覆盖为

契机，着力锻磨利剑，聚焦环境保护

方面的突出问题，以最大的力度、最

硬的措施，正本清源、综合治理、争

先创优，先后获得浙江省治水美镇

样本、宁波首批污水零直排区、宁波

首批无违建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宁波市级样板等荣誉。

坚持旅游引领，优化发展空

间。把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

业作为推进溪口城镇化建设的重要

抓手，通过优化发展空间，实现资源

可持续发展。优化总体布局，明确

“东城西游”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布

局；优化产业结构，明确“城市东进、

旅游西联、工业外移”工作思路，老

镇区迁出近 100家工业企业，为发

展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休闲旅

游业腾出新的空间；严格把控项目

进入关。将产业引资重点放在科技

含量高、附加值高、发展前景好、环

境影响小的项目上，区域范围内的

各建设项目，需通过严格的环境体

系评估，拒绝落户可能造成环境污

染的项目。至今，溪口范围内无一

家造纸、印染、化工等污染较高的企

业，古镇范围内无一家企业。

坚持优先保护，优化生态环

境。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

问题，破难攻坚、积极探索，有效改

善区域各类生态环境。全面实施森

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工程。苗木

收购、补种复绿、花木种植基地外拓

等措施加快实施，20255亩禁止开

发区域的第一轮生态修复全面完

成，四明山区域生态长效保护机制

基本建立。近 5年，累计补植香榧、

红豆杉等苗木 64.5万余株，培育生

态公益林 38万余亩，完成下山移民

2040户 5140人；全力优化区域水环

境。强势开展“五水共治”“治水治

污”等重点工作，累计关停拆除禁限

养区养殖场 75家，关停污染企业 5
家；投入近 2.5亿元，实施截污纳管

工程近 20 个，管线长度约 10.7 公

里；158家企业完成雨污分流，农村

生活污水纳管基本实现全覆盖；全

域推进环境整治提升。克服景镇一

体管理难、建成区面积过大等困难，

发动全员力量，加大对车乱停、道乱

占、摊乱摆等城市秩序乱象整治，高

标准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验收；持续推进村庄整治工程，至

2019年底可全面完成除建成区外

所有行政村村庄整治，实现村庄绿

化、亮化、洁化、硬化、美化。斑竹、

六诏被评为宁波市级历史文化名

村，新建村被评为3A级景区村。

坚持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

制。始终遵循“管行业就得管环保，

管环保就得有责任”的理念，建立健

全环保工作责任体系。一是加强责

任落实。建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

长、镇长为常务副组长的美丽乡镇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保护和

美丽乡镇创建工作纳入党政重要议

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同时，

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的责任机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

建设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同考核。二是强化监管网络。溪口

镇为第三级环境监管网络，明确以

镇长为环境监管网格长、环保工作

相关领导为环境监管副网格长的环

境监管网络。各行政村与居委会为

第四级环境监管网络，明确 55个行

政村与 6个居委会书记作为环境监

管网格长，治保主任为副网格长，打

通环保工作“最后一公里”。

坚持代表参与，强化监督机

制。以年度人大重点工作为抓手，

以“五水共治”活动为平台，镇人大

推出“亲水使者”行动。辖区内 70
条区、镇、村级河道，各落实 1-2名
代表，共有 79名区、镇代表担当“亲

水使者”，以文件形式明确“使者”职

责，定期组织监督检查，自行开展治

水义务活动。以代表履职为抓手，以深

入开展“五个日”活动为平台，关注环境

工作。抓议政日制度建设，安排人大代

表开展议政评议；抓述职日制度建设，

每年安排6-10名区代表向选民述职；抓

蹲点日制度建设，安排区、镇人大代表

蹲点镇重点工作；抓接待日制度建设，

以“民情直通车”形式，组织部分代表开

进基层农村，面对面直接接待基层群

众；抓走访日制度建设，了解基层情况，

解决实际问题并把走访的情况上报镇

人大办公室。这“五个日”活动都涉及

到，并解决一些环保工作中的基础性问

题。以代表意见、建议办理为抓手，由

区、镇代表在人代会中提出意见、建设，

集中提交并解决一些环保工作中的难

点问题。

坚持沟通联系，建设工作报告机

制。镇政府按照区相关部门推行落实

生态环境状况报告制度的要求，联合环

保相关工作部门、镇级网格及村级网

格，实施定期工作例会制度、信息交流

通报反馈制度以及生态环境状况报告

制度，定期研判解决区域环境的重点、

难点、热点问题，邀请人大办同志参加，

并向镇人大主席团报告。

今年，该镇将更进一步优化年度环

境状况报告制度，摸清生态家底，找准环

境治理的问题和短板，理清环境改善的

目标和措施，扩大环境信息公开，拓展人

民群众知情环境工作、参与环境保护、监

督环境建设的渠道，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守护好一方蓝天碧水净土。

让“后花园”更美 让“会客厅”更靓

溪口着力锻磨环境状况报告制度“利剑”

本报讯（通讯员 卓建青 姜
萍平）日前的一个晚上，在溪口镇畸

山工业园区永平路 5号新落成的该

镇党群服务中心，溪口镇“干部+成
长”计划开班仪式暨第一期培训如

期举行。

在岗位上练兵，在攻坚上锤

炼。为助力名山名镇建设，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推动溪口更

好更快发展，溪口镇实施 2019年溪

口镇“干部+成长”计划系列培训，

提升年轻干部梯队整体水平。

在当晚的开班仪式上，镇党委

副书记陈定峰就“为什么要学”“学

什么”“要怎样学”为年轻干部作出

分析指导。做农村工作要知其所

好、善于沟通，最终和对方拉近距

离。要“带着快乐学”“带着问题学”

“认清短板学”，既向年轻干部提出

了要求，又向他们传递了保持学习

工作热情与效率的经验。宁波溪口

雪窦山名山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竺丰为年

轻干部上了“成长”第一课，镇党委

委员贝慧蓉就“干部+成长”计划作

具体部署。今年始，该镇将以六大

举措助推年轻干部迅速成长。

坚持“自学+辅学”制度。年轻干

部借助理论学习书籍、学习强国APP
平台、党员干部学习网等媒介和载

体，坚持“每日一学、每周一记、每月

一结”。同时，邀请专家学者、党政领

导等为年轻干部作培训和辅导，提高

年轻干部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

实行“导师制”结对帮扶。建立

导师团，实行“一带多”的传帮带。

每周一次实地帮带指导，面对面传

授方法、压担子，并通过“学员论坛”

形式，集中解答年轻干部在深入农

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

帮助其掌握农村工作方法。

借“他山之石”提升。组织年轻

干部到企业、农村、兄弟镇（街道）参

观考察和学习交流，学习先进经验，

拓宽知识面，尽快提高综合业务素

质，实现更快、更健康地成长。

实行“包村联点”机制。实行

“包村联点”，年轻干部每周至少下

村2-3次，了解村情民意，收集整理问题

线索，并记好《工作笔记》，最终完成课

题报告。

培树典型“以点带面”。开展培养

年轻干部典型活动，注重发挥先进的示范

引导作用。搭建好风采展示平台，扩大先

进典型的辐射力和影响面。培养造就一

批政治坚定、德才兼备、素质全面、能担当

重任的年轻干部。

解剖案例共长见识。选择镇内成

功的工作案例，让年轻干部会诊讨论、

解决疑难杂症的思路和方法，邀请专家

团队、老同志现场从情、理、法角度，学

习掌握破解难题的技巧与水平，提高年

轻干部攻坚克难的方法、意志和毅力。

在岗位上练兵 在攻坚上锤炼

溪口启动“干部+成长”计划

本报讯（通讯员 卓建青）

凭借声名远扬的“毛筒”和独特

的资源优势，上月，溪口向中国

林学会递交了“中国大毛竹之

乡”申报材料，最终结果将在年

底福州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竹

业学术大会上揭晓。

省行政区域面积最大的建

制镇溪口，山林面积44.7万亩，

竹林 10.2万亩，其中毛竹林面

积 6.37万亩，年产毛竹 4000余
万公斤。这里毛竹又粗又大，

修直挺拔，当地人习惯地把大

毛竹称之为“毛筒”。

石门、岩头、界岭一带是该

镇毛竹集中产区，尤以石门的

“毛筒”而出名，源远流长。清代

乾隆年间溪口毛竹更是名声鹊

起。1957年，溪口一棵高24米，

眉围54厘米，重125公斤的“毛

竹王”，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会

和莫斯科万国博览会上展出。

1963 年石门村被国家林

业部评为“全国毛竹生产先进

红旗单位”，奉化县被评为“全

国林木丰产县”，在科技育竹方

面，作出显著贡献的石门村毛大

尚、毛照发、江圣如三位村民先后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时由上

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石门毛竹》

科教片在全国放映，在国内和国

际上产生巨大反响。

溪口创造了无数个“业界之

最”：最大毛竹的产地，最早的毛

竹科学培育基地，最早的竹林培

育科教片拍摄地，还有最早出版

的以溪口科学育竹为蓝本的科技

书籍等。改革开放后，当地利用

丰富的竹资源开拓经营毛竹产

业，竹制工艺品外贸、内销两旺，

油焖笋、笋干等笋制品加工业持

续发展。全镇毛竹竹材、笋制品

和竹制品年总产值近4亿元。

近年来，该镇把毛竹产业发

展纳入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战略目标，建立无公害竹笋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4875亩，出台

扶持政策，以科技为引领，加快竹

全产业链建设，助推产业发展，农

民增收。

声名远扬 资源独特

溪口申报“中国大毛竹之乡”

通讯员 卓建青
一个村文化礼堂，竟成游

客必到必看的景点，这是一般

村礼堂所不能“礼遇”的。上月

中旬，当它“晋升”为省AAAAA
级文化礼堂后，昨天，笔者再次

走进溪口镇岩头村，感受它的

独特魅力。

千年古村岩头，环村皆山，

岩溪蜿蜒穿村而过，是名副其

实的“民国第一村”，它不仅是

蒋介石原配毛福美的故里、蒋

经国的外婆家，更留下了众多

民国要人的踪迹，大量民国时

期的历史信息就依附在古村的

山水、屋宇之间，在世人眼里，

成了研究民国历史的“活化

石”。

岩头拥有大量近代历史文

化建筑载体，如名人故里、众多

留存至今的古老商铺、保存完

好的传统民居。古村现为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文化礼堂就建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空军副司令

毛邦初故居。

岩头村创建省 AAA 级旅

游景区后不久，古村免门票对

外开放，游客纷至沓来。村两

委会借势发力，将毛邦初故居

改建成村文化礼堂。由于史料

详实，感观深刻，礼堂的另一称

呼“古村博物馆”便不胫而走。

游览过衢州江山清漾的人

知道，毛泽东与毛福梅同属清

漾毛氏后人，并且同为 56辈。

走进古村“博物馆”，看过大量的

史料和图文，正好得以两相印

证。中国毛氏第五十九世孙毛元

琼 ，南 北 朝 梁 武 帝 大 同 年 间

（535-546年）迁入衢州江山清漾

村。至唐末，传毛氏第八十九代，

毛氏第三子毛旭随父亲来庆元

（今宁波）上任时，毛旭游览了奉

化剡溪之源，见山清水秀，土厚地

灵，遂定居于此。近年来有专家

考证认为，江山清漾毛氏一支后

裔先迁至江西吉水，再迁至湖南

韶山，另一支迁入浙东奉化境内，

并由此考证出毛泽东系江山毛氏

后裔。这与《韶山毛氏族谱》中记

载的“毛氏祖居之衢”相吻合。礼

堂东侧的岩头村宗祠，大门柱上

共祀的对联为“江山衍派三千里，

宋室开基八百年”，便是一个佐

证。

踏着古色古香、格格脆响的

老楼梯，走进红漆陈驳的“乡风民

俗”陈列馆，清末民国时期当地的

老家什琳琅满目，禁不住拿出相

机和手机拍摄。馆内迷宫似的展

廊，古村的先人、乡贤数不胜数，

令人肃然顿生敬仰。

据陪同的村书记介绍，文化

礼堂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已实

现“建管用育”一体化，不仅村民

享受其中，更是游客尤其是海外

游子必到并且驻足时间最长的一

个景点，生出一段段的惊叹、唏嘘

和感慨。

图为游客在陈列馆内参观。

古村“博物馆”亦成景点
——岩头村文化礼堂小记

本报讯（通讯员 剑挺 卓江
安）这几天，在兰峰村村口的一块采

摘基地里，一派忙碌的景象，10多
位村民正在给 30多亩三叶木通（俗

称八月果）撒施有机肥。村党支部

书记戴海珍说，三叶木通是去年种

的，明年就能有收成了。

兰峰村是溪口镇高山村之一，海

拔在800米左右。随着宁波市四明山

区退花还林政策的持续推进，村民和

村集体的收入越来越少。为了摆脱这

一现状，村两委会利用紧靠商量岗景

区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水果采摘基

地，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除了三叶木通这个采摘基地，

今年 4月初，村里又在中峰自然村

的后山里种了 30亩山楂树，预计到明

年有少量的果实可以采摘。

说到独特的区位优势，戴海珍说，

村子离商量岗景区很近，主要想借助

它新一轮的建设平台，为强村富民打

基础。兰峰村又是溪口茗山古道的必

经之路，多搞一些采摘基地，既保护了

生态，又能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得到

了镇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村民的拥

护。

目前，该村还有五六十亩的荒山

闲置着。下一步，村两委会谋划种上

各类合适的水果，并把三叶木通基地

里的管理用房改造一下，成为游客休

闲、吃饭的地方，既可以促进农副产品

的销售，又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发挥紧临商量岗景区优势

兰峰村大力发展乡村采摘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