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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导刊
新
闻

CHENGZHEN DAOKAN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华）美丽城镇

建设提速，“五美”之花处处盛开……自

2017年起，萧王庙街道按照“建新不弃

旧、新旧两相宜”的总体思路，一手抓城

镇框架扩展，一手抓古韵镇区提升，美丽

指数不断攀升。如今，随着该街道 21个
重点项目的高效推进，一个“功能便民环

境美、共享乐民生活美、兴业富民产业

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

的“五美”美丽城镇呼之欲出。

今年是我区攻坚“五年奉献一个新

奉化”的关键之年，也是萧王庙街道奋力

打造美丽城镇省级样板的决胜之年。街

道在启动“十大重点工程”的基础上，专

门制定《美丽城镇建设行动方案》，全面梳

理辖区自然资源、人文禀赋、产业基础与治

理优势，通过街村联动、产城融合、党群共

建等模式，借助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文明

城市创建、社会治理创新、“5+5”工程等契

机，全面推进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引领萧

王庙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全力

争创农业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

打造“功能便民环境美”，大力深化

环境综合整治。街道编制完成《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梳理出涵盖城镇秩

序、镇容镇貌、环境卫生等 19个民生工

程，总投资近 2亿元，于 2017年启动整

治，2018年8月通过验收，并成功创建为

省级样板。深入推进美丽城镇建设。街

道投资11.37亿元，推动菜场、超市、体育

活动中心、健身公园等 21个项目全面实

施，提高群众生活宜居指数和幸福指数。

打造“共享乐民生活美”，加大优质文

体设施供给力度。目前已初步完成奉化

城西文化教育园区建设，浙江医药高专、

诺德安达双语学校正式开学，作为省重点

中学的奉化中学也于去年完成迁建，宁波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分院又将落户开建。

每逢水蜜桃文化节，萧王庙作为奉化海峡

两岸桃花马拉松的赛区，接待马拉松选手

达数万人。此外，滕头和谐广场等文化场

所成为街道重要的文化地标。

打造“兴业富民产业美”，着力培育

农业品牌。奉化水蜜桃先后荣获中国国

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网络声誉 50

强等荣誉称号。目前，街道建有 4500亩
核心区域的水蜜桃产业现代农业园区、

浙江省最大的水蜜桃地产交易市场，市

场年成交额达 1.5亿元。辖区内弥香源

果酒有限公司开发一系列以水蜜桃熟桃

为原料的果酒产品，深化、延长水蜜桃产

业链。除桃酒外，翡翠幼桃、桃木制品、

蜜桃露等各式产品愈加推动农产品多元

化。此外，街道依托青云众创空间项目，

吸引旅游、农业、农村电子商务、设计、广

告活动及文化产业等 20家优质企业落

户青云村，该众创空间集青云管家、青云

沙龙、青云智库、青媒体、青云研习社 5
大产品于一体，为地区农产品提供一个

现代化展销平台。滕头村“滕·小院”则

依托国家 AAAAA级景区，聚集街道优

秀农业品牌，助力提升产业附加值。

打造“魅力亲民人文美”，彰显人文

特色。萧王庙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千

年古镇，古庙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丰富的

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

目前，共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项、宁波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4项、不可移动文物

100多处。积极推进传统建筑保护，塑

造特色风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青云村

秉承“修旧如旧”观念，修复利用古建筑

8万余平方米。同时，依托青山绿水禀

赋，立足生态理念，打造剡江生态绿道、

泉溪江健身步道、同山生态公园等多元

绿化体系。

打造“善治为民治理美”，全面提升

公民素养。近年来，街道大力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常态化开展以宣讲

理论政策、组织文化活动、提供人文关

怀、践行美丽乡风、培育时代新人为主要

内容的文明实践活动，大力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促其养成文明健康生活好

习惯，努力打造实践场所和精神家园。

按照“全域化”“立体式”“零盲区”的工作

导向，街道创新路长制、片区长制、网格

长制，共划分 9个片区 24个网格。坚持

专项整治与常态监管同步推进，联合执

法与日常巡查双管齐下，点线面相结合、

建成区全覆盖、地毯式找问题，发现一

处、整治一处、销号一处，建立美丽城镇

长效监督管理体系。

美丽指数不断攀升 “五美”之花处处盛开

萧王庙全力争创农业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华）“黑水虻

最早从日本引进，它可以 24小时不间断

吃厨余垃圾，在适宜的温度下，一天可以

消耗大量垃圾。”日前，在萧王庙街道牌

亭村黑水虻养殖基地大棚内，宁波小蚁

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孟其说，

以目前大棚的黑水虻养殖规模，每天可

消耗 20吨厨余垃圾，能有效满足整个街

道日常厨余垃圾的处理要求。

据了解，该养殖基地由宁波小蚁哥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和西安科技大学合

作，于今年 5月建成投入使用，通过开展

餐厨垃圾全产业链生态循环处理项目，

利用黑水虻养殖消耗厨余垃圾，生产动

物蛋白和有机肥料，带动周边配套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黑水虻养殖技术不断成熟，

目前该基地正在搭建立体养殖平台，

建成后每个平台每天可以消耗厨余垃

圾 1吨。

该基地还安装了乳酸菌喷淋设施，

在改善大棚内部环境的同时，提高黑水

虻的免疫力。由于黑水虻对外界气温较

为敏感，养殖基地采取对应措施，夏天大

棚顶部覆盖降温黑膜，内部安装冷风机，

冬天则增加地炉设施，确保温度在

28℃—35℃之间。

“与传统的厨余垃圾处理技术不同，

利用黑水虻生态养殖技术不仅可以提高

厨余垃圾利用率，还可以带来联动效

应。”一位技术人员介绍，黑水虻幼虫可

以生产高蛋白生物饲料，成虫可以发展

禽类养殖业，其排泄物还是优质有机肥

料，具有改善土壤、提升肥力、增加微生

物及微量元素等作用，对萧王庙街道水

蜜桃、芋艿头、竹笋等品牌特色农业产业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真正实现厨余垃

圾“变废为宝”。

“这个大棚每天可生产 6吨黑水虻

活虫和排泄物，目前市场上活虫价格在

3500元—4000元/吨，排泄物 500元/吨，

再加上厨余垃圾处理费用，前景还是非

常不错的。”毛孟其在算了笔“经济账”

后，对基地发展充满了信心。

图为基地一角。

黑水虻每日“吃”掉20吨厨余垃圾

萧王庙探索厨余垃圾处理新途径获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华）近日，萧王庙街道召开

垃圾分类攻坚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大会，就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再强调、再部署，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整改

措施。

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统一

标准规范，坚决杜绝“前端分类、后端混合”，构建完善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垃圾处理

系统；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对标垃圾分类先进地

区，推动垃圾减量、资源增量，强化科技支撑，确保街道

所有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烟气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让老

百姓放心安心；坚持刚性约束、法治保障，加强对垃圾

清运企业、物业公司和居民等主体的条例宣传和执法

警告，用法治约束推动习惯养成；坚持久久为功、压茬

推进，抓好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设，提升常态化、长效

化、规范化水平。

会上，街道办事处主任陆剑波表示，要将工地扬

尘、河道水体、垃圾焚烧、垃圾收运、水土流失、非法盗

捕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守护好生态文明的绿色长城。

街道召开垃圾分类攻坚暨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大会

防汛防台应急
抢险救援队伍开展拉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华）“因受强台风影响

发生小流域山洪，并有村民被困，请求支援。”“收

到，请你们立即组织现有力量开展救援，并与防指

保持联系，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日前，由市应

急管理局主办、区应急管理局承办的防汛防台应

急抢险救援队伍拉练在萧王庙街道云集村举行。

此次拉练模拟台风暴雨天气导致山洪暴发、

村民遇险受困、道路阻断的应急场景。街道防指

首先派遣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同时向区防指

报告请求支援。区防指接报后，立即派遣响应力量

和联动水鹰社会应急救援队伍赶赴抢救，启动可视

化视频调度指挥系统进行实战化拉练和指挥。由

于力量有限，区防指立即通过可视化视频调度指挥

系统向市防指报告并请求支援。市应急指挥中心

接报后，迅速协调联动省应急航空直升机、军分区

应急队伍和就近支援队伍赶赴模拟救援现场，参与

“紧急救援”实战化拉练行动。各救援力量到场后

接受统一指挥，执行水陆空三位一体模式协作疏散

转移和救援实施，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张哲华）连日

来，萧王庙街道五星村围绕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我们的家园”建设等活动，

积极组织党员、巾帼志愿者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

自整治活动开展 1个多月来，该村

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村

民主动清理卫生死角、乱堆乱放垃圾，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据悉，在“我们的家园”建设中，萧

王庙街道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百日行动”，对标对表、明确职责，开

展“八大美丽”行动，并围绕整改、提

升，积极整合资源、对点发力，突出重

点、破解难点、打造亮点，为宁波勇当

“重要窗口”模范生、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六连冠”交出萧王庙答卷。

图为五星村环境卫生整治现场。

美丽剡江
泉溪绵绵、剡水悠悠。在萧

王庙街道大力治理下，辖区水环

境持续改善。青山绿水，构成古

镇全域美丽底色。

图为美丽的剡江。

通讯员 张哲华

生命在里应的万般姿态
楚楚
400多年前的里应村先人种下这里的第一棵苦槠

树，之后陆续栽种了眼前这片由苦槠和枫香组成的树群。

每一棵古树都记载着一段历史，有着它自己的故事。

1956年的那场“八一大台风”温黛，在老一辈人的

心中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那场破坏力极强的台风，

吹倒了一大片前人栽种的树群。眼前这个树桩，来自

于枫香树，数百年的生命在去年戛然而止。而就是这

样一棵已经老去的树桩，却孕育着无限的生命……

大自然是神奇的，中空的树干，向上延伸，依然挺

立，偶尔还会给你一个“小惊喜”——其内倔强地生长

着两棵竹子。我想，这是生命对于生命的庇护吧。

里应村有着 600多年历史，村里有一条名叫“日

岭”的古道。日岭之上有怪石傲然，独立苍穹，形如一

妇女，东西两面望之都相同，人称“日岭夫人”。宋朝诗

人单庾金作诗曰：“造化斗出苍云骨，婷婷如人更奇

突。千秋独立日岭头，媚黛空翠含娇羞。访诸故老不

可识，或是当年望夫石。当年望夫夫未归，山头化石空

相忆。”

古道两旁是桃林，水蜜桃是里应村村民的主要经

济来源。零星的几处南瓜藤、山茶花，在这儿显得有些

诗情画意了呢！漫步于山林掩映间的古道，远离城市

的喧嚣，褪去快节奏的浮躁，静静欣赏。生命拥有尽

头，古道亦是如此。听闻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家，走的就

是这条古道。只是如今，早已荒废，野草霸道地堵住了

那条去路，来往的人少了，路也就越来越窄了……在里

应村，你能最大程度感受到生命的万变：墙角钻出的野

草、错节生长的树根、历经岁月的树干、藏在树心的老

竹、古树上冒出的新芽、守在树下的老狗……

我们从来都想活成大树，大多数人活成了墙角的

青苔，年长后回望过去，却羡慕树下的狗。

时间里的林家村
楚楚
北京，有天人合一的“四合院”；福建，有别具一格

的“土楼”；而在奉化林家村，有着最具风土人情的“阊

门”。阊门，是一个家族的诞生地。

依稀还能够看到挂有“中央阊门”四个字的房屋，

因常年无人居住显得有些萧条，漫步在这厢房之间，隐

约可闻那穿越时光传来的欢声笑语，空荡荡的阊门中

跑来一条年老的土狗，是它一直坚守在这儿……

余晖下，庭院中的向日葵已经低下脑袋，但周围的

植物仍在无所畏惧地释放着他们的生命激情。

中央阊门旁边的后墙弄，是用石块和石砖堆砌而

成的外墙，面对面，站立了数百年，默不作声，石缝中顽

强生长的植物，努力向外伸张着脖子。

与中央阊门一样，后墙弄的房子有些已荒废，很多

旧时的物品弃之不用，留给光、留给风、留给雨雪。迁

居外地的村民，带上新的希望离开。

走在弄堂里，你可以看见二楼的窗户开着，或许已

经没有人在意里面的光景，也不会再有人上去，在这儿

的人每天忙碌地过着新的日子……

抚摸弄堂的墙壁，温润的手感、斑驳的痕迹，偶有

不甘躲藏的细节。

夏来桃子酿成酒，闲暇时醉眼逍遥。这儿的人们

很容易把日子过成诗吧！

在弄堂里，每户人家都有着各色各样的“大门”，但

我想，这门后的幸福，都是蜜桃般的甜甜味道吧！

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无比精彩的世界……

偏僻角落的绿色依然生长，原本住在这儿的人散

落各处。不知道许久之后这儿会变成什么新模样，只

是那抹绿会依然顽强，门后的幸福生活也会如旧。

党员干部志愿者齐动手

环境卫生整治促村容村貌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