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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钱璐娜 高勇

做靓“城”的文章：
提升城镇品位

云龙镇原来镇区相对落后，没
有一条主街，人口集聚能力差。经
过历任镇党委班子推动拆迁建设，
如今镇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
要街区高楼林立，商铺毗连。

“ 对 接 东 部 新 城 、 毗 邻 东 钱
湖 ， 云 龙 镇 区 位 优 势 越 来 越 凸
现。”近日，陈建恩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镇总体

布局由云龙片和甲村片组成，云龙
片建城，甲村片搞工业。作为全区
首批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镇，将以
产城融合发展为抓手，建、管并
举，提升城镇品位，引导人口向城
区集聚。

据介绍，云龙镇区将继续推进
旧村改造。整片区域将累计投入16
亿元，其中，荻江村旧村拆迁签约
率已达 90%以上，王夹岙村一期将
建 2.6 万平方米新房；云龙村一期
已完工，二期拆迁启动；双桥一期
新房已建到六七层高。镇中心菜场
将改 造 升 级 ， 方 案 已 在 制 定 之
中；垃圾中转站也将启动建设。
未来，福庆路云龙入口道路也将改
造升级。

做优“产”的文章：
推进产业转型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经济支撑。
云龙镇产业布局为“一中心二园区
四品牌”。“一中心”为商业中心，“二
园区”为梅池、荷花桥两个工业园
区，“四品牌”是易中禾、紫串、水蓝
郡等农业品牌。

云龙镇是鄞州区的工业强镇，2015
年全省工业强镇排名第31位，全区第2
位。工业结构以“一核四极”为支撑，“一
核”指上市公司“博威”，“四极”是指铸造
业、汽配业、电子产业、机械加工。

云龙也是铸造行业的重点区

域。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成为该镇
的当务之急。“产业要发展，必须淘
汰落后产能、污染企业，这是不得不
做的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该
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全镇现有铸造
企业 20 家，今年计划再关闭或转产
6 家。该镇探索了一条铸造企业“退
出机制”：引导低小散的铸造厂有序
退出。如一家企业愿意退出，可从
区、镇及行业协会中获得相应补助。

做透“水”的文章：
河清岸绿景美

云龙镇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水域面积达 4000 多亩；河网密布，

全市两大人工河甬新河、沿山干河
穿镇而过，长山江、前塘河、横河、万
岱山江等河流总长度超过80公里。

1976年出土于甲村石秃山的“羽
人竞渡纹铜钺”是一件战国时期的一
级文物，它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生动
的中国古人航渡活动的记录图。这件
堪称国宝级文物的出土，对宁波海上
丝绸之路申遗具有特殊标志意义，成
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标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洪水、
污水也困扰着云龙人。从 2014 年
起，该镇打响治水攻坚战，河道疏
浚、污水管网铺设、垃圾清理、杂物
搬迁、网箱拆除、畜禽整治……河水
在变清,环境在优化。

今年,该镇将继续完成部分村

庄的生活污水纳管工程,河长制、巡
河队、督查小组等制度已建立。近
期，对沿河排污口进行了集中排摸，
对企业发放排放许可证。采取“一河
一策”治理劣V类河道。

河清以后，可让居民享受亲水
休闲生活。该镇计划实施沿河慢行
步道工程，将在长山江两岸修建一
条长约 3 公里的绿带步道，计划投
入1000万元，力争年内完工。

赛龙舟是云龙的传统。今年将
继续在长山江上举行“我们的节日
——端午”龙舟赛。

“以水为魂，以民为本，弘扬龙
舟精神，以十大工程为抓手，奋力划
船，十里水乡的云龙，明天一定会
更好！”陈建恩说。

本报记者 王 博
通讯员 邵志明

东吴镇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
文化，驰名中外的东南佛国天童
寺坐落于此，还有融自然景观于
一体的天童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太
白湖水库，山清水秀，风景宜
人，是鄞州区第一个全国环境优
美乡镇。

随着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完
成和新鄞州区城市化进程的提
速，东吴镇与新鄞州中心区、东
部新城及东钱湖等周边区域正进
入加速融合阶段。逆城市化发展
趋势的到来，更是让距离市区较
近、拥有独特山水文化资源的东
吴镇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

如何将大自然的馈赠和祖宗
留下的文化资源有效整合，并为
当今的东吴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成为近年来东吴镇“引智下乡”
的重头戏。

以生态建设为核心发展社会
经 济 ， 东 吴 镇 举 办 了 千 人 瑜
伽、登山赏银杏、“发现东吴之
美”随手拍、太白湖国际马拉
松赛等活动，一次次巧妙地推
介了生态文化，宣传了生态旅
游资源。

以“绿色经济”为抓手促进
旅游发展，东吴镇街容镇貌“大
变脸”：今年，镇南路将打造成

为彩色骑行道，打响“诗意太
白”的名片；宝天线将弱电下
地，强化防洪排涝改造；东吴老
街将“换装”成徽派建筑风格小
镇，用青山绿水留住乡愁。

“ 群 峰 抱 一 寺 ， 一 寺 镇 群
峰”，始建于晋朝的天童寺，距
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其文化遗
产和旅游资源颇具潜力可挖。针
对东南佛国天童寺的旅游资源，
东吴镇积极“引智下乡”优化升
级人文内涵，以天童寺为核心的
融合互进佛教文化主题更加明
晰，民俗、山水、名人等多元文
化共生发展更加协调，2020年特
色小镇构想基本落地，项目建设

形成规模。如今，走在东吴山林
古道上，清爽通畅的柏油路一直
延伸至山巅；在晨钟暮鼓中聆
听，能闻到历史的味道，感受到
文化的气息。

很快，一部反映天童禅宗文
化的纪录片——《天童寺》，将
用鲜活的画面和神奇的故事，讲
述在17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数次
遭受毁灭性打击、却数次涅槃重
生的天童传奇，再现国家级天童
森林公园的古木参天。该纪录片
分上中下 3 集，每集时长 36 分
钟，共计 108 分钟，届时该片将
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
现”栏目首播。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徐华良 许光辉

萧王庙街道作为奉化区水蜜桃
生产核心区，产业发展基础雄厚，
现有水蜜桃种植面积 1.2 万亩，总
产量达到 1.5 万吨，拥有王家山万
亩桃花观赏基地，建有全省最大的
水蜜桃产地交易市场，年成交额
1.5 亿元，连续成功举办了 11 届奉
化桃花节和15届桃花笔会。

近年来，萧王庙水蜜桃特色农
业强镇建设不仅跑出了奉化新速
度，更为区域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提
供了宝贵经验。萧王庙街道紧紧抓
住桃花节契机，做大、做强、做精
赏花经济和农旅经济，让水蜜桃特
色农业强镇建设给桃农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今年桃花节期间，仅以
该街道林家村为例，日接待游客
3.5 万人，农家乐收入 200 多万元，
周边农户销售农产品 220 多万元，
桃园赶集的 24 家经营户 18 天内实
现销售135万余元。

蒋大伟先生一曲 《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扩大了奉化“桃花之
城”影响力，萧王庙的“赏花经
济”和“乡村旅游经济”也更火
了。2015年，奉化区农林局会同萧
王 庙 街 道 联 合 向 省 有 关 部 门 申
报，萧王庙成为全省第一批24个特
色农业强镇创建对象。中国奉化水
蜜桃文化节在萧王庙街道隆重举
办，发布了10条乡村旅游线路，桃
花节期间迎来了30多万游客前来赏
花。

告别土地利用低、小、散，发
展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现代
特色农业，奉化区农办、农林、交
通、旅游和萧王庙街道等相关单位
整合涉农资金，形成合力，撸起袖
子加油干，在水蜜桃特色农业强镇
建设中，重点建设水蜜桃产业示范
区，智能化提升萧王庙街道三级驿
站设置、林家美丽乡村示范村、王
家山桃园景区、桃林路及延伸段拓
宽工程、林家沿线立面改造及沿线
管理用房拆除等项目。

为加快水蜜桃示范区的建设，
萧王庙街道投资 700 万元，平整了

交易场地，新建了交易用房；投资
600 万 元 ， 建 设 具 备 农 业 推 广 服
务、集中展示服务、农业科技培训
服务等功能软件，添置了感知层设
备及信息系统设备等；投资 200 万
元进行了林家村农居房梳理式改
造，治理了环村河等；投资 500 万
元，拓宽了王家山游步道，种植了
赏花桃树；投资 400 万元，对桃林
路与王家山入口道路进行了延伸拓
宽；投资2100万元，建造了一座桥
梁、两条道路，道路总长 1300 米；
投资 50万元，拆除了危房 500平方
米，立面改造 1000 平方米。这些
项目总投资达4100万元。

今年，该街道正倒排时间节
点，计划投资1200万元，继续加快
推进农业强镇建设，有望把水蜜桃
特色农业强镇打造成全省“样板”。

弘扬龙舟精神弘扬龙舟精神 推进十大工程推进十大工程

打打造十里水乡品质小镇造十里水乡品质小镇

镇中心菜场升级、北门户节点打通、旧村改造推进、沿河
慢步道重建；交通框架拉开，产业布局明确……自今年起，鄞
州区云龙镇确定环境综合整治、产业转型升级、新村建设提
质、交通畅通保障、河岸景观提升、功能区块配套、文化宣传
精品、平安和谐建设、党建凝心聚力、党风廉政建设等十大工
程，今年将实施68个项目。

“承接历届党委的目标定位，云龙镇以十里水乡为依托，宜
居、美丽、品质为基调，打造产城融合、环境宜人、居民幸福的江
南水乡品质小镇。”云龙镇党委书记陈建恩满怀信心地说。

树绿河清的云龙镇。 （丁红 摄）

东吴东吴““引智下乡引智下乡””
打响生态人文牌打响生态人文牌

萧王庙街道萧王庙街道：：

水蜜桃经济香飘四方水蜜桃经济香飘四方
日前，阳光明媚，记者来到奉化萧王庙林家村“天下第一桃园”，眺眼望去，连绵

的桃树一望无际，通往王家山桃园的核心景区道路浇上了宽阔的水泥路，新建的游步道
与众不同……据悉，这一切变化得益于萧王庙水蜜桃特色农业强镇的建设。

被誉为“天下第一桃园”的萧王庙林家村。(徐欣 摄)

前不久，鄞州区东吴镇党委、政府组织了一场“天童文化交流暨纪录片《天童寺》
研讨会”，邀请了央视《科学探索》栏目总策划邓建永、宁波帮研究中心戴光中、哈佛大
学访问学者杨晓东等文化“大咖”，共同为天童文化挖掘、旅游品牌打造和纪录片《天童
寺》拍摄出谋划策。据了解，一个乡镇举办如此层次的文化发展研讨在我市尚不多见。

块状经济

东吴田园风光 （黄友平 摄）

云龙云龙

邀请专家把脉文化发展。（邵志明 王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