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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向正

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怎么
样，如何精准施策加快集体经济薄
弱村脱困步伐……5月6日，省委副
书记、市委书记唐一军利用周六休
息时间，率领小分队深入奉化山区，
暗访大堰镇董家岙村、大堰村和溪
口镇西坑村，走田园、入农户，察实
情、听建议，与基层干部群众一道探
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之策。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关键是要选好班子”

6日上午，唐一军不打招呼、轻
车简从，翻山越岭，驱车两个小时，
首先来到位于天台山余脉深处与新
昌县交界的奉化大堰镇董家岙村。
细雨蒙蒙中的董家岙村群山叠翠、
空气清新，茶园里辛勤劳作的采茶
工让这个小山村充满了生机和活
力。村支书李孟军等村干部闻讯赶
来，陪同唐一军考察村容村貌。唐一
军与他们边走边谈，详细了解村民
收入和村级集体经济等情况。

李孟军介绍，16年前，扶贫部门
建议村民种植白茶脱贫致富，并向
村里提供了白茶种子。当时，许多村
民担心种不好、卖不出，不肯改种白
茶。于是，李孟军等村干部带头试种
了 10多亩。村民看到种植白茶的经
济效益后，纷纷仿效。如今全村白茶
种植面积已有 600 多亩，还注册了

“奉鼎”“嵩翠”两个白茶品牌，农户
种茶收入不菲，多的超过20万元，少

的也有四五万元。村集体通过发包
30亩茶园，一年可收入5万元，等新
改造的 60亩杂地发包后，每年村集
体收入将接近20万元。

听了介绍，唐一军说：“农村要
发展，农民要奔小康，关键是要有一
个好班子、一名好带头人。”

唐一军下午暗访的溪口镇西坑
村，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三年
前，溪口镇党委动员在外经商的党
员李士忠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李士忠放弃自己的生意，一心为村
里发展休闲旅游、生态经济林，使西
坑村年集体经济收入从 40 多万元
增加到 70万元，村容村貌也发生了
显著变化。在今年的党支部换届中，
李士忠高票当选新一任村支书。

唐一军说，“各地要把选好配强
村级组织班子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推动农民增收致富、消除集体
经济薄弱村的关键之举来抓，坚持
正确用人导向，拓宽选人用人视野，
把靠得住、重实干、敢担当、有口碑
的党员人才选配到班子中来，使广
大农村有更坚强的战斗堡垒、更过
硬的带头人。”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根本是要找准路子”

唐一军暗访的董家岙村、大堰
村和西坑村，尽管位于大山深处，但
都坚持因地制宜，依托独特的资源
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显示出很大的
发展潜力。董家岙村海拔高达 600
米，土地肥沃，是最适宜种植白茶

的地方。西坑村就在溪口风景名胜
区内，具备发展休闲旅游、健康养
生、民宿经济的独特优势。而山水
风光极佳、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堰
村，更是一个宜居宜游的福地。

中午，唐一军来到大堰村暗访，
沿溪察看了“琴海缘”“闲听鱼语”等
民宿项目，与店家亲切交谈，了解他
们的经营情况。“有多少房间？”“平时
来的人多吗？”……唐一军仔细地询
问。听说他们的生意很不错，唐一军
非常欣慰。大堰村书记王怀夫向唐一
军介绍，村里通过升级道路景观，保
持乡村韵味，重现“青砖、小瓦、石板
路、马头墙、河埠头”村落风貌和人文
风情，这几年以“乡愁”体验、民宿经
济为主导的休闲旅游很红火，村民收
入和村级集体经济有了较大提升。

“加快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全
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是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是
新农村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
任务。”唐一军说，“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根本是要找准路子。要因地
制宜、因情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唐一军还强调，要大力推行农
业+电商、农业+旅游、农业+文化、
农业+养生等模式，进一步拉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农民和村集体
有更多的收入。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重点是要打牢底子”

从天台山脉到四明山脉，唐一
军一路看到了山区农村的新变化。
欣慰之余，唐一军在思考一个问
题，那就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农村特
别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在董家岙村暗访时，唐一军
得知，过去该村也动过不少脑筋，
但一直没能找到突破口，直到 16
年前扶贫部门指导种植白茶之后，
才走上脱贫致富路。现在，农户的
脑子更活、思路更宽、种茶制茶技
术更好。

“董家岙村的脱贫致富实践告
诉我们，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
村，既要授人以鱼，加大输血力
度，更要授人以渔，增强造血功
能，帮助他们打牢自我发展的底
子。”唐一军对同行的部门负责同
志说：“部门帮扶、村企结对，都
要把增强农民和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作为着力点，建立精准扶持、
精准施策的长效机制，夯实长远发
展的基础，做到扶上马之后还要送
一程，确保农民收入不减少、帮扶
成果不倒退、壮大集体经济可持
续。”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能少。”在西坑村座谈
时，唐一军强调，“全面消除集体
经济薄弱村是今年的硬任务，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一村一策，制定
实施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农民
真正富起来，使村集体经济真正强
起来。”

市委常委、秘书长施惠芳等参
加暗访。

民生悠悠系心头
——唐一军深入山区暗访集体经济薄弱村侧记

本报讯 （通讯员徐平元） 5
月 3 日至 5 日，为落实中央周边
外交战略和省委工作要求，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率领宁波市
政府代表团对蒙古进行了工作访
问，与蒙古乌兰巴托市政府、议
会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达
成了系列共识，访问取得了圆满
成功。市政府秘书长张良才随同
出访。

3 日下午，裘东耀在蒙古首
都乌兰巴托市会见了市长巴图包
勒德。裘东耀感谢乌兰巴托市政
府的热情接待，赞赏乌兰巴托市
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裘东耀指出，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是
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当前，中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两国跨入了蕴含机遇与充满
希望的新时代，这也为地方交流
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宁波是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经济充
满活力，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民
营企业实力较强，乌兰巴托是

“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畜牧
业、工矿业和旅游业资源富集，
两地经济互补性强，利益契合点
多，合作空间大。宁波市高度重
视与乌兰巴托市的友好交流合
作，愿与乌兰巴托市进一步加强
在贸易、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巴图包勒德热烈欢迎宁波市
代表团到访，表示乌兰巴托与宁
波有着良好交流合作基础，真诚

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让两地人
民分享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会谈结
束后，裘东耀和巴图包勒德共同签
署了《宁波市与乌兰巴托市建立友
好交流关系协议书》。

5 日上午，裘东耀在蒙古首都
乌兰巴托市出席了“科技与城市发
展论坛”，并作了 《让科技融入城
市，让城市更加智慧》 主旨演讲。
裘东耀在演讲中说，宁波在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始终把科
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引
擎，努力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
球产业变革的时代脉搏，以更大更
快的步伐推进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
市建设。科技创新已深深融入城市
发展的方方面面，融入政府的现代
化治理和服务体系，成为宁波城市
发展的 DNA。他重点介绍了宁波
在加快科技与生产融合、增强发展
动能，加快科技与贸易融合、提高
贸易水平，加快科技与生态融合、
建设美丽宁波，加快科技与生活融
合、提升民生品质，加快科技与政
务融合、优化服务环境等方面的做
法和经验，赢得了与会者高度赞
赏。

本届论坛由乌兰巴托市政府和
蒙古城市联合会承办，蒙古国总理
额尔登巴特等蒙方政府高层出席论
坛并致辞。

访问期间，裘东耀还会见了中
国驻蒙古大使邢海明以及当地知名
浙商，就进一步拓展经贸、人文等
领域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工作磋商。

加强务实交流合作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裘东耀结束对蒙古访问

本报讯（鄞州记者站续大
治 记者余建文）鄞州区第二届

“甬创·鄞造”创客大赛上周五启
动，短短三天，省内外报名参赛的
团队（个人）已达 52个。在依托创
客大赛破解孵化园区和优秀项目

“供需不畅”矛盾的同时，鄞州着
力做好政策扶持和环境营造的培
育文章。截至今年 4月，首届大赛
中脱颖而出的 41 个复赛项目已
有30个完成在鄞工商注册。

鄞州以建设“创新引领标杆
区”为目标，4年来累计培育涉及
新材料、新装备、新能源等领域
的 1300 余家创新型初创企业，
目前拥有鄞创孵化器、大学生

（青年） 创业园、“集盒众创空
间”等 9个国家级孵化器和国家
级众创空间……

更多优秀项目从何而来？去
年 8月，首届“甬创·鄞造”创
客大赛应运而生。

“‘凡米小豆育儿神器’研
发后一直苦于无人投资，去年参
加大赛后一举成名，不仅很快吸
引 400万元天使轮融资并找到量
产合作企业，还孵化出第二代产
品。”小荔枝电子负责人李卓东
说，“我成了大赛的‘活广告’，
今年身边有 3位创业朋友第一时

间报名参赛。”
去年大赛后，鄞州邀请国内知

名创业导师对 41 个进入复赛的项
目开展一对一辅导，帮助彼森科
技、幸云科技等3个项目达成3300
万元投资意向；同时，政府要求审
批、科技、市场监管等多部门为项
目落地开辟绿色通道，甚至要为项
目可能需求的配套资金、企业用房

（地） 和产业链合作出具详细的建
议书……北京尤思腾电子科技就是
因为成功联姻本地制造企业后果断
将 总 部 迁 往 鄞 州 ， 今 年 已 揽 下
8000 万元的生产订单……大赛成
为鄞州推进“双创”工作的金名片。

本届创客大赛的福利更加诱
人：进入复赛项目可直接认定为鄞
州区孵化企业，落户后享受相关创
业扶持政策；中国银行鄞州分行将
以“银投联贷”方式给予每个项目最
高500万元的信用贷款；特别优秀项
目优先推荐申报鄞州区“精英引领
计划”，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助……

“通过大赛，汇聚了符合区域
产业导向的优质项目，政府部门在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全
面提升了资本运作、人才支撑和综
合服务的战斗力，最终为区域经济
转型找到了新引擎。”鄞州区科技
局负责人说。

创客大赛寻“金蛋”优质服务育“金凤”

鄞州深掘
科技孵化“创新源”

本报讯（记 者沈孙晖 何峰
象山记者站俞莉 陈光曙）“建设环
境事关重大项目建设的成败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局，目前全县建设环
境专项整治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下一步要继续推向深入，坚决不
留死角、不漏一处。”5 月 4 日上午，
专项攻坚建设环境整治的象山县委
主要领导来到甬台温高速公路Ⅰ标
段项目部调研，现场协调解决有关
问题。

象山是全市乃至全省海洋资源
最丰富的县，有海洋经济优势、特色
工业优势和文化旅游优势。随着沈
海高速甬台温复线明年全线贯通，
以及争创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的推进，全县迎来了“同城时代”

“高速时代”“海洋时代”。象山县委
主要领导表示，在振兴崛起、追赶跨
越的关键阶段，全县要以“勇立潮头

创新业，勇争一流作贡献”的态度，
以“遇河架桥、逢山开路”的决心，大
干苦干实干，落实抓实做实，高标准
打造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为宁波
建设“名城名都”贡献象山力量。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象山将
“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化
作“大兵团作战、小分队攻坚”的生
动实践。全县 570 支干部小分队组
成大兵团，汇聚“共破难”的合力，18
个镇乡（街道）490个建制村村村进
驻小分队。同时，实行县、镇乡（街
道）、村三级“破难”联动机制，齐心
唱响“协奏曲”。

县级领导以“真破难”的担当，
领衔出征、上阵破题，对 80 个重大
攻坚项目逐一组建“攻坚小分队”，
重要工作部署、重大问题研究、重点
环节协调、重大事项督办亲力亲为。
目前，各个项目高效推进，势如破
竹：临港装备工业园招商势头良好，
日星三期、波威大型机械加工制造、
乐惠生物工程装备生产等项目顺利
签约，并计划年内开工；“一打三整
治”攻坚干出“象山样本”，截至目前
累计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1823艘，

安排 1.2 亿元用于渔民转产转业扶
持补助和生活补助。5 月 1 日，全国
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会
在象山召开。

县派机关干部组建“强基小分
队”，开展“千名干部驻百村、一线蹲
点解难题”活动，要求每月下村时间
不少于 1周，做到所驻村重大会议、
重要活动、重要事件“三必到”，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重点对象“三必
访”。农办原副主任黄桃女是美丽乡
村建设专家，走访了全县 90%以上
的村庄，在她的指导下，溪东、方家
岙等一个个美丽乡村“样板”脱颖而
出；县委老干部局驻西周镇瀛洲村
的“第一书记”沈奂达，面对西瀛大
街 20 多年拆不下来的难题，以“勇
破难”的韧劲入户走访，多方协调，
目前涉及的 86 户人家中已有 76 户
配合拆迁。

镇乡（街道）组建“先锋小分
队”，主动与上级下沉力量资源对
接，并结合一线实际同步推进落实
重点、难点工作，敢于创新、勇于作
为。爵溪街道的燕山河曾被称为全
省最难治的黑臭河，街道副主任杨

宏宇、史久磊、陆吉波各带小分队连
续奋战 100个日夜，“截、清、治、修”
对症下药，让燕山河重现秀水碧波，
为象山夺下“大禹鼎”立下大功；黄
避岙乡小分队将“三改一拆”与“无
违建”创建、“斑斓西沪”旅游线创建
等工作相结合，做到拆除一片、创建
一片、美化一片。目前，全县累计拆
除违法建筑 563万平方米，完成“三
改”471.9 万平方米，今年 4 月获评
省首批“无违建县”。

实干干出半岛精彩，现代化滨
海城区建设步伐铿锵。今年一季度，
象山工业投资完成 10.69 亿元，增
长 87.9%，增幅位列全市第一；全
县接待游客 325.2 万人次，旅游经
济收入 32.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6%和 12.4%，其中象山影视城

“五一”小长假接待游客 11 万人
次，居全市第一。为大局添彩、为
一域争光的同时，象山致力做好为
百姓造福的这道“考题”。一季度，
该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91
元，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9462元，增长8.9%，两项增
幅均列全市第一。

大兵团作战 小分队攻坚

象山高标准打造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江北区慈城镇官山河上，保洁
员正在打捞水草。官山河全长近 4
公里，生长着茂盛的水草。据河道
保洁员介绍，这种宁波人叫作“混
草”的水草繁殖能力很强，天气一
热，一些水草死亡后就会浮上水
面，对水体造成影响。近期，每天
平均有超过 5吨水草被捞走处理。

（徐烽 严龙 摄）

清水草
保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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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种树遏制“疯草”
我市试验海涂绿化修复海岸生态

关于限购，这些问题您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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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选举“决赛”开始
马克龙和勒庞展开最后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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