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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陈波儿

昨天上午，位于鄞州工业园
区的奥克斯空调智能化生产厂
区，产品装运车来来往往，一派
节后复工的繁忙景象。

进入空调注塑二车间，偌大
的车间里，排列着一台台注塑
机，投料、压模、搬运等全部自
动化，一万平方米的大车间鲜有
工人，仅配置 20名左右技术管理
人员，主要为产品进行首检、对
设备进行维护保养。该车间负责
人朱成波说：“像这样的生产流
程，以前一台机器需要2.5人，现
在3台机器仅需配置2人。工人的
劳动强度大大减低，效率反而提
高了。”昨天，该车间内的 8条生
产线全部复工。

进入钣金车间，一条条大型
自动冲压线正在工作。另一边，
长长的铜管通过压机成为 U 型的
散热管。散热器接头焊接也是自

动化作业，只有个别工序需要人
工补焊。在一楼、二楼的装配车
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工作，

各种空调零部件通过组装、测
试、贴标、包装，最终装箱完
成。“这批空调将出口国外。”车

间负责人说。
“ 空 调 的 注 塑 、 电 子 、 两

器、钣金等都实现了智能化生
产，整体精益布局、智能化程
度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奥
克斯空调精益规划科长王俊领
自 豪 地 说 ， 总 投 资 23.9 亿 元 、
总面积 35 万平方米的全自动智
能化生产厂区，是用时 15 个月
打造的。一年多时间，偌大的
厂房拔地而起，创造了“奥克
斯速度”。到 3 月份，自动化智
能生产线将全部投入生产，新
增年产能 700 万套智能空调，依
托 “ 生 产 自 动 化 、 物 流 自 动
化、管理信息化”高度融合的

“智能制造”，产品交货期将缩
短 30%。

近 年 来 ， 奥 克 斯 在 智 能 经
济、智慧制造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推进精益制造、智能化提
升，产能提升了1.5倍。凭借全新
的智能化生产基地投产，2018 年
空调产能可突破2200万套。

智能车间复工“静悄悄”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董美巧 邵建荣

“大叔，您先上车，东西我帮
您扛上去。”昨天凌晨 2 时 31 分，
寒风刺骨，在宁波火车站北广
场，一辆公交凌晨接驳专线停靠
在站点，刚刚抵甬的大批外来务
工人员在公交志愿者高琦的引导
下有序上车。

春运期间，铁路宁波站增加
了贵阳等地抵甬的临时列车，通
常午夜或凌晨抵达。为方便凌晨
抵甬旅客回家，尤其是前往镇
海、北仑等区域，我市从 1996年
起开通火车站的凌晨公交接驳
线，今年已是第21年。

高琦是 21年前的第一批公交
司机，如今他已是镇海公交公司
党总支副书记。离开了司机岗
位，但高琦依然以志愿者的身份
服务着凌晨公交线。昨天，他已
经是这个春运第六天在寒风中服

务了，负责引导乘客坐上公交
车、帮忙搬运行李等。

“能为乘客尽点力，心里挺高

兴，不管人多人少，每年我们会
守候在这里。”对于这条公交专
线，高琦有着 20多年的感情。在

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这样一
张照片：天空飘着雪花，他身着
驾驶员工作服，肩佩绶带，在春
运接驳专线上满脸笑容地迎接凌
晨到站的乘客。

“那时候的志愿服务可比现在
苦多了，火车站没有夜班公交
车，每批乘客到站的时间点也不
一样，我每天要在火车站来回等
候几个小时。”高琦回忆着，有时
回到家已经快天亮了。

秉承前辈的服务精神，昨天
负责接送任务的顾建军是市公交
镇海公司的一名机动驾驶员。昨
天零时刚过，顾建军驾驶的公交
车已经抵达始发站铁路宁波站北
广场。怕带小孩的乘客有需要，
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条毯子备用。
昨天零时 38 分，K4652 次列车抵
达宁波，顾建军下车跟志愿者一
起帮忙拎东西，“新年好！欢迎回
宁波！”他热情地向每位乘客打招
呼。

“暖心公交”午夜接归客

昨天凌晨，抵达宁波火车站的乘客在志愿者帮助下坐上了公交接
驳车。 （董美巧 摄）

图为自动化智能车间一景。 （朱军备 摄）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巍 张洁） 面对新一轮技术革
命，如何突破土地要素“瓶颈”，
增强产业集聚度？招商引资怎样按
需出击，择优落地？日前，镇海区
推出全市首张区县 （市） 产业地
图，致力革旧除弊，淘汰迁移落后
产能，精准导入新动能，勾画港口
强区未来产业提升新愿景。

这份产业地图以战略背景、平
台载体、全景地图等六个章节，全

面呈现镇海产业经济仰赖的要素资
源，剖析区域产业分布的现状，并
以热力图形式展示全区工业企业利
润率、研发投入强度、亩均税收等
指标分布情况。

区发改局规划科负责人童凯士
说，这份耗时近半年制作完成的产
业地图，直面镇海产业经济空间分
布松散、集聚规模尚小的“短板”
现 状 ， 也 是 为 契 合 “ 中 国 制 造
2025”的要求，布局未来产业走

向，提升产业竞争力。作为制造业
强区的镇海，当下全区土地开发强
度已达 48%，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2.5倍。

产业地图对镇海至 2025 年、
2035 年的产业布局作了规划。按
照远期愿景，镇海将形成以宁波主
城区北部中心为统驭的 329国道—
望海路城市经济发展轴，中官路双
创大街、镇海老城、甬江北岸为依
托的沿江创业创新经济带，以石化
区、物流枢纽港为核心的滨海特色
产 业 带 。 在 对 去 年 17 个 “ 低 小
散”工业集聚区整治、研究的基础
上，镇海将实施“自我革命”，全
区“一盘棋”，按照产业分工和创
新协同，优化工业园区空间布局，

其中对沿江工业带、光明工业园、
田顾工业园、物流枢纽港 （金属园
区） 和庄市工业区 A、B 区实施整
体转型，最终调整产业功能区块。

“六争攻坚”首先是抢项目，
而且要抢适合自身定位和可持续发
展的项目。《镇海产业地图》 的推
出，以领跑之姿，提前布局区域产
业方向。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份产业地图同时也是一份镇海特
色的“产业链招商地图”，在“六
争攻坚”中，各局 （口）、街道

（园区） 按图指引，“有的放矢”招
商，有助于将一个个好项目按产业
布局要求精准落地，搬迁落后产
能，促进全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有的放矢”争项目促转型

镇海推出全市首张区域产业地图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 任社） 上年度，我市新设省
级博士后工作站 21家，占全省总
数 的 20%， 新 授 牌 设 站 单 位 26
家，占全省总数的 27%，授牌数
量为全省最多。近年来，在积极
创新服务企业上，我市构建的诸
多博士后工作站平台和许多博士
后人才，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
我市的博士后工作得到省人社厅
的通报表扬。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我
市累计新增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81
家，占全省增量的五分之一以
上。目前，全市省级以上博士后
工作站已达 144 家，设站领域涉
及石化、装备、机电、生物制
药、纺织、材料等产业。

栽好梧桐树，就要引凤来。
通过高校平台打通青年博士教师

和博士后工作站对接途径的同
时，我市还通过市场化机制，鼓
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博士后
人员的招收推荐。同时，各行业
协会也在引才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多种举措推动下，近年来我市
每年招收的博士后在 80 人以上，
累计招收人数 774 人，目前在站
212人，出站留甬工作262人。

作为产学研合作实施协同创
新的载体，通过博士后工作站引
智入企后，给不少企业带来了快
速发展的契机。激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招收的首名博士后李刚博
士研发的“高性能光学增亮膜的
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开发行业
领先水平的 6 个系列新产品，其
中 4 个系列产品得到客户验证并
实现了产业化，申请相关发明专
利 4 项 ，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33 亿
元。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引入的方亮博士主持的多项
科研项目斩获多项技术大奖，4
项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在科研
的推进中，还为所在企业建立了
研发团队，培养了多名技术骨干。

新增省级博士后工作站数量
占全省两成
我市博士后工作获全省通报表扬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罗晓岚 王馨予） 记者昨日从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我市已与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
商业银行达成合作，全市 400 多
个银行网点可免费为企业代办
98%以上的工商注册登记事项，
提供从名称核准、申领执照到企
业银行开户的一站式代办服务。

“我家在建设银行边上，办证
全程都是在家门口完成的。”家住
高新区的市民宋先生说，春节
后，他通过建设银行的企业登记
注册服务点提交了注册登记材
料，三天后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据介绍，可代办工商注册登
记的银行会在网点设置代办窗

口，申请人向代办窗口申请代
办、递交材料、完成面签后，银
行工作人员会通过网上申报系
统，报送市场监管局审批。申请
人一般可在 3 个工作日内拿到营
业执照，并直接办理银行开户。

去年 3 月，高新区市场监管
分局与建设银行高新区支行联手
推行“政银通”便民措施，无偿
代办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业务。去
年 6 月份，我市推动第一批银行
网点开展工商注册登记事项免费
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已有 700
多家企业通过银行网点办理了工
商注册登记事项。

“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双
向联动，运用‘政务服务+金融服
务’模式，推动了工商注册登记

‘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工商登
记注册窗口服务，提升全程电子
化登记的比例。”市市场监管局
审批处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400余个银行网点
免费代办工商登记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叶宁）“我们增加了人员和机械，
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施工进度比
预期要快。”昨天一早，雅戈尔大
道修复提升工程现场一派忙碌景
象，项目负责人戴斯良正带领施
工队伍进行主车道的混凝土基层
钢筋铺设。春节过后，海曙区各
交通建设项目积极抢抓黄金工
期，基本实现全线复工。

春节期间，雅戈尔大道修复
提升工程一直安排专人负责现场
事务管理。23 日起，施工队伍陆
续到岗，项目全面复工。“开工伊
始，项目部和施工班组紧安排、
勤施工，克服年前建筑原材料大
幅上涨以及恶劣天气等诸多不利
因素，保障了施工进度。”海曙区
交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经理陈杰告
诉记者，按计划，下个月就可以
开始沥青砼路面施工，同步进行
东半幅辅道和人行道施工，5 月
上旬将完成东半幅全线的路面施
工并通车。

与雅戈尔大道修复提升工程
一样火热的还有 214 省道 （鄞州
大道至奉化段） 改建工程。记者
在现场看到，工人正在紧张地进
行桥梁桩基钻孔、沉井刃脚浇筑
等。“今年我们计划完成施工总体
的 37%，工期相当紧，所以正月
初十就复工了。”项目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马上要进行拖拉管及
芦径桥、金壁桥等部位的桩基施
工，预计正月十六前组织拖拉管
及桥梁班组进行施工。

新春伊始，位于海曙区的公
路、机场、码头等交通建设工地
热火朝天。该区唯一在建码头项
目——必利盛物流配送码头已完
成总进度 85%，目前施工人员陆
续到位，开始了扫尾工作。据
悉，今年海曙区共有 5 个续建项
目，推进 3 个重大项目，计划完
成 13个农村联网公路项目，共加
密里程 25公里。交通质监部门也
紧跟工期开展施工安全和质量的
监管，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海曙开足马力
推进21个交通项目
雅戈尔大道5月上旬将半幅通车

雅戈尔大道施工现场。 （张燕 叶宁 摄）

本报记者 黄 合
通讯员 鄞组轩

碧水绕村，民风质朴，行走
在走马塘村，岁月仿佛在这里停
下了脚步。

房前屋后的荷花池边，白砖
黑瓦的马头墙下，长条石铺成的
小巷里，总能看到老人闲话家
常，谈笑晏晏。富有年味的鱼
干、菜干，晾在弄堂、石花窗
前，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影子
拉得好长。

“我们的想法，是按照中央一
号文件的要求，繁荣兴盛农村文
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通过
保存古村落的原汁原味，让这里
的传统建筑和农耕文化可以比较
好地保留下来。”鄞州区姜山镇组
织委员陆梁峰说。

走 马 塘 村 ， 取 自 “ 文 官 下
船，武将下马”之意，村周围有
护村河，村中有荷花塘，外人进
村时只能牵马而行，马从塘间
过，走马塘由此得名。据不完全
统计，自宋代立村以来至 1946年

间 ， 这 里 接 连 走 出 了 进 士 76
名 ， 官 吏 152 人 ， 最 高 官 至 尚
书，坊间素有“中国进士第一
村”的美誉。

2008 年以来，走马塘村的古
村保护和新村建设同步推进。不
仅是马头墙、古屋、古公禁牌等
传统建筑得到了修缮，家风家
训、耕读文化等文化元素也被一
一“打捞”，古村焕发出新的生
机。

在村党支部书记陈贤国的带
领下，我们走进村子的展览室，

里面不仅介绍了古村发展的历
史，还将农耕文化进行了去粗取
精。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
保 护 好 ‘ 有 形 ’ 东 西 的 基 础
上，挖掘传承好‘无形’的资
产。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通过深入挖掘农
耕 文 化 蕴 含 的 优 秀 思 想 观 念 、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
挥 其 在 凝 聚 人 心 、 教 化 群 众 、
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陈贤
国说。

党建带头，文化引领，小村
发展快步走。过去一年间，在村
班子的努力下，村里年接待游客
1.6 万余人，有了 40 万元左右的
集体经济年收入；同时，村民自
发进行“门前三包”村庄洁化，
去年村子还获评第三批宁波市

“最洁美村庄”。

古村古韵蕴新风
走马塘村：挖掘传承好“无形”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