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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人物〛
傅企平，奉化滕头村原党委书

记。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时任滕头村
党委书记傅企平颁发“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奖章证书，殷殷叮嘱:
“‘常青树’不容易，一定要继续
走在前列！”

田 地 成 方 ， 别 墅 成 行 ， 清
清 河 水 绕 村 庄 ， 绿 树 成 荫 花 果
香 ……20 多年来，傅企平这位基
层乡村“领头雁”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呕心沥血，奋力打拼，把
面积仅 2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
人的小村庄滕头打造成践行“两
山”理念、建设美丽乡村的全国
样板村。

2008 年，滕头村成为唯一入
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的乡村案例，向世界发出“乡村，
让城市更向往”的呼唤。

从昔日“田不平地不平，粮食
亩产两百零”的贫穷村，到如今

“口袋富脑袋富，家家都是小康
户”的全国“最美乡村”，傅企平
带领全村人民，书写了一部辉煌的
乡村跨越发展史。

2016 年 12 月，68 岁的傅企平
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工
作岗位上。经过全力抢救，他脱离
了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康复治疗
中。为了滕头人的幸福，这位老人
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 一 犁 耕 到 头 ， 创 新 永 不
休”，傅企平用自己的行动，为

“两山”道路做了精彩注解，激励
着滕头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勇往
直前。

绿色创业，见证乡村
嬗变奇迹

深秋的滕头村，稻田金黄，清
水绕村，一栋栋红色的别墅掩映在
绿树环抱中。世博会滕头案例馆
外，有一尊以犁的前身“耒”为原
型的石雕，象征着滕头人刻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

村里的老人还清晰地记得，40
多年前，老书记傅嘉良带领村民

“压斜肩膀累弯腰、改土造田拔穷
根”的情形，为日后村庄的“绿色
腾飞”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乡镇工
业迅猛发展，农民纷纷进城务工，
大量土地抛荒，这让农民出身的傅
企平心情很沉重。他大胆提出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并第一个站出来，
承包了 50 亩田。在他的精耕细作
下 ， 这 50 亩 田 当 年 收 入 万 元 有
余。这一年，滕头消灭了抛荒田。

此后，滕头人开始探索发展生
态高效农业，在全村 800多亩土地
上开辟出花卉苗木基地、蔬果园、
畜牧场等，形成水里养鱼、岸上养
牛、地里种菜的自然循环。

1997 年，傅企平接任村党委
书记。当时，村集体经济出现了发
展放缓迹象，他经过深入调研，对
村属企业大胆改制。集体经营的推
行目标管理，重点骨干企业实行股
份制改造，小型微利企业兼并、租
赁转制，这招“组合拳”，让村办
企业“二次点火”，加速腾飞。

那时候，滕头村的优美环境已
名声在外，来参观的人很多。傅企
平萌发了生态旅游的构想，“让人
们掏钱来看美景”。1999 年，村里
划出几十亩地作为旅游区，成为全
国第一个卖门票收费的村级景区，

当年收益便超过 200 万元。“村在
景中，景在村中”，滕头人第一次
感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财富。如
今，滕头已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和
生态旅游示范区，年接待游客逾
1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1.3
亿元。

生态兴业，构筑乡村
振兴新愿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是什么样
子？傅企平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农
民的“中国梦”就是“绿色梦”。

“要把农村建设好，要搞‘美丽乡
村’，有新鲜的空气、有干净的
水、有比较清洁的土地。”

在滕头，有条人人皆知的铁律
——生态立村。效益再好的项目，
如果会破坏生态环境，就不准进
入。1993 年，傅企平倡导成立了
全国首家村级环保委员会，10 多
年里，村里否决了 50 多个高收益
项目。村民傅央改说，曾经有外商
想来办造纸厂，一年能给村集体增
加 100 万元收入，但还是被否决
了。“当时很多村民不理解，傅书
记顶住压力，做通村民思想工作。
现在看来，生态道路是走对了。”

2000 年以后，傅企平开始谋划
更大的生态经济蓝图，跳出村域限
制，走上绿色扩张之路，在福建、江
西、安徽等地建起了总面积超 10万
亩的苗圃基地。滕头村接连在北仑、
江北、慈溪等地开设生态酒店，把田
园美景与乡土美食无缝融合。

“连锁滕头”模式迸发出强大
的生命力。如今，园林绿化、新能
源、新材料等生态产业占到滕头经
济总量的 80%以上。截至 2017 年
底，滕头村的绿化率近70%，全村
社会总产值超过 95 亿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达6.35万元。

去年 9月上任的滕头村党委书
记傅平均说，滕头的“绿色梦”并
非一蹴而就，是用创新和坚持，脚
踏实地做出来的。“村里准备在全
国各地再造 30个‘滕头村’，与当

地人共建‘生态飞地’，做好循环
经济、环保经济新文章”。

成果共享，打造区域
发展共同体

“企平书记突发疾病，是累出
来的啊。”滕头人心心念念，希望
他早日康复，能再次听到他的“大
嗓门”。

20 多年来，为了让乡亲们过
上幸福的好日子，傅企平殚精竭
虑。他曾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村庄想发展，就要把党
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
人培养成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奔小
康，这样党群关系才能其乐融融。

为此，滕头村制定了“三先原
则”，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干部
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
党委成员首先做到；要求党委成员
做到的，党委书记首先做到。傅企
平还对村干部提出三不要求：不住
最好的房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
多占股份。

傅企平以身作则。村民傅德明
说，企平书记对自己“抠门”，但
对村里的老人、孩子，从不吝惜花
钱。“他带领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住上了别墅或生态公寓。而他一家
仍住在老房子里，用的也是老家
具，没享过什么福。”

“一村富不是富，共同富才是
真的富。”傅企平还有个愿景，以
滕头村的发展带动周边村一起走上
富裕路。2015 年，在组织部门的
指导下，滕头与青云、塘湾等周边
四村成立区域党建联合体，“六图
合一”，联动开展“治水护绿”行
动，帮助推进青云村古村旅游等重
大项目，力争实现“区域内无弱
村”的目标。“归根到底一句话，
就是为了让群众生活得更幸福。”

时序更替，滕头村没有停下脚
步。傅平均说，傅企平的身上集中
体现了滕头精神，“我们会一代代
传承下去，在新征途上续写绿色发
展新传奇”。

犁耕“绿色”铸传奇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
张灵 胡春华） 前天一早，地处东
吴镇的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厂
房响起了打桩机运作的隆隆声。在
这片泥泞的工地上，一栋崭新的绿
色楼房显得格外醒目。它是国网鄞
州区供电公司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35 千伏专用变电站，经过一整日
的调试，它终于在当晚“唤醒”了
身边的庞然大物——全国最大功率
的 20 吨级电熔炉，迈出了“煤改
电”的关键一步。

日月重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铸
造生产企业之一。随着订单增加、
产能扩大、绿色生产的要求愈发严
格，原有的电容量已无法满足企业
生产需求。为此，电力部门答应企
业的扩容申请，于今年 8月启动大
型煤改电外线工程，9月建设专用
配电房，在前晚正式竣工通电。

施工过程中，电力部门发动了
近 50 名电力工人，通过周密计划
将施工周期从常规的 4个月压缩至
2个月，从东吴变电所出发，沿途

建设 11基铁塔，铺设长度 3.6公里
的 10 千伏电缆专线，逐一克服河
岸土质疏松、沿线农田大棚密布等
问题。“工程量不算大，但难度很
高，几乎用上了全省大型电力工程
的所有先进施工技术。”该工程负责
人毕仑表示，日月重工的专用变电
站的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是全市
装机容量最大的单座用户变电站。

如今，这项斥资超过 4000 万
元的“煤改电”工程，造就了一台
满负荷状态下每天 8 小时“吃电”
近 13 万千瓦时、日均铁融化量接
近 200 吨的大功率电熔炉。据了
解，电熔炉投运后，企业的工艺稳
定性将大幅提升，预计每年节约成
本 3650 万元、减少焦炭用量 5000
吨，近 50%的设备将实现电能供
应。“绿色生产是政府的要求，也
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未
来，我们会和电力部门配合，再引
进一套同样功率的设备，让这颗

‘绿色心脏’跳动得更有力。”日月
重工工程部设备主管严杰说。

为铸造工厂安上“绿色心脏”
宁波日月重工投运全国最大功率电熔炉，每年减少焦炭用量5000吨

电力工人正在巡视日月重工的电熔炉。 （郑之超 徐展新 摄）

昨天，宁波市实验幼儿
园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超爸
萌娃向前冲”的亲子趣味运
动会。图为上院园区小一班
的孩子们在参加“滑溜布”
比赛。

（陈思瑜 许丹露 摄）

超爸萌娃
向前冲

本报讯（王珏 石全）朗盛颜
料有限公司近年来投入巨资升级
生产设备、研发新产品，遭遇新一
轮研发资金筹集难题。近日，镇海
区税务局“一对一”辅导企业完成
数据测算核实等准备工作，及时
将 5000 余万元留抵退税额退还
到该企业账户，为企业实现转型
升级注入活力。

日前，镇海区委、区政府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推进降本减负促进实体经济稳
增长政策。同时，拟开展“三联三促”
企业服务专项行动，开展各园区、企
业调查，制定小微园区建设方案。

镇海区今年 6 月出台《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
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目

前已完成留抵
退 税 额 超 2.5
亿元。为进一
步减轻民营经
济综合成本，

镇海区将继续落实各级降本减负政
策，拿出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用地、融
资、制度性交易等成本，使降本减负

“红利雨”惠遍全区。
为做好入企服务，镇海区拟制

定《“三联三促”企业服务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建立区领导、部门、镇

（街道）和园区以及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为主体的服务网络体系，协调解
决制约发展的困难和问题。日前，企
业服务“四个一”主题活动，即一次
形势和政策宣讲、一次产业对接、一
次政金企对接、一次科技攻关对接
正在陆续开展中。同时，为进一步保
障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镇海区拟开
展各园区、企业调查，拟定小微园区
建设方案。力争到 2022 年，全区建
成和提升小微企业园 15个以上，推
动1000家小微企业入园发展。

镇海“组合拳”
确保民企抓住发展新机遇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
赵鹏程） 前天，记者从延边州宁
波对口帮扶工作组获悉，吉林敖
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
英特药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确定延边州敦化市境内的
19 种地道药材进入宁波英特药
业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络，这标志
着长白山地道药材今后将成规模
进入宁波市场。

今年 6 月，宁波市投入 300

万元援助资金，援建吉林敖东世
航药业中药材种植基地，通过农
户种植、合作社经营、公司回收
销售的模式，当年即能促进约 90
户 120 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预
计随着吉林敖东世航药业与宁波
市各大医药公司、中医院的对接
合作，敦化市将会有更多的老百
姓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初步估
算可帮助 400 户以上贫困户脱贫
增收。

长白山地道药材
将首次成规模进入宁波市场
可帮延边州逾400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本报武汉电 （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房炜） 昨晚，武汉大学学
生活动中心座无虚席，千余名师
生在这里观看青春版甬剧 《筑
梦》。正值武汉大学建校 125 周
年之际，《筑梦》 剧组应邀前来
演出，以此纪念建造武汉大学的

“宁波帮”人士沈祝三先生。
据了解，沈祝三出生于现在

的鄞州区沈风水村。上世纪初在
汉口创办汉协盛营造厂，从事建

筑行业。因为诚信经营，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在汉口建了近百幢大
楼。时至今日，被武汉市定为优秀
历史建筑的仍有 67 幢，约占武汉
市首批优秀历史建筑的60%。

上世纪 30年代，沈祝三承接武
汉大学建筑工程时，因为战争和自然
灾害，导致原材料上涨，入不敷出。但
他一诺千金，倾家荡产把武汉大学建
设完工。为了弘扬“宁波帮”精神，市
甬剧团2014年将其故事搬上舞台。

青春版甬剧《筑梦》武大公演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朱韩燕 梅薇） 昨天，舟山莲花
洋海域，伴随着肃穆的音乐和翩
翩飞舞的花瓣，一批用可降解材
料制成的骨灰盒缓缓沉入大海，
这 是 宁 波 第 12 次 骨 灰 撒 海 活
动，23 位逝者以融入大海的方
式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今天，还将有 12 户家庭选择用这
一方式送别挚爱的亲人。

海葬自 2013 年在宁波推行，
到今年已进入第 6个年头。据海葬
承办方同泰嘉陵的工作人员介绍，
截至目前，已有 288位逝者选择了
骨灰撒海这一浪漫庄严的回归方
式。

我市举行第12次集体海葬
35位逝者回归碧海蓝天间

宁波参与的延边中药种植项目生产现场。 （赵鹏程 冯瑄 摄）

歌声飘过40年

近日，鄞州钟公庙街道后庙社区举办了一场“40 年，我们在歌声
中走过”大家唱活动。居民以公园为舞台，先后演唱了十余首 40年来
广受群众喜爱的歌曲，在歌声中回首改革开放40周年走过的历程。

（丁安 王为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