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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包凌雁

2018 年，我市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GDP 总量达 10745.5 亿
元，首次突破万亿，成为全国第
15 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城
市。

结构调整积极推进，质量
效益稳步提升，新经济发展态
势良好，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盘 点 2018 年 经 济 亮 点 可 以 看
出，宁波经济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

看 历 史 ， 40 年
GDP年均增长13.0%

从时间跨度来看，改革开
放 40年，宁波的 GDP从 1978年
的 20.2 亿元开始，1988 年突破
100 亿元，1999 年突破 1000 亿
元 ， 2010 年 突 破 5000 亿 元 ，
2015 年突破 8000 亿元，2018 年
达 10745.5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40 年 GDP
年均增长 13.0%。2018 年宁波市
GDP占全国的比重为 1.19%，比
1978 年 提 高 了 0.64 个 百 分 点 ；
用全国 0.1%的陆域面积创造了
全国1.19%的GDP。

从三产结构来看，三次产业
比例由 1978 年的 32.348.019.7
发 展 为 2.851.345.9。 其 中 ，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从 1978 年 的
6.5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06.0
亿元，年均增长 4.1%，比重降
低 29.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
加值从 1978 年的 9.7 亿元增加
到 2018 年的 5507.5 亿元，年均
增长 14.6%，比重提高 3.3 个百
分 点 ；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从
1978 年 的 4.0 亿 元 增 加 到 2018
年 的 4932.0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13.6% ， 比 重 提 高 26.2 个 百 分
点。

看创新，新旧动能
加快换挡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质
量效益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
改善。7.0%的经济增速显示出宁
波经济正在显示出较强的韧性和
活力。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
33.1%，规模以上工业技术 （研
究） 开 发 费 增 长 25.5% ； 2018
年，全市新设内资企业 6.8 万
户，增长 5.2%，新设个体工商
户 10.2 万户，增长 3.5%。无论
是创新投入和市场主体的增加，
都表现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培育。

新经济发展良好。规模以上
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11.6%，新
产 品 产 值 率 32.5%， 创 历 史 新
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
保、生物产业、海洋新兴产业、
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核电
关联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均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新业态方面，全市限额以上
贸易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
额增长12.8%。

旧动能改造提升，2018 年
共完成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
184 家，全市规上工业十种有色
金属产量同比下降 0.9%，粗钢
产量下降 1.9%，生铁产量下降
0.8%；十大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3.2%，比前三季度提高 1.0 个
百分点。

看质量，结构效益
同步提升

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全年
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占 GDP 比重为 45.9%，比上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营利性服务
业和交通运输业保持较好的增长势
头，分别增长 16.9%、9.5%，合计
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8.4%。

新旧动能的稳步转换，带来财
政收入平稳较快增长。2018 年，
全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2655.3亿
元，同比增长 9.9%。在地方税收
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分别增长2.2%、18.4%和34.0%。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因素影
响下，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8576.3 亿元，同比增长 12.9%，其
中出口 5550.6 亿元，增长 11.4%；
进口 3025.6 亿元，增长 15.7%，累
计实现贸易顺差2525.0亿元。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为未来经
济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全市新批
外商投资项目 623个，比上年增加
68 个 ； 合 同 利 用 外 资 73.5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18.3%；实际利用外
资 43.2 亿美元，增长 7.2%。全市
新批境外投资企业和机构 172 家；
备案 （核准） 中方投资额41.4亿美
元，增长 142.1%。完成境外承包
工程劳务合作营业额 16.8 亿美元，
下降18.7%。

生 态 环 境 不 断 优 化 。 2018
年 ， 全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达 到
87.7%， 同 比 提 高 2.5 个 百 分 点 ；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3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0.8%；市控以上断
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80.0%，同比提
高8.7个百分点。

看供需，消费趋新趋优

消费需求是去年广受关注的经
济热点。去年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4154.9 亿元，同比增长
8.1%。

随着消费升级和零售革新浪潮
的到来，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
信息、医疗保健、养老等新型服务

业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消费结构趋
新 趋 优 ， 家 具 类 零 售 额 增 长
13.9%，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
长 12.1%。全年全市限额以上贸易
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
额 195.0 亿元，增长 12.4%，占限
额以上商品零售总额的13.5%。

看民生，老百姓收入
平稳增加

2018 年，全市居民收入继续
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52402元，同比增长 8.6%，增速
较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从收入
绝对值来看，继续保持全省第二，
仅次于杭州。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60134 元，同比增长
8.0%，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
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3633 元，同比增长 8.9%，增速较
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已连续 15
年快于城镇居民增长。

从老百姓的收入结构看，工资
性收入人均达到 31121元，同比增
长 6.9%，增速较上年回落 0.5 个百
分点。

经营净收入人均 10088 元，同
比增长 11.7%。2018 年，受中美贸
易摩擦影响，一些经营户在年前大
量赶制订单，导致居民经营净收入
较快增长，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4个百分点。

此外，财产净收入人均 5422
元，同比增长 6.0%，增速较上年
加快 1.3 个百分点，对可支配收入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3%。其中，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明显，增
速较上年回升12.9个百分点。

随着各类社会保障的健全、养
老金的持续上调以及老龄人口的不
断增加，转移净收入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人均为 5771 元，同比增速为
15.8%，较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结构调优 效益提升 民生改善

GDP万亿城市彰显活力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开展“大

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事关
耕地保护红线、粮食安全底线、农
民权益乃至乡村振兴大局。日前，
市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
我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提供坚强的纪律和政治保障。

通知指出，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市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督促各地各部
门党委（党组）以陕西秦岭违建别
墅事件为鉴，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政治自觉，坚决杜绝畏难情
绪、观望心态、侥幸心理等错误思
想，坚决防止推诿扯皮、敷衍应付、
虎头蛇尾等错误行为，以更强责
任、更大力度、更坚意志，不折不扣
推进整治整改。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
主体责任，督促其全面排查问题

“大棚房”的土地流转、资金补助等
情况，做到逢农业园区必进必查、
逢大棚必进必查、逢设施用地必进
必查，确保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全

面落实整改措施，做到非农设施及配
套设施该拆除的坚决拆除，该恢复种
植条件的坚决恢复到位，确保整改见
实效、不走样。特别要督促各区县（市）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切实担负起“第
一责任人”责任，对上报数据和整改情
况的全面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督
促农业农村和自然资源部门切实发挥
牵头作用，明确标准措施，研究制定分
类处置方案，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建设
问题；督促各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
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通知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介入“大棚房”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对主体责任不
落实、排查不彻底、整治不到位的地
区，积极开展监督执纪问责。要牢牢盯
住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中的每一个环
节，坚决落实“六个决不允许”和“四个
严禁”要求，对违反纪律，不作为、乱作
为、失职失责的公职人员，坚决予以追
责问责；对经过再次排查、再次整治
后，仍存在问题的地方，坚决追究相关
部门和领导责任；对违法建设“大棚
房”主体背后的利益链、黑恶势力和

“保护伞”问题，坚决予以彻查，依纪依
法严肃处理。要把保障推进“大棚房”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作为重点任务，加
强统筹协调，提升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质效，推动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市纪委下发通知

全力保障全市“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严龙 通讯
员杨磊） 昨 天 上 午 ， 嘉 和 阳
光·白鹤街道黄鹂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站经全面升级改造后正
式投用。

该站占地约 1000 平方米 ，
内有设施齐全可供 600人用餐的
中 央 厨 房 ， 还 设 有 康 复 、 休
闲 、 餐 厅 、 助 浴 等 特 色 功 能
区，是一家集日间照料、营养
配餐、保健康复、文化娱乐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将向街道辖区内的
老年居民提供一系列优质、低
价甚至免费的服务。

周边的老年居民白天可以
在社区享受专业服务，晚上又
可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真
正 实 现 “ 社 区 照 护 ， 邻 里 相
望”的家门口养老。

新的一年，白鹤街道将积极
打造“1+11”大养老服务体系，在
做强街道级居家养老中心的基
础上，做细做深做实 11个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强化居家养老工
作的便捷性、多样性和实用性，
从而让辖区老年人有更多的获
得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图为老人们正在做绳操。
（严龙 摄）

白鹤街道打造“1+11”大养老服务体系
嘉和阳光·黄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面升级后投用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吴乔璐 陈 蕊

“要过春节了，今天重点了
解居民节日有何需求？有了这

‘七件宝’，走访工作更到位，居
民也更安心。”昨天一早，海曙
区月湖街道县学社区社工袁静带
上被称为“七件宝”的民情日记
本、居民家庭档案、民情联系

卡、便民全域通、鞋套、工作手
机和民情走访袋，开始了当天包
片联户的走访工作。

月湖街道各社区划分成若干
个网格后，袁静和街道其他 45
名 全 职 社 工 有 各 自 的 “ 承 包
户”，每周上门走访，了解居民
需求。从今年开始，月湖街道聚
焦“为民服务”，创新社工包片
联户工作机制和方法，不仅规定
社工每周花两个半天时间入户走
访，还加强标准化、规范化、专
业化工作，提高为民服务质量，
提升居民满意度。

“街道自创了‘红黄绿三色标
签法’。”月湖街道社会事务管理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记者在民情日记
本上看到：重点服务家庭用红色标
注，依靠对象用黄色标注，常住家
庭用绿色标注，出租或空户无标
注，列明居民的各类需求、职业、
资源等基本情况。“随着走访次数
的增多，本子上面的信息也将越来
越多，通过颜色分类能迅速掌握辖
区居民的基本情况，服务居民也更
高效有针对性”。

当天，袁静来到红色标注家
庭、镇明小区278弄23号楼的独居

老人陈双和家。担忧着陈阿姨的高
血压，她先问起了老人的身体状
况，又询问要不要帮忙请家政人员
来打扫卫生，并叮嘱陈阿姨多休
息、保持心情舒畅，同时将这些情
况记在民情日记本上。

“我会联系社区卫生院的医生，
了解高血压的治疗方法及用药，再
告知陈阿姨。别看都是居民日常生
活的点滴小事，但这可以说是一本

‘民生宝典’，能让我们在第一时间
掌握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担忧的事
有着落，记下来对以后的工作也有
借鉴和指导意义。”袁静对记者说。

居民担忧事 件件有着落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叶宽宽 陆彦名）为倡导移风易
俗，弘扬喜事简办新风，象山交通
运输部门近日创新推出“浪漫公
交、结伴一生”公交婚车服务项目，
既迎合绿色环保理念，又个性十
足。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交婚车
采用 8.5 米长新能源车辆，核载 60
人。车身、车厢内装扮喜庆，别具一
格。象山县内新人可电话联系象山

城乡公交公司提前预约，选择婚车图
案并告知行程规划、路线、用车时间、
地点等，每天限定一辆。

公交婚车从新郎上车去接新娘开
始计公里数，10 公里内每天收费 268
元，超出10公里后每公里收费5元。项
目推出后前 20名电话预约的新人，经
确认订单成功后免费使用公交婚车。

“相比传统婚车，公交婚车具有理
念新、价格低、安全性高等优点。”县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包车
行程开始后，他们将利用监管平台实
时监控车辆动态，若发现驾驶员有收
取红包、服务态度差等情况及时落实
整改，并根据新人反馈意见，对驾驶员
进行考核。

弘扬喜事简办新风

象山推出“私人订制”公交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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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刘
卫东 程冬冬） 在第一阶段学习结
束后，近日，438 名参加军转干部
培训班的学员，用一系列特别的方
式交出了答卷，准备踏上新的岗
位。据悉，本次军转干部培训是历
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记者从市人才培训中心了解
到，为了帮助军转干部跑好任职

“最前一公里”，市军转安置部门
专门组织了 2018 年度军队转业干

部培训班，来自市直机关、各区县
（市） 的 438 名军转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由市人社局人才培训中心负责
实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
专家学者进行专业理论知识讲座、
最美公务员传授工作方法，也有优
秀 军 转 前 辈 分 享 个 人 成 长 进 步 经
验，还有素质拓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演讲比赛、“我的团长
我的团”风采展示大赛和趣味运动会
等活动。

换下戎装 重启征程

438名军转干部完成第一阶段培训

昨天，奉化溪口镇首届“春晚”热闹启幕。10 多名台胞与五林村村民
一起捣年糕、包汤圆、猜谜语，感受淳朴乡村年味，共迎新春。“台湾过年
也包汤圆，贴春联。两岸本是一家嘛，文化同脉，情感相通。”从高雄赶来
参加活动的胡美音说。图为台胞与村民一起捣年糕。

（余建文 卓建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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