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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莼湖镇顺利通过省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考核验收，并成为奉化区继大堰、萧王
庙、松岙、江口之后的第五个省级样板镇。至
此，总投资18.5亿元的奉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奉化省级样板镇
创建数量居全市第一。

环境变美、秩序变好、形象变靓，美丽城镇
行动进一步激发旅游产业，催生“美丽经济”，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奉化始终将增进群众
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各项
社会事业均衡优质发展，为市民创造和谐秀美、
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进入 21 世纪后，奉化着
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
系，创新实施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制度、“三保合
一”社会养老保障服务平台，率先实现了养老保
障在制度上的全覆盖。

本着共建共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撤市设区后，奉化把民生作为第一道“考
题”来优先考量，共梳理出116个与群众联系最
紧密的社会民生同城化项目，2017 年当年就实
现78项，同城化率67%。

在新的同城化改革三年任务清单中，28 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 399.2亿元，去年已实现和基本
实现与宁波同城达标的有 10 个。今年安排的法
律援助、教育设施等8个同城化项目，也在顺利

推进中。
作为接轨中心城区的“桥头堡”，宁南区域

不断加快开发建设步伐，目前道路交通基本成
网，一片片崭新厂区拔地而起；在城西，省属高
校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于今年 5 月正式开学，
目前在校教职工、学生人数已突破 5000 人；同
时，全区第一家市级三甲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异
地建设 （一期） 项目开工建设，第一家国际学校
诺德安达建成投用……

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跻身省文化强区行
列。占地近80亩、投资近7亿元的城市文化中心
项目日前主体完工，成为未来奉化文化新地标。
乡村文化礼堂全域覆盖，成为一处处承载乡愁的

“精神家园”，创建裘村马头、溪口岩头等中国传
统村落 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1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2个。奉化获得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五
连冠，荣膺浙江平安建设最高荣誉“平安金鼎”。

从看得见的城市道路建设、保障性住房、新
学校、新医院，到感受得到的扶持补助政策、社
保覆盖范围扩大，一项项民生工程就像一串串

“幸福密码”，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近三年，全
区民生支出累计 107.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78.1%，奉化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从 4.5 万
元、2.6 万元增至 5.3 万元、3.1 万元，年均增长
8.2%和 9.1%。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
积分别达到55平方米和59平方米。

同城发展 共建共享
民生改善幸福满满

岁月如歌，70年弹指一挥间。
1949年5月25日，奉化县城解放。这座山海相连的浙东千年古城从此满怀豪情，一路澎湃前行，书写了翻天覆地的华彩诗篇。
这是披荆斩棘、奋力追赶的70年。1988年撤县设市，2016年撤市设区，经历几次体制巨变，奉化实现了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区再到都市经济强区的三次飞跃。地区生产总值去年突破600亿元，税收71亿元，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去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排名第73位。
这是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70年。建成区拓展至30平方公里，雪窦名山与滨海湾区联动唱响“山海经”，打造了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服装之乡、国家气动产业集群示范基地和全国厨具生产基地，创建宁波首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溪口、滕头分别以亚洲区唯一城市代表和世界唯一乡村案例入选上海世博会，创新、发展环境持续改善。
这是共建共享、收获幸福的70年。近年来，奉化每年80%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116个民生同城化项目加速推进，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唱响“桃花之歌”“山海变奏曲”，彰显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交汇交融。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首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中国最具幸福感休闲城市、浙江新魅力之城等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
放眼未来，作为宁波最年轻的区，奉化正朝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奉献一个新奉化”的目标大步向前，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破旧立新、敢想敢干，全面谋划对接宁波主城区，加速同城融入步伐；以更为扎实的作风，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高科技项目建设，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以更大力度的改革，敢于碰硬、精准发力，构筑一流发展环境，全方位提高开放能级。
后来居上，最美最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阔步前进，坚决贯彻市委‘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部署，全力做好加速南融合、念好山海经、做强增长极、建设新城区‘四篇文章’，奋力打造现代化健康美丽新城区，交出新时代蝶变的奉化答卷。”奉化区委主要领导表示。

近日，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拉开帷幕，奉化迅速完成动员部
署。从区级机关到各镇 （街道），上下一
致、闻令而动，将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磅礴动能。

新时代、新使命。撤市设区，“跑步进
城”，全面对标对接，这对奉化的干部队伍
是个检验和考量。

思想“破冰”，才有行动突围。奉化全
区上下深入开展“思想大解放”活动，区
委提出“六破六立”的主要目标，突出问
题导向、发展导向、民生导向和实效导
向，找问题、看差距、寻良方，坚决破除
小富即安、一地一域、因循守旧等思想顽
疾和思维定式，树立“敢想敢争、勇于攀
高”“唯民唯实、勇于担当”等新理念。

立规明矩、激浊扬清，锻造一支吃苦
实干的“铁军”。奉化把作风建设作为发展
冲刺的“动力源”，连续3年部署开展干部
作风整治行动，聚焦重大决策落实不快、
服务保障不优、难题破解不力、执行规矩

不严、干部形象不佳“五不”问题。已累
计设立 100 个作风监督点，整改作风问题
2047 项，破解区镇两级历史遗留问题 266
个，破解率达 93%。同时，先后制定出台
了全面建设过硬区级领导班子的实施意
见，开展了“打通中梗阻、提升执行力”
的中层干部大联评、大轮岗活动。组织、
纪检监察等部门相继推出区域党建联合
体、责任“上压一级”抓村社书记队伍、
基层单位“五小一跑”工作清单等一系列
创新做法，亮剑拆招，分类分层实施整治。

今年，奉化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积极开展“三服务”活动，发动全区
党员干部“联企业、联村社、联项目、联
乡镇，跑企业、跑村社、跑工程、跑街
巷”，通过大走访、大调研、大破难，至
今，全区各级干部已与583家企业、105个
重大项目、391个村社、100条街巷建立联
跑关系，发现问题 7450个，现场解决或交
办其他部门解决问题 7234个，获得群众点
赞。

党建引领 革故鼎新

锻造争先攀高“铁军” 70年来，拥有千年农耕历史的奉化，走出
了一条不断解放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经
济发展史。特别是最近40年，奠定了以制造业
为主、民营企业为主的产业基础，在工业转型
升级与旅游商贸服务业“双轮驱动”下，一批
重大平台快速集聚，带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

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市，再到都市经济
强区，“三次飞跃”，经济发展跃上一个个新
台阶。

全区现有规上工业企业 476 家，销售亿
元以上企业 95家，初步形成了“5+5”特色
产业体系。商业街区空间布局和网点建设不
断优化，形成万达广场、金钟广场、财富广
场等十大城市商贸综合体。消费结构升级加

快，住宅、汽车、IT产品、健康时尚成为消
费 热 点 。 去 年 ，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175.8亿元。

本月 23日，“浙江·宁波滕头 2019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在中国新农村建设样板村滕
头隆重举行，来自全省的农民朋友与奉化市
民一起喜庆丰收，感受奉化秀美乡村。

推进特色农业高效发展，从传统的“以
粮为本”迈入“四生”融合的现代都市农
业。成功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区和全国平
安渔业示范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建
成市美丽田园示范基地 7 个、市级现代农业
庄园 7 家、省级五园示范基地 2 个、省级休
闲渔业精品基地 2 个。萧王庙街道通过水蜜

桃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创建验收。被授予水蜜
桃、花木、芋艿头、草莓、青梅、雷笋 6 个
中国特产之乡称号。

去年，奉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5.1%，
居宁波全市第二；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26.2%，居全市第一。撤市设区以
来，奉化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6个，新设
亿元以上企业113家。

前不久发布的奉化经济运行“期中成绩
单”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民间投资增
长49.6%、商品销售总额增长20.3%、住宿餐饮
业营业额增长19.5%，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这是奉化发展迈向质量更高、实现更大
跨越的生动诠释。

艰苦创业 “三次飞跃” 经济发展动力澎湃

今年 6 月，复旦科技园浙江创新中心在
奉化开园。中心将聚焦科研成果、孵化项目
的产业化和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重点导入
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
能等细分产业与科研机构。短短数月，中心
已引进注册企业57家。

科技争投，“奉”勇攀高！奉化加速实
施人才工程，打造“创新强区”，特别是近
年来，将创新作为引领倍速发展的第一动
力，通过实施科技领航计划，搭建科技金融
平台，优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等途径，为全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技引领和支撑。推动实体经济从“低
散乱”向产业聚集、产业集群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奉化智慧经济研究院、摩
米创新工场、赛伯乐众创空间、奉麓新材料

加速器等一批高能级研究机构、创新平台纷
纷落地。奉化以宁波轨道交通 3 号线奉化段
及通过金海路进一步延伸形成创新主轴，规
划建设了“3号科创大走廊”，引进共建“茗
山智谷”创新综合体，串联创新节点，加速
人才、技术、资本的融合裂变。

培育沃土，引才集智。撤市设区三年
来，奉化成为令人瞩目的投资、创业热土，
大型央企、知名民企、著名外企、国际中介
等纷至沓来，浙商回归热潮涌动，各类人才在

“最美桃花源”释放创业激情。去年全区人才
总量突破12万名。三年间，全区累计新增高端
人才团队 34 个、博士 48 人，同比分别增长
183%和 60%；引进国内外院士等顶尖人才 7
人，院士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仅去年，就全新
引进宁波锋成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宁波瑞

凌节能环保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等 3 家企业研
究院，共立项各级科技计划项目94项。

目前，奉化基本形成了以民营科技企业
为主体，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科研院所共
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气动元件、纺织服装
等传统特色产业加大技改投入，加速迭代升
级。总投资 15 亿元的启迪智能装备 （气动）
科技园建设正如火如荼，在滨海新区，比亚
迪新型电动叉车不到一年投产下线，一大批
智能制造、互联网高科技企业落户……

去年，奉化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4.7亿元，同比增长13.5%，连续两年保持10%
以上增长；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14 家、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浙江省高成长科
技企业19家，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不断为宁波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贡献力量。

科技领航 引才集智 “创新强区”迎风扬帆

“以前，县江上老惠政大桥是石砌墩台钢筋
混凝土桥梁，江两岸倒满垃圾。2000年，县江
治理工程启动，新惠政大桥六座金灿灿的歇山
式屋顶，成为奉化城的一道风景，两岸是清洁
美观的健康步道、宽阔的江滨大道和现代化的
高楼大厦”。

绿水青山不染尘，丛楼栉比岁时新。奉化
当地摄影家方亚琪数十年来用镜头记录县江、
惠政大桥的变化，而这一幕幕，正是奉化从昔
日小县城向现代都市迈进的真实写照。

撤市设区以来，奉化紧紧抓住宁波都市区
资源配置调整的机遇，在更大范围内承接转
移、更高水平上借势发展。近 3 年间，先后安
排 177 项区级重点工程实施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 312 亿元，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美丽城区、
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现代化
健康美丽新城区品质不断提升。

日前，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奉化区博物
馆建设工程已到收官阶段，不久将向公众开
放。这个由原热电厂车间改造的工业遗存博物
馆，将精心收藏“奉化记忆”。月初，城区中心
的原奉化体育场华丽转身，升级为凤山 （体
育） 公园，为市民提供一个运动、休闲的好去
处。

一大批城中村、城郊村、老旧小区得到有
机更新，行政服务中心、华侨豪生、华信国际、体
育馆等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城区“五横六纵”主
干路网架构基本形成。在城市周边，轨道交通 3
号线、机场快速路南延段等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融入宁波核心城区30分钟交通圈。

畅捷的交通网络拉进城乡距离，实现“县
域小交通”向“都市大交通”转变，推动城乡

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雪窦名山风景区、宁波滨
海旅游休闲区迎来八方游客，溪口镇列入省小
城市培育，莼湖、松岙成为省中心镇，涌现出
一大批集“路畅、水清、花香、村美”乡村风
情、传统文化于一身的中心村、景区村。全区
的省3A级景区村庄数量列宁波市第一。

奉化以 《奉化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2015
年-2025 年）》 为统领，坚持践行“两山理
论”，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青山绿水，生态环境
持续趋好、走在省市前列。

开展“五水共治”，治理空气污染，实施最
严格环保执法机制，实施美丽乡村、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和小城镇综合治理，提高人居环境
质量，激活生态经济发展。建设以四明山脉、
天台山余脉森林和山体为重点的绿色生态屏障
以及象山港蓝色海岸带生态屏障，打造“连
山、面海”生态安全格局。全区实现省级生态
镇 （街道） 全覆盖，创建国家级生态镇 5 个。
四年三夺省“五水共治”大禹鼎。

近年来，奉化将全域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来培育，恒大滨海健康旅游小镇、华侨城
运动小镇、“时光宁波”文旅小镇等旅游功能性
项目相继落地开工，全域发挥“旅游+”的拉
动力和融合力，推动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
深度融合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加速形成大旅游
发展格局。

雪窦山“中国五大佛教名山”“弥勒根本道
场”、奉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受到海内外
高度关注。奉化先后荣获全国首批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天
然氧吧等称号。去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239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15亿元。

品质提升 绿色发展
城乡面貌华丽“蝶变”

融入宁波都市区 喜看“三年大变样”

跨越赶超攀高担当 谱写山海蝶变新华章奉化

记者 余建文 奉化区委报道组 黄成峰 严世君 通讯员 李婷婷 供图 奉化区委宣传部

奉城新貌奉城新貌

小区晨韵小区晨韵

浪漫浪漫““桃花马桃花马””

传承传承““红帮精神红帮精神””智能化制造智能化制造

深化深化““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改革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