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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南疆，山河远阔，大
漠如雪。

在库车县齐满镇甬库团结村，
新婚不久的艾合拜尔·托乎提搬进
了新家，终于不用再和父母挤在低
矮破旧的土房子里了。“多亏宁波
干部，让我们住进了全县城最漂亮
的 新 房 子 ， 还 可 以 在 家 门 口 挣
钱。”村里，56 套颇具维吾尔族风
情的富民安居房，在延绵不断的天
山映衬下越发亮丽。

宁波与库车，相隔万里，却因
对口援疆千山万水，走近彼此。

对口援疆，民生为先。三年
来，宁波在第九批对口援疆工作
中，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部署，坚持“支援库车就是发展
宁波”的援疆理念，始终把改善民
生放在优先位置，超过八成的资金
用在民生领域。在 73 个对口援疆
项目中，民生项目占八成，最大限
度惠及库车各族群众。

从“富民安居”到“乡
村振兴”

在库车，如果问莫玛铁热克
村在哪里，也许不少人会说不知

道，但如果问甬库团结村，几乎无
人不晓。去年以来，这个村庄成为
全国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并获评
国家 3A 级景区，成了“网红村”。

穿过一条条杨树落叶堆积的小
路，宽阔的主干道、红顶白墙的房
屋让人眼前一亮，甬库团结村到
了。看到采访组，迎面而来的村民
买买提热情地打起了招呼：“亚克
西 （好）！亚克西！”

甬库团结村，原名莫玛铁热克
村，意为“一棵树”，是库车县为
数不多的多民族聚居村庄，约三分
之二村民是维吾尔族，其余的主要
是汉族， 【下转第5版①】

万 里 为 邻 心 相 知
——宁波对口援疆工作一线纪行·民生篇

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2010 年新一
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宁波对口
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坚
持“输血”与“造血”、“硬件”
与“软件”、“扶志”与“扶智”
相结合，努力推动库车跨越式发
展，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对口援疆
的“宁波经验”。明年 1 月，我
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将圆满完成为
期三年的援疆任务。今起，本报
推出系列报道，讲述对口援疆的

“宁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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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流金，万物呼晴。
这些天，镇海金果园蔬果专业合作社迎来丰

收，红美人柑橘、人参果等“明星”齐登场，而
水果玉米当仁不让地成为“形象担当”。“水果玉
米甜度在 14 度左右，口感水润鲜甜，拥有很多

‘粉丝’。”合作社负责人杨乾雄说。
水果玉米 10 元一枚、水果番茄最高价 136 元

一公斤、阳光玫瑰葡萄论粒卖，瞄准市场需求开
发高端产品，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今年，水果
玉米的销量有望超过 55 万枚，亩收益最高超过 5
万元。”杨乾雄介绍。

“镇蜜”品牌的水果番茄是镇海农业的“金
名片”，也是城市居民的“新宠”。“4 元一公斤的
普通番茄卖不掉，20 元一公斤的水果番茄却不愁
卖。经过十年培育，水果番茄已成为镇海农民的
致富果。”镇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国伟说。

产业强，农民的口袋才能鼓起来。城乡融合
进程中，产业振兴是关键，也是难点。“难就难
在长久以来资源要素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缺
少现代产业的乡村，村强民富就是无本之木。”
有关专家说。近年来，我市推动人才、资本、技
术等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在农村推广效
益农业、发展旅游产业、培育现代工业，以高质
量的产业发展推动高质量的城乡融合。

质量兴农，点石成金。“我市坚定不移地发
展绿色都市农业，破解之前存在的‘产业链短、
营销力弱、价格低廉’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和种业管理处处长贾红军说，农业增收的
着力点已从增产转为提质。

余姚临山镇成立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统
一技术标准、农资供应，出产的精益葡萄售价比
市场价高出一倍；慈溪坎墩大学生农创园里，由
知识“武装”的新型职业农民引进新品种、应用新技术，亩均产出比普通
农户高 30%以上；海曙天胜四不用农场，融体验式旅游、养生美食于一
体，跻身我国六大区域现代生态农业模式⋯⋯打造新平台、培育新主体、
探索新模式，效益农业的路子越走越宽。

除了能刨出“金疙瘩”的土地，绿水青山也是农村的重要资源。但如
果缺乏精准“滴灌”，绿水青山成不了金山银山。

象山茅洋乡白岩下村党支部书记胡凯就遇到过这样的烦恼。白岩下村
坐拥山海资源，多年前就想建观光栈道。“当时一没运营人才，二没稳定
客流，三没配套设施，建了也是亏钱。”胡凯说。转机出现在 2016 年，那
一年，茅洋成为我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政府建设了游客集散中心，
组建了旅游公司，引进了运营团队。白岩下村村民 2018 年众筹 280 万元建
设玻璃栈道，当年收回投资并盈利 150 万元。

旅游运营所需的资源从无到有、从分散走向集聚，受益的不仅仅是白
岩下村，一村一特色，村村发展旅游，茅洋以旅游业为纽带推动全域一体
化发展。去年，该乡接待游客 86.51 万人次，直接旅游收入 9936 万元。

新业态孕育新动能。近些年，精品民宿、乡村茶吧等在我市风生水
起，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就此打开，农民薪金、租金、股金多
元增收的格局已具雏形。今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54 元，同比增长 9.4%。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镇“龙头”挺起来，“龙身”才能舞起来。
企业搬进来、人口聚起来、产业强起来，这些年，我市通过建设小微产业

园，改变块状经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散乱状况，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发展新兴工业、文化创意等产业，农村居民向
高层次行业、高收入岗位转移就业。我市还将城郊十园作为城乡形态重构、
要素集聚的新载体，加快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

日前，江北膜幻动力小镇通过省级特色小镇验收，成为省级 2018 年
度特色小镇“亩均效益”领跑者。这片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几年间便
崛起为高新产业的集聚区。“目前，小镇已落户上市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10
家，并成功创建国内首个以膜工业科技为主题
的 3A 景区。”江北区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在象山新桥镇，象山影视城“剧组扎堆、
天天开机”，已是国内最火的拍摄基地和影视制
作中心之一，同时成为文化旅游胜地，周边 230
余家客栈 7000 多个床位生意火爆。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旺则百业旺。城与
乡以产业为纽带携手发展，却又各美其美，成
为城乡融合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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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昊）“原来一
桌 3000 元，现在 800 元；原来大吃
两三餐，现在就一餐；原来人情钱成
千上万元，现在最多 800 元⋯⋯”最
近，象山县墙头镇方家岙村党支部
书记欧昌伍谈起前阵子村里一对新
人婚礼简办的场景，感触颇深，“要
是像以前那样大操大办，不知道要
浪费多少钱。可以说婚丧事简办新
办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象山县从 2016 年起正式推行
婚丧礼俗整治工作，破除陈规陋
习，树立文明新风。全县 3 万名党
员和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签订
承诺书，严格依纪依规简办婚丧
事，不送、不收非亲人员礼金，杜

绝燃放烟花爆竹、鸣放电子礼炮和
纸礼炮等扰民行为，不搞封建迷信
活动，以移风易俗涵育乡风文明。

“你办我办大家办，工资全交人
情债”“一场人情一月薪，一桌酒宴
三分弃”。在曾经“人情如山”的象
山，要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绝非易
事。这其中，党员干部起到了关键的
示范引领作用。公职人员、基层党员
和“两代表一委员”等率先执行“双
报告”制度，公开酒席规模、宴请对
象、操办时间、车队乐队规模等，主
动接受组织审核和群众监督。

欧昌伍清楚地记得：新规实施
之初，镇里一名党员干部的亲人去
世出殡。“一路上丧葬队伍每人拿
一朵白菊花，没有烟花爆竹，也没
有花圈白帽，更没有敲敲打打。这
给很多村民树立了榜样，也给婚丧
礼俗的整治开了一个好头。”

【下转第5版②】

象山移风易俗“移”出文明新风尚——

婚丧礼俗整治三年多来
节省近32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张
华容）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宁波市场主体连续 3 年
年增量超过 15 万户，达到 100.52
万户，迈入市场主体超百万户城市
行列。这表明我市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
力。

统 计 显 示 ， 全 市 已 有 企 业
41.27 万 户 、 个 体 工 商 户 58.79 万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0.46 万户，合
计 100.52 万户，较 2014 年商事制
度改革之前增长了 76%。目前全市
日均新设市场主体 506 户，较改革
前增长了 75%。这意味着全市每 20
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每 8 个人中
就有一个老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

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
力。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突破，
坚持深化落实“放管服”“最多跑
一次”和商事制度改革等，不断降
低企业进入门槛，提升政务服务简
化流程，出台政策扶持释放红利，
有效激发了创业创新的热情。

市场主体结构不断优化，企业
比重逐年提高，占全市市场主体总
量的 41.1%，较商事制度改革前提
高 了 6.2 个 百 分 点 。 在 所 有 企 业
中，公司制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

有近 85%，企业现代化治理理念深
入人心。

民营经济持续活跃，截至目
前，全市实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96.7 万户，占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的
96.2%，实有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 总 量 分 别 排 在 全 省 第 2 和 第 4
位。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 63%的地
区生产总值、62%的财政收入，提
供了 85%的就业岗位，吸纳就业人
口 450 万名，全市 95%的上市公司
和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95%

的研发经费来自民营企业。
百万市场主体行业构成更加合

理，高质量发展态势明显。首先服
务业快速兴起。全市三次产业实有
企业数分别为 0.4 万户、12.6 万户
和 27.9 万户，较党的十八大前分别
增 长 了 47.1% 、 42.4% 和 157.9% 。
第二产业中制造业仍占主导地位，
达 到 10.4 万 户 。 近 几 年 ， 随 着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等重
大举措的推行，制造企业高质量发
展转型加速，成效显现。

连续3年年增量超过15万户

宁波市场主体突破100万户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上
午，市政协主席杨戌标赴宁海人大
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群众活动。他
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是当前一项极为重要而紧
迫的政治任务。要抓紧抓实抓好，
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加快四中全会精神在宁波
落到实处，努力高水平高质量推进
市域治理现代化。

杨戌标一行来到跃龙街道人大
代表联络站，听取宁海县有关社会
治理方面的情况介绍，以及市县两
级人大代表就依法文明施工、村务
公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方
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杨戌标称赞宁
海县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有特色、有
亮点、有实效，代表建议上接天
线、下接民意，可操作性强。希望

不断总结提炼，开拓创新，为推进
宁波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宁海
样板、宁海经验。随后，杨戌标简
要宣讲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杨戌标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着
力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的热潮，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四中
全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贴
近实际抓学习，结合“三服务”活
动，进一步搞清楚治理中的问题在

哪里、短板在哪里、群众的意见在
哪里，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结合
理论中把学习引向深入。要在宣传
引领上下功夫，切实发挥人大代表
社会影响大、代表性强、联系面广
的优势，通过各种形式，着力做好
四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引导、政策解
读等方面工作，传递好声音，唱响
主旋律，切实团结引导广大群众把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四中全会提
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努力营造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浓厚氛围。要

在深化实践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权
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
转灵活的市域治理体系。深化推进
基层“三治融合”，切实让人民群
众成为治理现代化的直接参与者、
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

杨戌标强调，人大代表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查实情、摸堵点，挖根源、谋
良策，为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作出
应有的贡献。

林静国及陈文祥参加。

杨戌标进宁海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群众活动时强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 昨日，宁波市劳模工匠协会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
宋越舜在会上强调，劳模工匠是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希
望广大劳模工匠勇于担当时代使命，
更加奋发进取、实干拼搏、敢于创
造，用劳动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最美
篇章，用奋斗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
卓越风采。翁鲁敏参加会议。

宋越舜指出，全市劳模工匠要
坚持引领引导，在听党话跟党走上
当好表率，带头学懂弄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要学习领会最近召开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主动引领身边的职工
群众增进对党的情感认同、政治认
同，永葆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要
坚持争先争优，在助发展建新功上
当好表率，积极开展技术“传帮
带”，带动职工群众投身“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225”外贸
双万亿行动生动实践，为我市建设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

大军作出贡献。要坚持向善向上，
在讲文明促和谐上当好表率，自觉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以实际行动汇聚社会和谐
稳定的正能量。

宋越舜强调，各级工会要充分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健全
劳模工匠的培养、选树、管理的制度

机制，为劳模工匠发挥作用创造良
好环境。要广泛宣传劳模工匠的先
进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劳
模工匠、崇尚劳动创造的良好氛围。

会上选举产生了市劳模工匠协
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长、副会
长和秘书长，并进行了 28 家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授牌、宣读倡议书
等活动。

市劳模工匠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宋越舜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印晨瑶

“现在是枯水期。夏天，这里
的漂流项目相当红火。光靠这个项
目，几个村子的集体经济年收入至
少可以各增加 2 万元。”深秋的暖
阳下，沿着金溪河一路向前，奉化
区西坞街道组织委员竺韬韬细数着

“金溪五村”的“前世今生”。
绵延 6 公里的金溪河沿岸，分

布着雷山村、蒋家池头村、金峨
村、税务场村、余家坝村 5 个村
庄。虽说同饮一江水，沾着亲、带
着故，但乡村振兴的故事是“一山
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有的村子“领头雁”给力，班

子过硬，依靠花木产业，集体经济
年收入上百万元，家家户户住上了
小洋房；有的村子则背着数十万元
的债务，村庄发展没思路也没动力，
村容村貌还和几十年前一个样⋯⋯

事 情 从 2015 年 起 有 了 变 化 。
那一年，金溪河边 5 个村子组建了
宁波首个区域党建联合体，针对当
前农村跨村治理运转机制不畅、发
展资源融合能力不强等问题，通过
建立长效机制抱团发展，以红色党
建引领绿色发展，帮助后进村走出

“恶性循环”。

“过去，后进村‘先天不足’，
缺资金、缺办法，更缺人才、缺思
路，乡村振兴举步维艰。现在，有
了党建联合体，区域内部以党建为
纽带，有事一起商量，发展一起谋
划，强村带动弱村。”竺韬韬说。

金溪河的源头在雷山村，由 3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仅 1 万元，在奉化建制村中垫
底。上任不久的“80 后”村支部
书记陈四海，见过世面头脑活，但
是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还是让他
直犯怵。 【下转第5版③】

区域党建联合体，为乡村振兴增强内生动力

扫码看更多报道

■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
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规划》从5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夯实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
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
力；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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