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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李惠红） 到 2025 年，全市服务业
增加值力争达到 1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2%；到 2025 年，宁波口
岸贸易规模要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物 流 总 费 用 占 GDP 比 重 持 续 降
低，金融业总资产实现翻番，牢固
确立长三角南翼服务业中心地位
⋯⋯近日，市委、市政府出台 《实
施“3433”服务业倍增发展行动方
案》，要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机遇，促进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
推进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去年，宁波经济总量在全国
城市中的排名从第 15 位上升到第
12 位，服务业是其中的“第一功
臣”，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4.2% ，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49.1% ，
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实施服
务业倍增发展行动，核心是做强现
代贸易、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三
大 5 万亿级产业，做优文化创意、
旅游休闲、科技及软件信息、商务
服务等四大 5000 亿级产业，做精
餐饮服务、健康养老、房地产租赁
和物业服务等三大 500 亿级产业，
做深运动健身、高端培训、家庭服
务等三个细分产业。”市服务业局
负责人说。

做强宁波服务业的“硬核”力
量 。《行 动 方 案》 提 出 ，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和
国际油气资源配置中心，全市商品
销售总额超过 5 万亿元；基本建成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物流总
费 用 占 GDP 比 重 下 降 3 个 百 分
点，物流业营业收入超过 5 万亿
元；基本建成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
验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基本
形成长三角南翼区域性金融中心，
金融业总资产达到 6 万亿元。

抢抓疫情催生的线上经济发展
新机遇。今年以来，我市线上服务
业实现逆势增长，前两个月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限上零售增幅为近年
来较高水平。《行动方案》 提出，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中国软件名城”和国际
性休闲旅游目的地，科技及软件信
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 4500
亿元。同时，建设专业化、多元
化、广覆盖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做深运动健身、高端培训等细
分产业，在补短板强弱项中提高市
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新发展理
念，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服务
业提质增效、倍增发展为目标，着
力构建以‘3433’为重点的现代服
务经济体系。”市服务业局负责人
表示。

让服务业成
“宁波号”新引擎

服务业倍增发展行动方案出炉，
力争2025年增加值达1万亿元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 勇当“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
本报讯 （记者朱宇） 昨日下

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就我市下
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主持。

郑栅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更有力措施抓

实抓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郑栅洁强调，当前我市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向好，但基础还比较薄
弱，风险隐患还比较多，我们决不
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一要统筹兼
顾。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
的复杂严峻形势，清醒看到安全风
险与疫情叠加带来的双重挑战，切
实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坚决避免复
工复产过程中带来的安全事故和本

地病例，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事
故，坚决避免因灾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二要务实戒虚。要坚决纠治安
全生产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杜绝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
落实文件、以台账代替现场、以罚
款代替整改等问题，确保每个环节
的工作都扎扎实实、严严实实。要
完善安全监管闭环，严格制度执
行，加强检查督促，狠抓执法执
纪，强化警示教育，真正沉下去把
各项工作做细致、做到位，确保安
全生产水平逐步提升。三要标本兼
治。要把安全生产纳入市域治理现

代化的总体布局，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
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应急救援体
系、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持续提升
基础保障、专业监管、应急处置的
能力。要充分发挥全科网格的作
用，健全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的工
作机制，真正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源
头、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督促
企业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
设施，落实安全生产规范，加强员
工教育培训，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郑栅洁主持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上
午，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组织
委员围绕“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主题与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
商交流。市政协主席杨戌标强调，
抓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事关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要立
足稳价保供，提振农户信心，正确处
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应
时应势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健康高质
量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市政协党组书记徐宇宁，林静
国、张明华、崔秀玲、郁伟年、陈
安平、陈为能、叶双猛、叶正波及
陈文祥出席，卞吉安应邀参加。

朱红霞等 8 位委员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事
关市民“米袋子”“菜篮子”和农民的

“钱袋子”，意义重大。委员们从推进
机制探索、强化要素保障、重视疫情
防控、加强畜牧兽医队伍建设等方

面提出很多务实有效的意见建议。
杨戌标指出，“猪粮安天下”，

生猪和粮食一样，是一种基础产
品、战略产品，更是主要的“菜篮
子”产品，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高
度相关。要加快推进转型升级，不
断完善产业体系建设，实现生猪产
业规模化、生态化、专业化。要完
善高质量的生猪生产体系，在优化
区域结构和主体结构上做文章，引
导生猪养殖区“上山、下海、进基

地”，并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
化的大型生猪良种创新型企业，全
面提升我市生猪核心育种、制种、
供种能力。要完善高质量的防疫服
务体系，加快畜牧兽医机构改革，
大力探索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并
制定实施切合实际的“非洲猪瘟应
急方案”。要完善高质量的政策保
障体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落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完善高
质量的环境管控体系，加大技改投
入，着力构建“主体小循环、区域中
循环、县域大循环”绿色发展模式。
要完善高质量的产业融合体系，加
快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形成养殖与
屠宰加工相匹配的产业格局。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我市
生猪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市财政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
局、商务局等部门负责人与委员们
进行了恳谈交流。

稳价保供提信心
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 杨戌标徐宇宁出席

科普抗疫知识、专业针灸按
摩、线上线下健康咨询……昨天，
宁波公交集团下属镇海公司邀请上
海中医健康咨询师开展“健康服务
送一线”活动。连日来，多位中医
师在公交集团上车间、进班组，传
授驾驶员健康知识、实用技巧。

（徐能 董美巧 摄）

健康服务
送一线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王
文娜）“这里真美。”昨天早上，长
跑爱好者赵杰脸上微微渗着汗，在
院士公园河边慢跑。现在，每天在
市区 127 条河道边慢跑散步，成了
市民一天中的惬意时光。

记者昨日从市河道管理中心获
悉，市河道管理中心通过建立水面
保洁、河道堤防管护工作机制和
三江干流 1653 万平方米的水域实
施 每 日 6 小 时 保 洁 制 等 措 施 以
来 ， 目 前 全 市 已 有 127 条 河 道 约
230 万平方米的水域水质得到全面

提升，打造“清水自流”的幸福河
目标。

去年 4 月，经机构整合，我市
组建了市河道管理中心，从原来的
三江河道及城区内河扩大到全市所
有河道、湖泊。辖内管理的水域面
积从约 45 平方公里扩大到 275 平方
公里，河道总长超过 1 万公里。面
对管理范围的重大突破，市河道管
理中心结合“五水共治”“污水零
直排”等专项行动，开展河道各类
巡查、检查 261 次，拆除姚江 3 处
渔舍，面积达 200 平方米，强制清

理甬新河边上 20 余处违规搭建的
简易亲水平台，拆除一条 30 多米
长的阻水施工围堰。

“为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治
水带来的幸福感，我们围绕‘水清
流畅景美’下功夫，不断深化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市河道管理中
心负责人说，目前已实施镇乡水环
境整治项目 4 个，村庄水环境整治
项目 40 个，河湖库塘清淤 346 万立
方米，全市有 15 条河道去年获评
省级“美丽河湖”。

我市河道属地管理涉及范围点

多面广，眼下，为巩固此前的整治
成果，努力打造造福人民幸福河的
样板，市河道管理中心除了积极推
进姚江、甬新河美丽河湖创建之
外，还开展渣土泥浆专项执法检查
10 余次，核查沿江 4 处码头渣土泥
浆 运 输 船 只 运 行 轨 迹 7000 余 次 ，
并完成 17 个点位视频监控安装和
首 批 61 块 电 子 船 名 牌 制 作 和 安
装，推进渣土泥浆技术监管项目，
使姚江、甬新河两条河道均以高分
通过省美丽河湖创建，努力建设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道。

127条河道水质全面提升

我市努力打造“水清流畅景美”幸福河道

本报讯（记者单玉紫枫 通讯
员董笔峰 许翀）“多年来，宁波
华茂与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贸易合
作关系，他们的产品质量很好，从
未收到任何投诉。”前几天，听说
宁波上线了网交会平台，古巴客户
Ana Marilyn 趁势又下了一笔 23 万
美元的婴儿用品订单。她说，尽管
疫情给大家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双
方的合作仍将持续稳定进行。

昨天下午，宁波海关发布数据
显示，3 月份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

693.8 亿元，同比增长 10.4%，实现
贸 易 顺 差 149.6 亿 元 。 在 此 带 动
下，一季度宁波外贸总额达 1842.2
亿元，同比下降 10.3%，较前两月
降幅收窄 9 个百分点。

其中，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
业作为全市外贸“主力军”，3 月实现
进出口额 458.6 亿元和 180.1 亿元，
分别增长 10.9%和 9.5%，两者合计占
同期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92.1%。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
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

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善于从眼
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
造机遇。”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为支持宁波外贸企业渡过难关，我
市今年先后出台了“稳外贸 12 条”

“稳外贸新 10 条”等政策。在此引
领下，广大外贸企业积极把握国内
疫情形势向好的时机，把复工复产
过程变成转型升级的过程。以口罩
产量为例，我市已从最紧缺时期的
日产 70 万个，增至目前的日产 2700
万个， 【下转第6版】

宁波外贸应对疫情“大考”韧性十足

3月份进出口额逆势同比增长10.4%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崔小
明） 突出重点、资源倾斜、深入创
新、正向激励⋯⋯昨日，记者从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继 2 月 20 日
出台支持文旅企业纾困解难 10 条
实施细则后，该局联合人行宁波市
中心支行、市财政局，再推出 14
条政策措施，全面支持国家文化与
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和文旅企业复
工复产。

去年 12 月，宁波获批创建国
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疫情发
生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建立重点
文旅企业名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

“一企一策”帮扶。新出台的政策
将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
旅行社、景区景点、民宿酒店、演
艺娱乐、动漫游戏等企业和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积极为在建、续建各
类旅游基础设施、文旅融合项目、
优质文旅产业项目和文旅大平台等
提供资金支持。

此次，我市相关部门积极鼓励
各金融机构向上争取信贷资源，单
列信贷计划，力争 2020 年全市文

化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支持星级饭店、A 级景区和符
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中长期企业债
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通过各类债
务融资工具融资。此外，还将加大
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力度，优
先支持单笔 500 万元以下文旅企业
票据办理再贴现。

市相关部门还将通过多项措施
帮助文旅企业降本减费。今年 6 月
30 日前，我市金融机构将针对文旅
企业轻资产特点，大力推广股权、著
作权、商标权、景区经营权、应收账
款等新型质押融资业务；实施临时
延期还本付息措施，将符合条件、受
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微文旅企业和重
点文旅项目到期本金和贷款利率归
还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
受疫情影响的非公文旅企业 2020
年 2 月 16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的新增
贷款给予贴息支持，贴息期限不超
过 3 个月。此外，市财政局还将积
极推动文化产业信贷风险池建设，
统筹财政专项资金向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文旅企业倾斜。

文旅复苏再迎金融“硬核”支持

“14条”全力提升
文化贷款增速

我市公共图书馆
进入免押金时代

让使用公筷成为
“文明宁波”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