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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
守护千年古街有个

“美丽约定”
“一户一岗责任清，你我友好

来约定；美丽庭院人人爱，参与行
为要规范⋯⋯”这是鄞州区东吴镇
天童老街村民参与制定的 《美丽约
定》 中的部分内容。如今，一个个
集纳了村民们的建议和智慧的“村
规民约”正悄悄融入老街村民的生
活。

“ 我 们 将 每 季 度 一 次 评 选 出
‘扮靓老街最美户’，将老街村民的
庭院、门口植物扮靓情况进行评

比，奖励‘最美户’生活所需的小
物品。”东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奖代促，不断激发村民自觉扮靓
老街的积极性，以“小家美”带动

“大家美”，凝心合力共建文明家园。

奉化
背诵活动让村规民约

深入人心

7 月 29 日，为使村规民约更接
地气、推行更顺畅，奉化区大堰镇
充分挖掘本地连山文化、古村落文
化等乡土特色，编成群众喜闻乐
见、乡土气息浓厚的民谣、诗歌、

三句半等，用“养鱼治水一辈子”
“敬老爱老做孝子”等老百姓听得
懂的语言，来表达生态保护、尊老
爱幼等公序良俗。

大堰镇还持续开展村规民约背
诵活动，村里对背诵村规民约的村
民予以奖励，在全镇掀起了家家户
户背村规、老老少少诵民约的热
潮。不少村民发自内心地感叹，多
年来的村规民约背诵活动，让村规
民约真正“印”在老百姓的心中，成
了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余姚
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纳

入村规民约

7 月 30 日，余姚市临山镇邵家
丘村开展村规民约实践教育活动，
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召集网格长、
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讨论 2020 版
村规民约，并征求村民意见建议。
这一次，邵家丘村的村规民约新增
了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容，并首次将“垃圾分
类、人人参与”等内容纳入其中。

在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一份
特殊的村规民约让全体村民的心在
今年抗击疫情的特殊日子里紧紧连
在一起。疫情发生后，横坎头村召
开网上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

《横 坎 头 村 防 控 疫 情 临 时 村 规 民
约》。村民黄志尧说：“人人作示

范，带头不聚餐、不聚会，带头管
好身边人、身边事。”

慈溪
遵守村规民约给予积

分奖励

7 月 29 日，慈溪市长河镇垫桥
村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村规民约大
家谈”活动。大家围绕村规民约制
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主要内容等
展开讨论，参加活动的党员代表提
出要将“使用公筷、文明停车”等
写入村规民约。还有党员代表表
示，村规民约不仅要写在纸上、挂
在墙上，更应该融入村民的心里，
让村规民约发挥实效。

在慈溪市周巷镇天元村，“村
民积分制”成为践行村规民约的新
载体。遵守村规民约积分可兑现
金，今年春节期间，天元村村民领
到了总额 84 万元的红包。

“一年来，村规民约深入人心，
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善，村民文明
指数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村党总支
书记钱海明说，村里前年保洁支出
超过 31 万元，去年缩减了一半费
用；前年经司法所调解的村民纠纷
有 10 多起，去年没有发生一起。

我市广泛开展村规民约实践教育活动——

让乡风民风美起来

象山黄避岙乡高泥村开展村规民约教育实践活动，书法家为高泥村
村民书写家风家训。 （市文明办供图）

“上万令，我的家。”鄞州区邱隘镇 《上万令村村规民约》，以三字经的形式凝聚村民心

声；

宁海县下畈村把垃圾分类写入村规民约，让全体村民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道德庭、执约队、时间银行……奉化区大堰镇不断创设新载体，激活村规民约执行生命

力，让乡风文明荡漾在乡间田野。

近年来，我市广泛开展村规民约实践教育活动，通过“立约、传约、践约”，充分发挥

村规民约的道德自律作用，鼓励村民自主协商制定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

中，使其成为村民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动规范，推动乡风民风美起来。

村规民约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有力抓手，对提升村民的文明道
德素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农村落地生根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市各地结合时代发
展和村庄实际，不断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特别是《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有针对性地对村规民约相关
内容进行修订，更好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更加符合村民
共同利益的追求。注重发挥村民的
主体作用，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

（代表）会议等，充分听取民意、汇集
民智，使修订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
形成共识、扩大影响的过程，使村规
民约真正成为群众自我规范、自我
约束的行为准则。

如今，在我市许多村庄的村口、
文化礼堂、宣传栏、广场公园等醒目
位置，都公布张贴着村规民约，形成

村规民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浓厚
氛围。我市各地各村通过制作村规民
约宣传资料并发放到每家每户，及时做
好解释沟通工作，真正让村规民约家喻
户晓。利用道德讲堂、文体活动、文艺表
演等多种途径宣传、推广村规民约，引导
村民深入了解、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推动
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市各地各村还建立村规民约监
督执行机制，推举公道正派、信誉好、
威望高的村民代表组成村规民约监督
队，对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克服村规民约“软法偏软”现象。发挥
奖罚激励作用，定期向村民公布监督
执行情况，表彰模范执行典型，公布违
规违约行为处置结果，逐步形成“遵规
光荣、违规可耻”的良好风尚，让村规
民约在乡村治理中时时发挥作用、事
事能起作用，从而让乡村越来越美，让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让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记者 张昊

奉化区大堰镇后畈村举行村规民约背诵活动。（市文明办供图）

记者 张燕

从建筑工人到包工头，从“破
烂 王 ” 到 办 小 炼 钢 厂 ， 10 年 前 ，
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的胡克银想找
个高科技的好项目，以给后代留一
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同一年，曹贞虎从浙江大学
获 得 博 士 学 位 后 认 识 了 胡 克 银 ，
说掌握了一种高科技，能让玻璃
在通电后随着光线改变颜色，这
让胡克银找到了新方向。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开拓一个全新的领
域——电致变色材料及器件的研
发与制造。

祢若科技应运而生。
电致变色新材料产业是国家

“十三五”期间大力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制造业重点发
展领域。新型电致变色材料作为新
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绿色
建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发
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听到“电致变色材料”这个名
词，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它的应
用与我们的生活有不少联系，比如
有些汽车的后视镜就用上了这种材
料。

胡克银用一面汽车后视镜来演
示电致变色材料的特点：刚看到时
它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用一节 5
号电池和一根电线让它通电后，镜
面变暗了，呈灰黑色。“我们研发
的产品，就是能根据光线亮度提供

不同电压，镜子在不同电压下呈现
5%至 80%的反射率变化。”胡克银
介绍，很多司机在夜间行车时，如
果后车开了远光灯，灯光会让人睁
不开眼睛。如果后视镜用上电致变
色材料，一遇到强光，它的颜色就
会变成深色，司机就不会觉得刺
眼，大大提高了驾驶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

然而，在祢若科技进入电致变
色材料领域之前，美国一家公司已
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不仅占据
了汽车后视镜市场，还拥有了行业
话语权。全球绝大多数汽车主机
厂，采用后视镜的门槛之一是：这
种材料组合体经过 7 天高压蒸煮要
做到不渗水。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后视镜分成
三个部分：两片玻璃 （镜子），中
间注入电致变色材料，外面是一圈
框胶。如何让框胶在连续 7 天高压
蒸煮下做到不渗水，让曹贞虎伤透
了脑筋。他一边利用各种关系从美

国、日本、德国采购各种胶，一边
制作成器件进行测试。这样整整过
了 3 年，可是每试一次都是失败，
以至于实验失败的废品就有三四十
吨。

曹贞虎并没有放弃，既然找不
到现成的高分子胶，就自己来研
发。从早上 6 时到晚上 9 时，他把
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一周只休息一
天。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
败、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又经过
两年实验，祢若科技的产品终于通
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取得了相
关检测报告。

守得云开见月明。目前，祢
若科技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0 多
项，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 质 量 达 到 或 超 过 国 际 先 进 水
平，企业突破了窄边框、无边框
内镜及外镜难关，产品顺利进入
一汽、吉利、比亚迪、奇瑞、北
汽、长安、俄罗斯纳米等多家主
机厂。

祢若科技：玻璃“黑科技”
化危为机，金融“输血”
寻找宁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沙燚杉 海曙
区委报道组孙勇 记者陈朝霞）近
日，海曙区洞桥镇树桥村斐翔果蔬
专业合作社的 80 亩无花果迎来丰
收，8 万公斤的果实不仅通过传统商
超、采摘游等渠道销售，还通过与科
研院所合作延伸产业链，开发酵素、
果干等产品，做到了“丰产又丰收”。

“这是紫果，果肉细腻柔糯，口感
好、甜度高。”在田园里摸爬滚打了10
年的斐翔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
吉祥说，“我从不打农药，农残检测的
数值比国标低10倍。”据介绍，无花果
富含维生素、可溶性纤维和黄体酮
等，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但果季较短、鲜果不易保存，传统的
销售方式往往伴随着大量浪费。

为减少浪费，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罗吉祥与浙江省农科院合作研发一款
无花果酵素并成功申请专利，他说：“鲜
果制作的酵素口碑好，前两天余姚三
七市镇的一个客户又订了100件。”

海曙地产无花果“丰产又丰收”

农户在采摘无
花果。

（沙燚杉 摄）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 委 报 道 组 蒋攀 通 讯 员 张峻
源） 近日，贵州晴隆县光照镇工
厂 化 养 殖 的 南 美 白 对 虾 起 捕 上
市，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煞是
喜人，不仅将为当地群众带来可
观的土地流转金、劳动酬金和入
股红金“三金”收入，也丰富了
当地市民的菜篮子。公司负责人
告 诉 记 者 ， 今 年 预 计 投 放 虾 苗
1800 万 尾 ， 按 60% 成 活 率 计 算 ，
南美白对虾产量在 13.5 万公斤左
右 。 当 地 市 场 平 均 价 每 公 斤 70
元，可实现产值近千万元。

晴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贵州省深度贫困县，宁海县
持续开展“造血式”帮扶，通过

项 目 援 建 、 技 术 培 训 等 方 式 ，
组 织 浙 商 到 晴 隆 投 资 兴 业 ， 打
好 “ 产 业 牌 ”， 有 效 实 现 精 准 脱
贫 。 今 年 ， 位 于 晴 隆 光 照 镇 孟
寨 村 的 南 美 白 对 虾 养 殖 建 设 项
目 被 列 为 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对 口
帮扶项目。

据 介 绍 ， 南 美 白 对 虾工厂化
养殖基地面积 68 亩，已吸纳当地
12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学习
养殖技术。受疫情影响，今年南
美白对虾放苗和试养时间有所推
迟，贵州甬宁发展有限公司在宁
海县农业农村局及水产养殖专家
团 队 专 人 负 责 定 点 跟 踪 的 帮 扶
下，克服技术、资源、环境、管
理 等 方 面 困 难 ， 边 建 设 边 试 养 ，
边摸索边总结，攻克了海水养殖
转向淡水养殖的技术难关，养殖
获 得 成 功 。 第 一 批 起 捕 的 450 公
斤南美白对虾以每公斤 70 元的价
格销往黔西南州兴义市场。

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项目

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
在晴隆获成功

【上接第1版】
“我们家现在的房子是爷爷盖

的，已经 40 年了，一间半房子里
住 8 口 人 ， 太 拥 挤 了 。” 罗 泽 奎
说，“这几年在宁波攒了些钱，去
年我们已经把欠人家的钱还上了，
今年想回家建新房。”

虽 在 异 乡 ， 但 罗 泽 奎 没 有
感 到 丝 毫 孤 独 。 收 工 后 ， 罗 泽
奎 经 常 和 老 婆 孩 子 在 果 园 里 散
步 。 钱 包 一 天 天 鼓 起 来 ， 孩 子
一 天 天 成 长 ， 幸 福 感 时 时 围 绕
着罗泽奎。

此心安处即吾乡。但在罗泽奎
心中，还是经常泛起“涟漪”。“我
也要回家乡建一个‘金果园’，不
但自己要在地里刨出‘金疙瘩’，
还要让乡亲们捧上‘金饭碗’。”罗
泽奎说，要把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带

回贵州，发展精品农业，“今年年
底，我想回家做土壤微量元素测
定，指标合适的话，我计划把水
果番茄作为第一个落户家乡的品
种。”

在金果园，有 3 户来自普安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全部“摘
帽”。

“今年以来，镇海区通过扶贫
劳务协作，帮助 301 名普安籍务工
人员在镇海稳岗就业，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 206 名。”镇海区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该区积
极吸纳普安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来镇
海就业，他们中有部分人已在镇海
工作 1 年以上，拥有稳定的工作，
成为“新镇海人”，通过增收入、
学技能，不但过上了新生活，还有
了新梦想。

“我也要回家乡建个金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