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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无论是居民小区、办公大楼，
还是步行街和商圈，一抹“搭把手
蓝”，已经成为宁波再生资源回收
体 系 最 闪 亮 的 名 片 。 截 至 目 前 ，
全市已有 2100 余个“搭把手”回
收站点“落户”在各个角落，一
年 间 累 计 回 收 可 回 收 物 10 万吨，
减少垃圾收运处置费用约 1600 万
元。

“平时的快递包装盒、饮料瓶
攒一攒，然后一起丢到那个回收
箱里，还能赚点资源币，我们左
邻右舍都是这么做的。”北仑区新
碶街道大港新村的王阿姨告诉记
者。

据统计，去年以来，北仑区新
碶街道成为全市“搭把手”平台资
源币获得数量最高的街道，累计总
量 超 过 60 万 个 ， 江 北 区 庄 桥 街
道、高新区梅墟街道、镇海区骆驼

街道等紧随其后，资源币获得总量
均超过 30 万个。

在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资
源币获得数量排行榜中，鄞州中学
遥遥领先。自去年 5 月至今，全校
师生从这台蓝色“大家伙”中，一
共获取了 1 万余个资源币用作班
费。

宁波市政府、海曙古林新江
厦、江北绿地·海外滩花苑的“搭
把手”回收站，则成为全市热度最
高的投放点位，其中一台自助机回
收 再 生 资 源 价 值 超 4 万 个 资 源
币。全市资源币拥有数量最多的罗
女士，累计获得量超过 5300 个。

眼下，“搭把手”回收的热度

还在不断攀升。据市供销社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在受疫情影
响、“搭把手”回收站点数量仅增
长 1%的情况下，“搭把手”注册用
户迎来了 76%的巨幅增长，智能回
收箱日回收量从去年底的 30 吨，
跃升至目前的 60 吨。

“目前，‘搭把手’平台的注册
用户已经超过 61 万户，服务居民
200 多万人。平台回收的 10 万吨可
回收物中，‘破烂王’不收的碎玻
璃、包装塑料、旧衣物等低值可回
收物占比在 60%以上，实现了再生
资源的‘兜底’回收。”宁波供销
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全民参与，为再生资源回收“搭把手”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垃圾分类一年间

记者 汤丹文

昨日下午，宁波市第二十届
少儿服饰文化节的少儿模特大赛
完 成 了 决 赛 阶 段 的 现 场 视 频 录
制。尽管受疫情影响，本次文化
节大大缩小了规模，许多活动也
在 线 上 完 成 ， 这 个 宁 波 孩 子 们

“五彩霓裳”的盛典还是迎来了 20
周岁的生日。

宁波的少儿服饰文化节萌芽
于上个世纪末。当时，我市提出
了打造服装大市、服装强市的目
标 ， 宁 波 国 际 服 装 节 应 运 而 生 。
在宁波建设服装之都浓郁的氛围
下，市青少年宫开展了 《七彩童
年》 和 《多么秀》 等少儿模特展
示活动。2001 年，在少儿模特比
赛的基础上，市青少年宫全新打
造了一个青少年时尚公益文化活
动品牌，那就是“少儿服饰文化
节”。

宁波市青少年宫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举办市少儿服饰文化
节的初衷，是为了给当时的青少
年参与宁波的服饰文化活动搭建
一 个 平 台 。“ 服 务 公 益 、 活 动 育
人、奉献社会”一直是少儿服饰

文化节组织者坚持的宗旨。
2006 年，宁波市少儿服饰文

化节升格为中国少儿服饰文化周
并一连举办了五届，少儿服饰文
化节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记 者 了 解 到 ， 最 辉 煌 的 一
年，宁波各区县 （市） 参加市少

儿服饰文化节海选的青少年多达
6000 人，光是在阳光广场参加决
赛的选手就有上千人。少儿服饰
文化节受到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广
泛关注。

在第九届市少儿服饰文化节
中，组织者采用网络报名和网络

投票初选的方式开展了一次网络
宝贝大赛，吸引了近千名不同年
龄 、 不 同 地 区 的 “ 宝 宝 ” 参 加 。
个别“宝宝”的投票数甚至在十
万票以上。

毫不夸张地说，市少儿服饰
文化节已然成为金秋十月宁波青
少年的一个时尚节日，它也获得
了全国“为孩子鼓掌”主题活动
最 佳 活 动 奖 和 共 青 团 浙 江 省 委

“五个一”工程奖。
一个少儿的服饰文化节为什

么能坚持 20 年？其中最关键的是
摸准了青少年喜欢追求新奇、独
特和美的事物的心理。

市少儿服饰文化节通过模特
走秀、PK 环节、创意 DIY、艺术
造 型 等 时 尚 活 动 ， 让 孩 子 们

“靓”起来、“炫”起来、“酷”起
来 ， 更 让 他 们 有 机 会 去 表 现 美 、
创造美、感悟美。

每年的市少儿服饰文化节都
有一个 主 题 ，这 也 让 孩 子 们 受 到
了 潜 移 默 化 的 教 育 。像 今 年 因 为
疫 情 ，主 办 者 主 打“ 绿 动 中 国 、守
护生命”。去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 年 ，“ 华 夏 追 梦 人 ”就 成 了 主
题。

记者了解到，市少儿服饰文
化节只是市青少年宫每年举办 200
多 项 公 益 活 动 中 的 一 个 重 头 戏 。
每年，全市青少年到市青少年宫
参与各类培训有 4 万多人次，参与
青少年宫主办的各类活动的有 20
多万人次。

这个宁波孩子自己的“服装节”
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

今年市少儿服饰文化节的主题是“绿动中国、守护生命”。
（汤丹文 摄）

本报讯（记者黄程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郑敏） 在江
北姚江数字经济创新区的宁波柯力
工业物联网研发中心 （柯力物联网
大厦） 日前投用。作为全市首个竣
工的工业物联网研发中心，该中
心目前已签约入驻物联网相关企
业 30 家，入驻企业将携手打造集
物联网硬件产品研发与制造、软
件开发集成与服务、平台运营服
务、应用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

“江北正以宁波文创港和宁波
电商经济创新园区为重点，着力推
进甬江数字经济创新区和姚江数字
经济创新区建设，打造‘两区多

点’数字江北智慧生态圈。”江北
区相关负责人说。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是姚江
数字经济创新区的“园中园”，近
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该园区集
聚了大批智慧供应链等新兴产业企
业，促进港航物流、金融科技、信
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发展，已入驻
企业 1.2 万多家，其中 4 个产业销
售额已超百亿元。

在甬江数字经济创新区，宁波
文创港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阵
地。文创港按照“文创为先导、科
创为主导”的方向，重点引进了滴
滴出行、字节跳动、颐高等一批文
创科创类头部企业。目前，宁波文

创港客厅已签约入驻企业 21 家，
出租率达 90%。

甬江街道携手捷创技术、威讯
软件等本土领先软件信息企业打造
的甬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外滩街道
持续培育打造的北斗数据中心和周
成虎院士地理空间信息项目，庄桥
街道的锐创数字智造科技园，文教
街道的宁波北岸数字人力产业园
⋯⋯在姚江、甬江两条数字经济集
聚带之外，江北还有多个数字经济
发展功能区多点开花。

在“两区多点”数字智慧生态
圈的带动下，1 月至 7 月，江北区
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
约 20.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9%；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21.4 亿元，同比增长 45%，增幅位
居全市第二；工业物联网产业实现
产 值 64.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4% ；
光电膜产业实现产值 10.4 亿元，同
比增长 15.3%，均明显高于该区规
上工业产值增幅。

“数字经济已成为江北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增量，以‘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治理数字化’为
发展主线，全区上下紧扣数字经
济，厚植‘智慧树’，释放‘新价
值 ’， 合 力 打 造 以 新 技 术 、 新 制
造、新业态和新治理为重要特征的
江北数字经济 2.0 版本。”江北区相
关负责人说。

江北“两区多点”数字生态圈赋能数字经济
规上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约20.3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

国庆中秋假期已进入尾
声。昨天，宁波栎社国际机
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走下
飞机的旅客都能自觉佩戴口
罩、扫码，有序步出机场大
厅。

（丁安 孙伟 摄）

机场迎来
返程客流高峰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俞斌

日前，来自马来西亚的 4 辆宝
腾越野车缓缓驶出宁波梅山综合保
税区，转往宁波吉利汽车开发有限
公司。随着进口逐步回暖，“一带
一路”沿线整车进口大幅增加，今
年 1 月至 7 月，梅山口岸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进口整车
共计 2541 台，同比增加 6.6 倍，今
年还首次实现了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地区） 以滚装船运输方式
进口整车。

这是浙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
交流，持续提升区域内外开放功
能，加强跨境贸易便利化探索的缩
影。据了解，示范区自 2018 年获
批以来，就一直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尤其
注重在内外开放过程中打造“蓝
色”经济增长极，目前已初见成
效。

以跨境贸易为例，示范区尝试
了“网购保税+线下自提”的跨境
电商零售新模式，并通过打造线上
电商与线下实体并存的进口商品展
示体验平台，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境
电商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
立展示实体店，实行“前店+后
仓”运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宁
波已在保税区开设“网购保税+线
下自提”实体店 3 家，商品总值
18.1 万元。

跨境贸易的便利化依赖于口岸

工作的智能化、科技化。我市已率
先在全国开展口岸全部作业现场试
点 “ 两 步 申 报 ”“ 两 轮 驱 动 ” 改
革，实施“两段准入”附条件提
离，实施进口“船边直提” 和出
口“抵港直装”物流新模式。同
时 ， 积 极 推 进 “ 无 接 触 ”“ 不 见
面”监管，推行各类国际贸易相关
申报、审批和支付业务数字化转
型，全面推进动态进箱工作以及全
程物流可视化工作。

跨境贸易便利化成效十分显
著。去年，我市出入境特殊物品审
批已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
理，检疫审批特殊物品 143 批次，
平 均 审 批 时 长 缩 短 至 1.8 个 工 作
日。宁波港域所有码头实现全程物
流“可视化”工作，在电脑和手机
上同步动态展示集装箱进出口全程
物流各节点信息。

在此基础上，我市进口、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分别较 2017 年基数
压缩 77.62%%和 88.3%。跨境贸易
的便利化推动着保税区进出口商品
交易的持续增长。2019 年，梅山
保税区实现线上商品销售额 4848
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195 亿元，
其中出口额 57.45 亿元，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479.83 万标箱。

下一步，示范区将依托宁波舟
山港与宁波“四大”建设，主动布
局甬舟一体化，积极对接长三角一
体化，深入接轨“一带一路”，形
成开放发展大格局，高标准打造开
放型一流海洋经济示范区。

瞄准开放型一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我市高标准打造“蓝色”增长极

以绿色理念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贯彻全会精神 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苏钧天

记者昨天获悉，由宁波诺丁汉
大学运营管理学教授陈庆佳团队申
报的发明专利“一种 3D 打印模型
的数字水印方法”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

近年来，3D 打印技术快速发
展，用户购买的可能不再是实物产
品或零件，而是由点、线、面等构
成的 3D 数字模型，由此带来了一
系列侵权和产权追踪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项专利的贡献就在于
它既能保护 3D 数字模型，又能对
打印后的实物模型进行防伪鉴别，
从而实现知识产权的保护。”陈庆
佳说。

目前，3D 打印模型的防伪主
要通过在三角形网格数据中嵌入
数字水印来实现，但存在诸多不
足：如模型数字文件并非都是三
角形网格格式的，被嵌入的数字
水印也可能在打印制造的过程中
丢失。

陈庆佳团队的发明专利运用算
法，通过空间相似距离的取值与距
离偏差判断，将 3D 空间矩阵相似
性问题转化为 2D 图片匹配问题，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高。而且，数字
水印肉眼几乎不可见，不会对外观
造成影响，水印也不易在打印后丢
失，弥补了现有 3D 打印模型防伪
的诸多不足。

“3D 打 印 在 应 用 层 面 遭 遇 的

问题往往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创
新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用
户不是介意交费，而是不知道把
版权费交给谁。现在运用这个专
利 ， 能 精 准 地 定 位 同 源 数 字 文
件 ， 进 而 追 踪 并 连 接 相 应 平 台 ，
从而使得每一个打印出的物件受
产权保护。”谈及接下来对于专利
的应用，陈庆佳表示，希望能与
相关公司和机构合作，通过协议或
者咨询项目来规定专利的使用权。

“这不是普通的论文和想法，而是
实际上能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产
品。”他说，“我相信这一发明专利
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能在推动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

历 时 3 年 申 请 、 经 过 严 格 审
查，这份沉甸甸的成绩来之不易。
凭借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杜伦大学和苏塞克斯大
学法学院的合作，以及英国人文与
艺术研究理事会机构近 100 万元的
资金支持，陈庆佳和朱辉龙博士等
人，发挥各自优势做出大量算法和
数学类研究，建立科学模型并完善
了相关概念，同时结合加工艺术、
经营管理、供应链等领域，将专利
的效用发挥至最大化，为其衍生应
用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团队还据
此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书籍

《知识产权及新兴技术：中国的 3D
打印》。

宁诺教授破解
3D打印模型产权保护难题

昨天中午，在镇海区庄市街道一家农庄里，厨师正在给刚出炉的烤全
羊调味。 （严龙 摄）

节日生活 美味加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