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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宁波南部商务区 （以下简称南
商） 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十年磨
一剑。

自 2010 年 11 月 16 日开园以来，南商
从一张白纸不仅变身为省内体量最大的中
央商务区之一，还成功晋升为“国字号”
广告产业园区。如今，在这片 1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55 幢楼宇 4000 家企业聚合裂
变，4 万余白领每天在这里追寻梦想。

2010 年南商开园，殷茜的“米乐玩
具”成为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十年
间，她公司的办公室从 500 平方米扩展至
3000 多平方米，产品从内销逐步拓展至

“外贸内销两条腿走路”，去年企业年产值
近 2 亿元。殷茜说自己创业成功的一大原
因是，园区配套、环境和服务一流，让企业
在接待客户时，总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宁波果壳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逆势增长，1 月增长
50%，2 月更是翻了一番多。在公司运营
总监王哲泰看来，“‘果壳’能够逆势增
长，不仅在于产品有竞争力，也得益于管
委会的三服务政策，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

“十年来，南商经历了从建起来到满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以前招商目标把
楼填满，现在是根据产业链有选择性地精
选招商。”南部商务区相关负责人说，眼
下园区正在大力实施“产业增能强聚合”
计划，按照“引进一批、盘活一批、谋划
一批”的思路稳步推进，增强企业扎根南

商的信心，促进楼宇产业能级双提升，释
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南商“危
中寻机”、紧紧抓住疫情期间各地招商真
空期，聚焦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
济三大业态，组建招商专班，主动出击，
先后引进了数字宁波、知学网络、三个阿
姨、思来机器人、浙江花间等优质项目。
在大项目、优质项目带动下，跑出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仅在今年前三
季度就完成实际到位外资 5000 万美元，
内资 12 亿元，浙商回归 11 亿元，其中实
到外资总量居鄞州全区第一，浙商回归和
内资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6 月，宁波小灵狗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 6.877 亿元的 A 轮融资，用于加大新
能源汽车直租出行平台车联网相关技术投
入；7 月，中基宁波集团以进出口总额
129 亿元的业绩，重返宁波外贸冠军宝
座；8 月，宁波中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成
功中标，成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知
识产权服务合作机构，产业链从商标阔步
进军到专利、商业秘密、法律等领域；年
底前，根据目前建设施工进度，南商三期
6 幢楼宇将完成交付⋯⋯在明媚的阳光
下，南商大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
欣欣向荣的发展新气象。

十年磨一剑 宁波南部商务区产业能级双提升

撰文 王博 汪滨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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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宁波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何更好地
加强保护与传承？记者昨日自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药皇殿中
医药文化体验馆等首批 40 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已公布，此举
将拓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渠道。

宁波拥有浙江省唯一、全国首批
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象山
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了完整
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现
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25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5位、
国家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 5个，
以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
基地、宣传展示基地、生产性保护基
地、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等57个。

宁波市文化馆非遗保护部竺蓉
表示，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验基地，主要是为了扩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力和受众群体，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加大产业开发
力度，加快非遗与旅游融合，满足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宁波市非遗体验基地将通过展

演与展示相结合，入门体验与深度
体验相结合，线上体验与线下体验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推广活动。

这一次公布的 40 个基地，包
括鄞州非遗馆、金银彩绣艺术馆、
上越陶艺研究所、药皇殿中医药文
化体验馆和寿全斋中药文化传承体
验基地等，金银彩绣、古法造纸、
越窑青瓷、草木染、水浒名拳、草
编等项目应有尽有。

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药皇殿在
宁波医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是宁波中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
见证。修缮和恢复后的药皇殿已打
造成集药皇祈福求安、宁波中医药
文化陈列和展示、名医坐堂、国医
大讲堂 （浙派中医大讲堂）、南北
药材交易和中医药行业聚会为一体
的场所。药皇殿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举办了公益性养生讲座、中医药文
化体验、义诊等一系列活动。市级
非遗项目药皇祭祀仪式代表性传承
人张明告诉记者，去年组织了 39
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
们认识中药、了解中医药文化史。

拓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渠道

宁波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

近日，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和镇海区骆驼街道以“中国故事 非遗表
达”为主题，在宁大外国语学院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图为留学生展
示自己在老师指导下完成的面塑作品。 （汤越 黄程 摄）

留学生与非遗“零距离”接触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海曙区委报道组孙勇） 近
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在省
政府最新命名的第四批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 （市、区） 名单
中，宁波海曙、鄞州两地入选，至
此宁波已有 8 个区 （县） 创建成为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县）。

这 8 个 区 （县） 分 别 为 海 曙
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鄞
州区、奉化区、宁海县、象山县。
近年来，宁波持续聚焦体制机制创
新、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转型
等重点领域，加码生态文明建设。
截至目前，市本级已创建成为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累计有 3 个
区 （县）（镇海区、北仑区、象山
县） 创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 （县），宁海县成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全国实践创新基
地。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海曙以环
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全力打好蓝天
保卫、治水提升、净土清废三大战
役。清理“散乱污”企业 284 家，
治理 VOC 等废气排放企业 36 家，
建成“污水零直排区”16 个；治

理修复污染土壤 5700 立方米，不
断提升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水平。如今海曙的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率连续三年超过 90%，PM2.5浓度逐
年大幅下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常年保持 100%达标，地表水
环境质量优良率逐年上升并达到
88.9%；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率达 100%。信访
处理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去年以
来 共 处 理 环 境 信 访 投 诉 1739 件 ，
信访数量逐年下降。

作为工业强区，鄞州三年来瞄
准“大生态”建设，联动推进环境
保护、治水拆违、绿色发展、节能
减排、污染整治等，环境质量稳中
趋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
得到有效控制。去年鄞州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6.8%，PM2.5 浓
度控制在 30 微克/立方米，区控以
上 地 表 水 断 面 功 能 达 标 率 为
91.7%。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
制村覆盖率达到 90.1%，农村饮用
水 达 标 人 口 覆 盖 率 达 到 96.44% 。
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优秀单位。

海曙、鄞州跻身
省级生态市、县（市、区）

记者 黄合

【人物名片】
朱中华，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子先后获得
了省文明村、省 3A 级旅游村、市

“最洁美村庄”等荣誉。

“欢迎来我们高泥村做客。我
们这是‘网箱养殖第一村’，鲜美
的 大 黄 鱼 ‘ 养 活 ’ 了 我 们 整 个
村。”近日，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
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华乐呵呵地向记
者介绍。

高泥村位于象山西沪港最西
端，是西沪港、奉化江、象山港三
港交汇之地，由里高泥、外高泥和
东塔 3 个村组成，一共有 260 户人
家、845 人。靠海吃海，村民们靠
着在家门口搞养殖，小日子过得优
哉游哉。

不过，10 多年前的高泥村位
置 偏 僻 、 交 通 落 后 、 经 济 薄 弱 ，
人均年收入不到 5000 元。朱中华
领着村民转变思路，决定发展象
山七大农业产业之一的大黄鱼养
殖产业，挨家挨户动员村民进行
网箱养殖，到业务部门寻求技术
帮助，一步步推动高泥村走上了
致富路。

“现在大黄鱼养殖产业已经成
为村里的支柱产业，还同韩国、日

本的客户建立了联系，好的年景每
户人家有 30 多万元收入，钱袋子
真正鼓了起来。”朱中华欣慰地说。

随着村子的发展，新的问题又
出现了。因为塑料泡沫、木质鱼排
等生产用具更新很快，一度村民家
里的庭院、村里的空地堆满了废弃
的塑料泡沫、旧鱼排、旧渔网，给
村庄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口袋“鼓”了，乡风文明可不
能缺席。2016 年 3 月，黄避岙乡推
进“斑斓海岸文明示范线”，朱中
华马上抓住这个机遇，大搞村庄环
境治理。

一方面，身为养殖大户的党员
以身作则，先将自家的生产垃圾清
理掉，把自家的庭院清理干净；另
一 方 面 ， 村 子 建 立 了 由 10 名 党
员、22 名村嫂组成的党员志愿服
务队和“红马甲”志愿队开展志愿
服务，清理村里卫生死角，帮助村
民整理庭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短短一周时间，高泥村清理了 1 万
多只废弃塑料泡沫、200 多只废弃
鱼排和 100 多处的卫生死角，90%
的庭院达到了清洁庭院标准，初步
实现环境“脏乱差”到“洁齐美”
的转变。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为村民
提 供 服 务 ， 高 泥 村 党 支 部 首 创

“鱼排说事”形式，在码头上专门
建 立 了 养 殖 户 “ 村 民 说 事 ” 点 ，
让村民说事成为给村民“排难解
忧”的平台。据了解，今年高泥
村流转单登记村民说事 59 件，全
部办理完结。

头雁领飞，
从“鼓口袋”到“富脑袋”

兴村治社的
“领头雁”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陈云松） 宁海“葛
家军”艺术赋能晴隆定汪村的生动
案例引起了国内高校教师的关注。
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副教授黄波走出课堂，把直
播课设在定汪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在直播讲课中，他的手机镜头里呈
现的是定汪村村口的“枯山水”“有
蓝”庭院等新打造的易观。

这堂课的题目叫 《乡村旅游与
生态观光》，通过讲授乡村旅游与
生态观光的基础知识，让学生对这

门学科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定汪村经过两期‘艺术赋能

乡村’改造，面貌发生了大变样，
村民也发动起来了，内生动能十足，
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对象。”
黄波表示，《乡村旅游与生态观光》
已经开设了 10 多年，专门针对典型
案例进行研究分析，给出智囊性的
建议，这次把课堂搬到定汪，他和
大学生们将对这个案例进行农业资
源与旅游价值的评价研究。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里的
枯山水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不一

样，村民把野花植入进来，这就是
资源利用。”黄波指着村口一片景
观分析道。在这个可观可感的生动
景点上，他把农村资源规划的知识
进行渗透，讲解。

跟着老师的镜头“认识”定汪
村后，远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学
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印象
最深刻的微景观是‘有蓝’庭院，
但是感觉整个院子暗处比较多，可
以增加点亮丽的色彩。”经济学院
伍泓霏建议道。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学生曹钰豪说，定汪村布依族的

蜡染工艺是传统文化的延续，除了
给游客展示以外，可以增设一些体
验环节，让游客体验蜡染的工序，
此外可以将蜡染制品作为纪念品进
行售卖，比如特色蜡染茶托，以及
一些精致蜡染制品。学生们提出了
20 多条改进建议，为定汪小村的
未来勾画蓝图。

近两年来，黄波副教授参与了
艺术振兴乡村的浙江实践探索，为
宁海葛家村、东钱湖城杨村等样本
村的打造提供了智力帮扶，并致力
于艺术振兴乡村的方法论总结。

以定汪村“艺术赋能乡村”改造为教学案例

人大副教授把直播课设在小山村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朱燕君 王谢雪） 昨天，海曙
区三市竹木市场地块 （一期） 项
目正式启动房屋征收签约工作，
签 约 时 间 持 续 到 2021 年 2 月 9
日，签约期 90 天，在签约期限
内 被 征 收 人 签 约 比 例 达 到 80%
的，补偿协议生效。

该项目位于南门街道，一期
地块东至尹江岸二村 （不含）、
尹江新苑 （不含）、尹江岸小区

（不含），南至南塘河, 西至尹
江塘河，北至王家桥河，共涉及
被征收房屋总户数 120 户，建筑
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在竹木市场地块
(一期)房屋征收签约启动前，南门
街道征收办做了大量的征收前期工
作。经过调查摸底、发布征收范围
公告、测算房屋征收启动资金、开
展入户评估及答疑、了解被征收户
意愿等相关环节，征收工作目前正
式进入签约阶段。

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本次
签约可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
产权调换。选择现房安置的被征收
人，按照先签约先定档规则。用于
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有现房丽象佳
苑、望童北苑，期房为信谊小学
东。

记者了解到，该地块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量房屋为棚和
砖木结构，外立面、屋顶、楼道
等存在不同程度破损。同时该地
块在台汛、雨量较大时常出现积
水 现 象 。 周 边 市 场 业 态 层 次 较
低 ， 市 场 内 各 项 设 施 老 化 严 重 ，
占道经营常致通道堵塞，存在安
全隐患。

南门街道征收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签约为竹木市场地块 （一
期），接下来还有二期，两期占地
面积共计 9.6 万平方米，此次签约
工作进展顺利，将为三市片区基础
设施改造打下坚实基础。

海曙三市竹木市场地块启动征收签约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柴

华艳）昨日，在鄞州区体育中心，记者
见到了羽毛球世界冠军周昊东，他在
宁波休息2天后，将赶赴海南集训。

目前，周昊东与老搭档韩呈恺
的世界排名在第 12 位，如果能够跻
身前 8，他们将有希望出现在奥运
会的赛场上。对于明年上半年的奥
运积分赛，即将在海南开始的冬训
十分重要。本月初在陕西宝鸡举行
的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上，代表浙江
队的周昊东/王昶组合先是参加团
体赛，最终获得亚军。在随后的男子
双打比赛中，他们收获一枚铜牌。

世界冠军周昊东
短暂回家探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