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个领先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供能力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去年全市粮食播种
面 积 169.23 万 亩 ， 同 比 增 长
1.4%； 粮 食 总 产 量 67.79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0.5%， 连 续 6 年 稳 定
增 长 。 菜 篮 子 产 品 不 断 丰 富 ，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147 万 亩 、 产 量
254 万 吨 ， 与 上 年 基 本 持 平 ；
生猪出栏 90.4 万头，同比增长
16.2% ； 水 产 品 产 量 107.1 万
吨，同比增长 4.5%。

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科技强农、机械强农持续
推进，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 达 90.6% ， 居 全 省 第 一 。 现
代 种 业 发 展 持 续 走 在 全 省 前
列，宁波种业的水稻和微萌种
业的瓜菜进入全国细分领域前
五 强 ， 种 业 年 产 值 超 过 35 亿
元 ， 良 种 覆 盖 率 达 到 98%。 数

字农业蓬勃发展，宁波市成为省
首批数字乡村示范市，海曙区古
林镇大田种植数字化项目成为全
国 “ 数 字 农 业 ” 大 田 示 范 样 本 。
农 业 “ 肥 药 两 制 ” 改 革 深 入 推
进 ， 成 功 创 建 省 级 “ 肥 药 两 制 ”
改革综合试点县 3 个、省级农资
店 114 家、示范主体 1161 个，化
肥 、 农 药 施 用 量 连 续 6 年 实 现

“负增长”。
农村面貌进一步提升。持续

深 化 “ 千 万 工 程 ”， 农 村 人 居 环
境整治、村庄梳理式改造、美丽
乡村分类创建等重点工作持续走
在全省全国前列，全市累计创建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 6 个、示范
乡 镇 67 个 、 特 色 精 品 村 193 个 、
达标村 1830 个，打造美丽乡村风
景线 56 条。创新实施“片区组团
发 展 ”“ 艺 术 振 兴 乡 村 ” 等 做
法 ， 全 市 已 有 片 区 组 团 128 个 ，

涉 及 729 个 村 ， 艺 术 赋 能 村 79
个 ， 启 动 省 级 未 来 乡 村 建 设 11
个。艺术赋能振兴乡村入选浙江
省“乡村振兴十大模式”。

富民强村水平进一步提升。
践 行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理论，创新发展方式，促进农民
收入和农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去年，全市所有建制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到 30 万元，经营性收
入达到 15 万元，集体经济总收入
超 过 100 万 元 的 村 占 75% 。 突 出
抓 好 低 收 入 农 户 帮 扶 工 作 ，“ 十
三五”期间，我市低收入农户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4.9% ， 去 年 低 收 入
农 户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9217 元 ，
同比增长 15.2%。

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
全市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基本完成，全市农村承包地流
转 率 和 规 模 经 营 率 分 别 达 到

70%、71.2%，均居全省第一。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持 续 深 化 ，
已有 11 种农村产权品种列入平台
交易，累计交易额 57.5 亿元。加
快 推 进 农 村 闲 置 宅 基 地 （农 房）
激 活 利 用 ， 全 市 发 放 权 证 205
本 ， 引 进 项 目 215 个 ， 激 活 利 用
闲置宅基地 （农房） 面积 31.2 万
平方米。

城乡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镇公办
中心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农村等
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达 99.4% 。 村 级
卫生室规范化率达 71%，每万人
口医生数达 4.91 人。全市城乡 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月标准统一提高
到 1005 元 ， 养 老 保 险 户 籍 人 员
参保率 99.14%，被征地农民实现
应保尽保。持续完善农村养老服
务 ， 每 天 约 有 1.1 万 名 农 村 老 人

享受助餐服务。
乡村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推 广 村 民 说 事 、 小 微 权 力 清 单 、
五小工作法、书记一点通等基层
治理品牌，象山村民说事、宁海
小微权力清单、鄞州区基层公权
力 三 清 单 、 宁 海 小 微 权 力 清 单
36 条 乡 村 反 腐 新 机 制 4 个 案 例
成 为 全 国 乡 村 治 理 典 型 案 例 ，
居 全 省 首 位 ； 鄞 州 区 、 象 山
县 、 鄞 州 区 云 龙 镇 及 全 市 14 个
村 成 为 全 国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建 设
试点示范。

农业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
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渔
业 安 全 方 面 ， 总 体 形 势 持 续 好
转 ， 事 故 数 、 死 亡 数 双 双 下 降 。
农机安全方面，去年实现零死亡
事故。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整
市 成 为 全 国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市 ，
农产品合格率多年保持在 99%。

“重农固本，
是安民之基。”近
年来，宁波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给余姚横
坎头村全体党员
回信精神和习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三农”工作重要
论述精神，按照

“争先、创优、进
位”的要求，紧紧
围绕建设农业农
村现代化先行市
的目标，全面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全力推进农
业 农 村 高 质 量
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一些重点
工 作 走 在 全 国
全省前列。

八大提升

宁波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近五年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全省领先。去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56.3 亿 元 、 农 林 牧 渔 业 增 加 值 372.5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0% 和
3.0%，创近 10 年来新高，绝对值连续 5 年保持全省第一。

农民收入全国领先。去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946
元，同比增长 9.7%，居全国 37 个大中城市首位、15 个副省级城市首
位。

农业现代化水平全国全省领先。在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评价中，我市综合得分 89.27 分，率先进入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
段。

美丽乡村建设全省领先。累计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 6 个，数
量居全省第一。

农村改革全省领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试点，象山
县成为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象山县省级新时代乡村集成改
革试点纳入市共同富裕重大改革项目，鄞州、余姚、慈溪申报第二批
省级集成改革试点。

撰文 孙吉晶 鲍明浩
供图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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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燕

4 月 7 日一早，部分上海隔离
人员陆续抵达余姚某酒店隔离点。
该隔离点医务人员告诉记者，他和
同事每天两次对隔离人员进行巡测
体温，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如
果有隔离人员存在特殊病史，会被
列入“特殊关爱群体”。

根据省防控办统一部署，我市
前期承接并完成杭州、嘉兴、衢州
等多地 17789 人次转移人员的隔离
管控工作，做到零感染、零外溢。
近日，宁波和周边其他城市一起承
担国家下达的上海转移人员的隔离
管控任务，截至昨天上午 8 时，全
市各区 （县、市） 共接收上海转运
隔离人员 5352 人。

坚决在集中隔离场所内不发生
交叉感染、不发生风险外溢，是宁
波防控工作的底线。对此，我市各地
隔离场所强化安全保障，实行 24 小
时值班制度。在慈溪一隔离点，工作
人员利用视频监控、红外线感应、门
磁等技术手段，对所有房间出入口、
进出通道、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用品
区域、医疗废物暂存点等实行闭环
管理。“这是宁波所有隔离点的标
配。”隔离点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日常管理上，宁波
各属地落实责任，实行行政点长和
卫生点长“双点长”制度及专职感
染防控监督员制度。严格落实全程
管理，从转运人员接收、隔离健康
观察和核酸检测、解除隔离观察，
以及阳性病例发现应急处置等环

节，都建立了全程管理制度，并责
任到人。为杜绝交叉感染，所有人
员需要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要
求，并严格做好个人防护，从严落
实医疗废物管理各项措施。

在北仑区春晓集中隔离点，每
个隔离人员一下车，就收到了一份
暖心问候。北仑防控工作组成员、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邬世雄告诉记
者，集中隔离点采取闭环管理，不
与外界接触，内部实行单间隔离、
医院化管理。除了每日健康监测，
还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减轻隔离人
员的心理压力。“目前，隔离人员
的情绪都比较平稳。”邬世雄说，
设置集中隔离点，是为了切断可能
的传播途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隔离人员和普通群众。隔离人，但

绝不能隔离关爱。
“我是湖南长沙人，来宁波快

15 年 啦 。 虽 然 本 地 菜 也 吃 得 惯 ，
但内心更喜欢吃辣菜，比如剁椒鱼
头、辣子鸡、香辣鸭翅⋯⋯最喜欢
吃的是辣椒炒肉。”正在北仑集运
基地隔离的集卡车司机李师傅说，
没想到他无心的一句话，中午就收
到了集运基地为大家订的“家乡盒
饭”。“一定是辣椒炒肉，老远我就
闻到香味了！”打开盒饭盖子，翠
绿的辣椒，还有鲜嫩的肉片，散发
出浓郁的香味，让李师傅惊喜不
已。李师傅说，隔离期间虽然不能
工作也不能与外界接触，但宁波的
管理严格，也很温馨，他一定好好
配合，“大家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明天一定会更好”。

坚决不发生交叉感染、风险外溢

我市严爱相济高质量管控隔离人员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谢美君

“黄体酮打多了容易有硬结，可
以尝试每天热敷 30 分钟。”身处疫
情防范区的郑女士因小区封闭管控
无法到医院打针，没想到云医院的
护士送医上门，为她解了燃眉之急。

27 岁的郑女士家住鄞州区格
兰郡庭小区。备孕许久的她前阵子
刚在医院做完试管婴儿手术，目前
处于居家保胎阶段。

前天，原本准备当天下午到医
院打针的郑女士，突遇所住小区被
列为疫情防范区，无法出门，这可
把她急坏了。“医生说每天必须定
时定点打一剂黄体酮针，得连着打
3 个月，这可怎么办呢？”不知所
措的郑女士赶忙打电话向卫生部门
求助，得知可以通过宁波市云医院
平台请求上门服务后，立马通过手
机 APP 下了单。

云医院工作人员将相关信息转
到微信工作群后，鄞州二院妇科护
士 长 余 艳 芸 主 动 站 了 出 来 ：“ 我
去！”当天下午 1 时许，余艳芸做

好个人防护措施后，及时上门为郑
女士打了黄体酮针。

“你可真是‘及时雨’啊！”听
说余艳芸是妇科护士，郑女士赶紧
拿出自己的一堆化验报告单向她咨
询，余艳芸逐一耐心解答，并仔细
叮嘱保胎期间的注意事项。

和余艳芸一样，这两天鄞州二
院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张培洁也忙着

为附近“三区”内有需要的患者提
供上门服务。

前晚，忙完单位工作，张培洁
又带着准备好的医药包，穿上防护
服，来到 45 岁患者王女士家中。
王女士此前因为股骨骨折在医院接
受手术治疗，出院至今一直在家休
养，遵从医嘱定时换药。当天又到
了换药的时间，不料意外遭遇疫情

管控，无法前往医院。
“之前听医生说了，如果不及

时换药，伤口会有感染的风险。”
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向街道工作
人员求助，这才找上了云医院。

“知道小区被管控以后还是比
较慌张的，怕耽误换药。”王女士
说，没想到云医院上门服务这么方
便，专业医护人员的上门帮助，不
仅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也减少了
外出就医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了
这颗‘定心丸’，再也不怕了！”

从王女士家出来，张培洁马不
停蹄地赶往下一处，还有另一名患
者在等着她上门拆线⋯⋯

“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挺身而
出 ， 这 更 能 体 现 我 们 的 职 业 价
值。”张培洁说，加入“互联网+护
理”团队以来，自己和同事经常利
用下班休息时间，上门为老年患者
或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各种护理服
务。而疫情当前，这种需求明显变
得更多了。

疫情下，云医院成了宁波人的“及时雨”

通讯员 崔宁 沈晶晶
记 者 陈朝霞

“又来一单！”前晚 8 时 15 分，
位于中山西路上的某发车点位，海
曙区交通局值班人员的手机上跳出
一条最新的发车通知信息。在此等
候的四川凉山州籍“转运车长”海
来伍达闻讯而动，迅速换上防护服
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在确认车
牌号、到达地点等关键信息后，他
与司机一同前往指定地点接转运
人员。

疫情就是号角。前天上午，由
海曙区广大党员干部组成的“红海
突击队”和“红海”应急小分队快
速组建，发挥党员先锋引领作用，
支援基层防疫，全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其中，在此前疫情防控工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转运车长”
们也再次集结出动，共 79 名，应
急协助属地街道及相关部门做好隔
离人员转运工作。

海来伍达是四川凉山州在海
曙区的一名挂职干部。在之前的

海 曙 都 市 风 华 小 区 的 防 疫 工 作
中，他第一时间冲在一线，主动
请缨参与跟车转运，超长待机而
无抱怨。

转 运 工 作 实 行 24 小 时 轮 班
制，海来伍达主动挑选了每天中午
11 时到次日凌晨 1 时的班。他告诉
记者，有时遇上较为复杂的运送任
务，最长可花费 4 小时。尽管转运
工作辛苦，但他依旧保持乐观精
神，在指定地点待命时，他主动向
防疫人员讲述家乡的风土人情、奇
闻趣事，让大家原本疲惫的身心放
松了不少。

前天上午，接到通知后的海
来伍达再次冲锋在前担任“转运
车长”，并同样选择了晚间时段。

“ 今 天 还 好 ，‘ 接 单 ’ 时 间 比 较
早。”海来伍达告诉记者，路上他
协助司机将转运人员顺利送达指
定隔离点。在运输途中，他还要
做好转运人员的登记、安抚疏导
等工作，到达目的地后还将与隔
离点负责人进行交接，全力保障
转运工作顺利进行。

“凉山兄弟”主动加入一线抗疫

本报讯 （记者黄银凤 通讯
员项晗） 记者从宁波市体育发展
中心获悉，因疫情防控需要，宁
波市体育发展中心昨天起暂时关
闭 下 属 体 育 场 、 体 育 馆 、 游 泳
馆 、 网 球 馆 、 健 身 楼 、 综 合 馆 、

笼 式 足 球 场 等 场 馆 （场 地）（地
处 中 兴 路 360 号 和 朝 晖 路 128
号）。 已 通 过 “ 浙 里 办 ” 平 台 、

“ 体 育 宁 波 ” 平 台 预 定 的 场 地 同
步 取 消 。 恢 复 开 放 时 间 另 行
通知。

市体育发展中心
下属所有场馆昨起暂时关闭

本报讯（通讯员王凯 记者王
佳） 昨天上午，在海曙区隔离点的
160 名萌娃收到了由宁波市海曙区
社会工作协会为他们特别准备的一
份“爱心大礼包”，礼包内不仅有
可爱的毛绒娃娃，还有画笔、小贴
纸、儿童读物等。

虽然孩子们在隔离期间都有家
长陪护，但社工们细心地发现，长
时间处于局限的空间让一些孩子产
生了无聊、烦闷等情绪。为了帮助

孩子们平稳度过隔离时光，保障萌
娃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海曙社工协
会根据小朋友的年龄特点，定制了
适合孩子们的“爱心大礼包”。

“ 爱 心 大 礼 包 ” 在 经 过 消 毒
后，由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送到每一
名萌娃手中。特别贴心的是，“爱
心大礼包”中还附有一张疫情心理
援助的小卡片，家长可以根据卡片
上的指南进行咨询，专业社工会予
以心理支持、心理疏导。

160名萌娃收到“爱心大礼包”

上图上图：：云医院护士上门服务云医院护士上门服务。。
（（陈敏陈敏 谢美君谢美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