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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23 日在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
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

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
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
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
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
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

习近平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
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
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
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致信祝贺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前天，在宁海县前童镇栅下村，当地种粮大户正忙着播种早稻。今年，宁海计划推广早稻种植面积约1.76万亩，较去年大幅增加1万亩。
（缪军 严龙 摄）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徐展
新） 精神富有、阅读先行。为加大
全民阅读推动力度，推动精神共同
富裕，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昨
天，在 4·23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我市发起“在宁波，读懂共同
富裕”书记领读行动，旨在通过各
级党委书记率先垂范，引领全社会
参与阅读、爱上阅读，共同打造

“书香之城”，推动文化先行、精神
共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
率先领读，向市民朋友推荐阅读书
籍，弘扬宁波传统文化。

阳明文化是浙江和宁波具有辨

识度的文化“金名片”，阳明思想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
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挖掘弘
扬以阳明文化为代表的优秀地域文
化，繁荣港城文化，加快建设新时
代文化高地。今年恰逢宁波先贤王
阳 明 先 生 诞 辰 550 周 年 ， 借 此 机
会，彭佳学向广大市民推荐了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周月亮先生撰写的

《王阳明传》，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
更好地了解宁波优秀传统文化、了

解阳明先生充满传奇的一生。
彭佳学在推荐词中表示，透过

这本书，能够感受阳明先生穷尽一
生追求真理、心怀天下、勇于担当
的人格魅力，领略心学智慧历久弥
新的时代价值。“我们要坚定文化
自信，从阳明思想的精华精粹中汲
取智慧，把阳明文化这张宁波的

‘金名片’擦得更亮，为现代化建
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宁波是全省第一个立法推动全
民阅读的城市，4 月是《宁波市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确定的读书月。今年
的读书月，我市策划推出近 200 项

全民性重点阅读活动。“阅读是跟伟
大的灵魂交谈，是与自己最好的对
话。”彭佳学殷切寄语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读书月活动，养成热爱阅读、终
身阅读的好习惯，让人人阅读、共享
书香成为宁波的靓丽风景。

据 悉 ， 全 市 10 个 区 （县 、
市） 委书记将积极响应并共同参与
书记领读行动，各自根据地域文化
特色和发展重点为市民推荐好书，
共同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全社会精
神共同富裕。各区 （县、市） 委书
记领读视频随后将陆续在各大媒体
推出。

把阳明文化这张宁波的“金名片”擦得更亮，为现代化建设
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在宁波，读懂共同富裕”书记领读行动启动
彭佳学率先领读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蔡朝晖）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
年一季度，宁波市累计实现网络零
售额 509.4 亿元，同比增长 9.9%，
增速高于全省 3 个百分点。

具体地看，网络零售正成为宁波
重要的新就业形态。截至今年3月底，
全市在重点监测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
台上，共有活跃网络零售网店 3.3 万
家，相当于本地网络零售网店总数
的 34.2%，已直接解决就业岗位 9.9
万个，间接带动就业岗位 25.9 万个。

三大重点行业稳占网络零售
“鳌头”。今年一季度，宁波市网络
零售额前三名的行业分别是 3C 数
码、服饰鞋包、家居家装，占比依
次为 40.6%、18.4%、14.8%。三大

行业网络零售总额相当于宁波市网
络零售总额的 73.7%。

市民巨大的网络消费潜力持续
为网络销售助力。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3 月，宁波市累计实现居民
网络消费额 314.2 亿元，在浙江省
排名第二。3 月份，已实现居民网
络消费 115.4 亿元。

“多点散发的疫情始终影响着
我市网络零售的发展，今年 3 月我
市的活跃网店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7000 余家。”市商务局电商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千方百
计扩大内需，引导发展电子商务新
业态新模式，高水平打造前洋直播
电商经济集聚区，争取实现网络零
售额同比增长 8%的目标。

宁波一季度实现
网络零售额509.4亿元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王虎羽）记者近日从市科技局获悉，
今年一季度，我市完成高新技术产
业 投 资 16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8%；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770.9 亿元、保持全省首位，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58.4%、较上
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强劲的发展态
势，为我市高水平建设全球智造创

新之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说，“4 月 18 日，我
市启动 2022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工作，千余家企业通过预申报。这
也从侧面展现了‘强制造、强服务’
双轮驱动下，我市抢抓新机遇、抢跑
新赛道的强劲动能。”

此外，1 月至 2 月，全市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费用支出 71.6 亿元、同
比增长 14.1%；一季度全市完成技术

交易额90.2亿元，同比增长16.6%。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之下，一批

标志性成果在各行业纷纷涌现。在
科技冬奥方面，大丰公司的主火炬
地面装置系统、东方电缆的 535 千
伏柔直电缆、绿动氢能研究院的燃
料电池动力系统、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的碳纳米管手套等一系列高科技
产品亮相北京冬奥会。

在航空航天方面，博威集团的航
天关键零部件连接器用于神舟十三号
飞船。在医疗设备方面，鑫高益公司研
发的“磁共振成像系统”通过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并成功上市，成

为我市首个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疫情“倒春

寒”，宁波正点燃更多政策“篝火”，
温暖市场主体，稳定发展预期。今年
2 月，我市出台《宁波市科技惠企政
策十条》，研究起草《关于营造更好
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行动
方案》等政策意见，将科技政策精准
高效落到企业急需处、关键处。据初
步统计，2021 年，我市高新技术企
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64.0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6.3%；全市 4350 家制造业
企业首次享受研发费用 100%加计
扣除优惠政策。

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领跑全省
一季度实现增加值770.9亿元

本报讯（记者单玉紫枫）疫情冲
击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方期盼
一场纾困“及时雨”。我市提出了九
个方面 47 条措施，聚力减轻疫情对
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助力工业企
业稳产，全力帮助服务业领域企业
渡过难关。

出台的政策主要从稳链、纾困
和助企三方面发力，分为普惠性和
专项性两大类，除普惠性扶持措施
外，针对工业、餐饮业、零售业、文旅
业、运输业、外贸企业、农业七大具
体行业，推出了行业类纾困扶持措
施，最后以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相
关措施保障政策落地，千方百计利
企、援企、稳企、安企。

普惠性扶持措施主要包括“两
减两缓两降一补”：两减主要是减税
费、减房租，其中，减税降费政策更
加突出系统性，全面发力、多点突
破；两缓主要是缓交企业职工医疗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两降主要是
降低企业用水用能成本和用工成
本；一补主要是补贴企业防疫支出。
同时，为加快消费市场复苏，继续派
送“2022 春暖涌动·你买单我助力”
消费券。

专项政策涵盖一二三产。农业
方面，主要侧重保民生，提出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与猪肉、蔬菜保供，发展
农产品冷链物流，全力保持疫情防
控中的民生温度。工业方面，聚焦稳
定产业链，提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
运输、加强企业用电精准管理等针
对性举措，加快打造有利于制造业
发展生态环境，保障企业生产经营
稳定。服务业方面，主要聚焦重点领
域开展纾困，提出了减收餐饮企业
部分设施检测费用，支持零售业发
展直播电商激发新型消费潜能，减
免文旅业宾馆饭店（民宿客栈）数字
电视基础服务费，支持航运业扩量
提质等措施，想方设法帮助服务业
企业“回血”。特别是在极具宁波特
色的外贸领域，提出加大对中小微
外贸企业融资支持，同时加大跨境
电商和海外仓支持力度，助力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并鼓励外贸企业扩
大内销规模，发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加大企业参展支持力度，全方位提
升外贸“抗压力”。

为推进政策快速落地，宁波还
在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方面提出了
具体举措，要求加大政策兑现力度，
二季度政策兑现进度要达到 80%；
依托“甬易办”实现政策精准直达；
深化企业“三服务”，协调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的难点、堵点、痛点。

“两减两缓两降一补”普惠各行业

宁波出台47条措施
助企缓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曾敏） 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高质
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灌
排 沟 渠 、 田 间 道 路 、 防 护 林 网 、
电 力 设 施 等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标 准 。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市已累计竣
工验收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
标准农田 205.4 万亩。高标准农田
发挥了粮食“压舱石”的保障作
用。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升耕地
质量，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
关键举措。我市统筹全市资源，科
学规划，制定出台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和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明确项目
资金管理、初步设计编制、项目库
建设、评审专家库、竣工验收、工
程管护、评价激励、项目监管、档
案管理等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管
理制度。

我市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撬动作用，加强市场化运作，吸引
社会和金融资本等资金投入，形成
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
机制。2019 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 亩 均 投 入 超 过 1800 元 ， 2020-
2021 年 亩 均 1900 元 以 上 。 鄞 州 、
余姚、北仑等地县级财政给予大力
支 持 ， 部 分 建 设 项 目 标 准 每 亩

3000 元以上。我市各地还创新方
式方法，试行质量及管护保险制、
工程管护“田长制”等，激发高标
准农田建设活力。

慈溪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农业产业化、田园综合体、美丽
乡村建设等有机融合，在避免支
农资金重复使用的情况下，促进
项目互补提质，形成农业基础设
施完善、农业产业多样、人居环
境优美、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
局。去年，该市新建成高标准农
田约 2.44 万亩，新增面积居宁波
首位。

宁海县长街镇九江村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块投入 1000 余万元经过
提标改造，建成了灌排渠道、提水
泵站等一批农田水利设施，受益农
田面积 4750 亩，同时也改善了村
庄人居环境。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到“十四五”末，我市高标准
农田建成面积计划达到 225 万亩，
提 升 改 造 高 标 准 农 田 面 积 30 万
亩，打造 20 个以上高质量高标准
农田建设示范区，建成一批“农田
肥沃、设施优良、科技先进、高产
高效、生态绿色”的高质量高标准
农田，作为展示宁波现代农业的重
要窗口。

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

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0多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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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王
馨予） 今年一季度，高新区新增市
场 主 体 1274 家 ， 同 比 增 长 20% 。
截至目前，高新区市场主体总量突
破 3 万家，成为全市首个市场主体
总量超 3 万家的功能区，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正充分释放。

当前，市场监管部门在商事制
度改革中大力推行网上办、掌上
办，鼓励市场主体线上申请营业执
照。宁波高新区深化落实“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的

“四减”原则，打出“线下智能导
办+线上远程协办”组合拳，提升
企业全生命周期审批便利度，有效
提高政务服务事项整体效能。

今年一季度，高新区 2845 家

市 场 主 体 办 理 商 事 登 记 ， 其 中
2189 家通过 PC 及手机端线上申报
办结，网办率达 77%，新设主体网
办率 100%。69 家市场主体享受市
场监管许可事项合并办理便利，平
均办理证照时间缩短 60%以上。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
体培育攻坚行动扎实推进，为区域
招引来越来越多的‘金凤凰’。”高
新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人士介绍，
一季度，全区新设企业 746 家，占
新设市场主体六成以上。区域培育
重点产业领域持续发力，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
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贸服务业
持续领跑，新增量占企业新设总量
近六成。

高新区市场主体超三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