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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伴前几年出车祸落下
残疾，干不了重活。现在能在家门
口做点手工活，既轻松又有收入，
再好不过了！”4 月 20 日，在奉化
区西坞街道山下地村来料加工点，
62 岁 的 王 松 丽 正 在 包 装 积 木 玩
具。在“家门口”开设来料加工
点，让她的家庭宽裕了一些，也让
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来料加工是奉化区促进农民实
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创新机制，通过

“ 企 业 发 包 业 务 、 经 纪 人 承 揽 调
度、农户 （加工点） 按需生产”的
加工模式，充分帮助农村闲散劳动
力拓宽增收渠道，开辟一条“家门
口”的就业门路。去年 4 月实施以
来，奉化区已建立来料加工点 84
个，从业人员 2600 多人，平均每
人每月增加务工收入 1500 元以上。

村民不出村，“居
家”有收入

记者来到山下地村来料加工点
时，只见场地中央并排放着 3 张长
桌，桌上摆放着汽车隔热垫、儿
童玩具、五金组件等待加工的配
件，20 多位村民分头忙碌，将配
件按要求组合、包装。

熊 威 儿 是 山 下 地 村 妇 女 主
任，另一身份是村来料加工点负
责人。她告诉记者，村来料加工
点已经和奉化、慈溪的 8 家企业
建立起合作关系，村民几乎天天

有活干。到目前为止，山下地村
来 料 加 工 点 吸 纳 了 60 多 位 村
民，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有
二三十岁的“宝妈”。“这些人外
出 打 工 不 切 实 际 ，‘ 家 门 口 ’ 务
工正合他们的心意，做一天有 50
元 到 100 元 不 等 的 收 入 。” 熊 威
儿说。

西坞街道庙后周村的来料加
工 点 的 业 务 以 组 装 浴 帘 挂 钩 为
主，吸纳了 38 位村民。与山下地
村不同，这里的村民一般将来料
带 回 家 进 行 加 工 ， 通 过 手 工 串
珠、包装，将分散的配件组合成
完整的产品。在加工点经纪人周
妹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村民周飞
伦家中。年过六旬的周飞伦 3 年
前失去了儿子，自己身体有病干
不了重活。如今，他坐在家中通
过串珠，一天能有五六十元的收
入。经纪人还给他配备了一台半
自动的加工器具，以提高效率。

构建来料加工模式，是西坞街
道充分考虑辖区内低收入人群增收
需求以及“非粮化”整治后富余劳
动力增多的实际，因地制宜开辟的
就业新路径，让这部分群体不用外
出就有事干。“参与来料加工，村
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干劲足了，
生活也和谐了！”西坞街道妇联主
席邬路维感叹道。

截至目前，西坞街道已经在
23 个 建 制 村 建 立 来 料 加 工 点 32
个，培育经纪人 31 名，对接企业
54 家。来料加工模式已为 600 多位
村民创收 1100 万元。

西坞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军表
示，下一步，在实现来料加工点建

制村全覆盖的基础上，推动来料加
工点向“超市”转型，“超市”可
以按需下单，与街道成人学校联
合，推出月嫂、厨师等免费培训课
程，赋予村民更多技能，进一步拓
宽就业渠道。

多方协力，齐推共助
“共同富裕”

来料加工增就业，助农增收共
富裕。业内人士认为，来料加工是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有
效方式。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参与、
农民唱戏”的新模式，除了村民自身
积极参与，需要政府、企业、经纪人
等多方齐心协力。

作为牵线搭桥的角色，来料加
工点的经纪人往往发挥着很大作
用。他们不仅要负责订单收发、任
务分派，还要为村民提供基础培
训、把控产品质量、控制交货节
点。在西坞街道，经纪人大多是辖
区内有能力、有资源的党员干部以
及有意从事经纪业务的乡贤人士。
这支“中间人”队伍，为来料加工
提供了顺畅的通道。“有时候很操
心 ， 但 看 到 村 民 有 活 干 ， 觉 得
值。”孔峙村来料加工点经纪人邵
紫燕快人快语。

而对于有手工装配需求的企业
来说，通过来料加工模式，既能灵
活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完成一些难
以机械化操作的装配工作，又能为
村民提供切实的收益，可谓一举两
得。宁波九九依心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桌布、浴帘等日用品加工

企业，该公司与孔峙村来料加工点
建立了合作关系，还花费 20 万元
添置了一辆采购专车，方便运送加
工原料和产品。“我们与孔峙村来
料加工人员签订了协议，给予每人
每个月 500 元的兜底收入，希望保
持稳定合作。”该公司负责人毛晓
鹏说。

“我们村去年收到了区里11.5万
元的补助，这对村集体和村民来说，
是很大的激励，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熊威儿告诉记者。据了解，去年奉化
区专门出台了《奉化区开展来料加工
助农增收阳光行动的实施意见》，对
低收入农户群体和在家赡养老人、抚
养幼童为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
来料加工的，按标准给予一定补助；
对获评来料加工优秀村（社）、技术能
手的提供奖励；对辖区内在加工点集
中作业人员，由政府出资购买团体意
外险，投保“农村临时务工人员意外
伤害保险”。

数字化助力，搭建用
工“高速公路”

随着来料加工模式的推进，一
些问题也接踵而来：来料加工订单
供应商与接单经纪人信息匹配效率
低、技能培训缺位、劳动力匹配难
等，这成为制约来料加工业务拓展
的短板。如何借助数字化应用场
景，搭建来料加工的“高速公路”？

从去年开始，奉化区就积极探
索“数字化产业链”，充分利用奉
化 8718 平台微信群、“家门口”社
区综合服务平台“来料加工”专栏

等信息发布平台，为企业发布来料
加工需求信息、村社劳务接单提供
有效对接。同时，奉化区积极构建
完善来料加工企业、经纪人、从业
者三方基础信息库，搭建起政府、
市场、加工点、农户之间的桥梁，
形成业务收储、订单推送、技能培
训、效益发放的来料加工服务闭
环。

“我们建立了来料加工的微信
群，可以实现线上点单，既能及时了
解大家的需求，高效对接订单，也方
便我们开展线上线下培训，提升来
料加工人员的技能。”邬路维说。

依托互联网技术，西坞街道开
发出“来料加工之家”服务平台，
旨 在 构 建 一 个 “ 政 、 企 、 社

（村）、户”之间快捷、便通的信息
互通平台，实现“来料加工、家政
服务、技术培训”等业务需求和用

工生产之间的紧密对接。据了解，这
个服务平台分为新闻资讯、供应商管
理、经纪人管理、订单超市、政策补
助、培训超市、富余劳动力、数据分
析八大模块。其中供应商管理模块由
政府牵头，对所有发包商进行资质审
核，将合法合规企业纳入长期对口合
作单位，拥有在线上订单超市发布订
单的权利，提高订单的流转效率与质
量。经纪人管理模块则对经纪人进行
登记造册，通过预留联系方式、核实
资质权限等流程，开通在订单超市接
单特权。

近期，西坞街道专门印制了宣传
册，在街道辖区 800 多家企业中进行
推广，让更多企业了解这一服务平
台。“借助数字化平台，不断优化来
料加工模式，努力把西坞打造成为

‘来料加工之乡’，朝着共同富裕的目
标大步迈进。”徐军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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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晚 6 点，位于奉化江流域东江
支流上全长 555 米的葛岙水库全线封顶。葛
岙水库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溉、生态
等综合利用功能，水库建成后，对保障下游
东江两岸及鄞东南平原防洪安全，完善东江
流域防洪体系，减轻奉化江、姚江干流防洪
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为确保工期，做好充足防汛准备，我
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克服诸多困难，从春节留
工稳岗不停工，到近期克服疫情影响保障进

度，目前工程总体进展顺利，并计划于今年 7
月下闸蓄水。”葛岙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技术
负责人李秀莲说。

我市加大水库“上蓄”与减轻下游防洪压
力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针对去年台风造成的
80 余项水毁工程和存量病险水利工程，稳步推
进修复工作。另一方面，针对白溪、皎口、周公宅
等 8 座大中型水库实施开展泄洪能力提升工
程，目前，除周公宅水库已完工外，其余 7 座水
库预泄能力提升工程均在全速推进中。

系统布局，水利重器再“升级”

奉化葛岙水库封顶奉化葛岙水库封顶。。 （（樊建威樊建威 严龙严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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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记者 王博

宁波4月15日正式入汛，根据气象部门预测

分析，今年我市防汛防台抗旱形势严峻。为此，我

市专门召开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各

地各部门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思想觉悟和行动自

觉，全面筑牢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连日来，记者通过对各地涉水部门走访发现，

我市水利系统已经全面切换至“防汛备战”模式，

从水库山塘河网到水闸泵站和主要排水管网，均在

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备汛工作。

未雨绸缪未雨绸缪 有序推进有序推进

山下地村来料加工点。 （孙吉晶 摄）

近段时间以来，宁波市水务环
境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管
道检测作业。4 月 25 日一早，在鄞州
区世纪大道与兴宁路交叉口，两名工
作人员一组，正默契配合给城市地下
管网“体检”。记者注意到，一名身着
黄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将管道潜望
镜放入排水管道进行检查，另一名工
作人员则手握记录设备，专注地看着
实时传送的检测视频。整个检测过程
中，两人不时交流，调整检测方位。

“对每一处点位，我们除了要给

排水管进行‘体检’，还要清理下水
道里的淤泥、落叶等杂物，确保汛
期不积水平安度汛。”现场一位章姓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
此 轮 主 要 负 责 检 测 主 城 区 705.9 公
里、直径 0.2 米到 2.2 米的管道。除
了 人 工 挨 个 点 位 检 查 疏 通 下 水 道 ，
该 集 团 还 构 建 起 “ 物 联 网 + 大 数
据”信息共享协同模式，在市区主
要 路 段 节 点 安 装 了 56 套 窨 井 液 位
计 。 窨 井 液 位 计 如 砖 块 一 般 大 小 ，

安装在窨井内壁，一旦井内水位达到
临界值，将自动报警，实现“一图查
看、一网调度”。

与 此 同 时 ， 结 合 往 年 防 汛 经 验 ，
该集团持续完善应急处置体系，针对
下穿立交、重点主干道、低洼区域修
订 5 大类 19 小项应急预案，组织开展
日常防汛演练 28 次。集团排水部门有
序 整 编 应 急 抢 险 队 伍 7 支 ， 7 辆 强 排
车 、 14 辆 抢 险 车 、 164 台 应 急 水 泵 、
24400 袋沙包等各类应急物资均已部署
到位。

科技赋能，排水管网更通畅

这几天，总投资 3200 万元的宁
海县越溪塘除险加固及提标工程正如
火如荼推进。该海塘此次主要建设内
容为海堤除险加固 1.3 公里、新建一
座滨海公园和一座泵站。据介绍，此
项工程原计划 2022 年 3 月开工，到年
底完成项目总工程量的 60%，实际上
提前到今年 1 月开工。

海塘是抵御台风侵袭、守护一方
安澜的第一道屏障。今年一季度，我
市新开工海塘长度 14.92 公里，完成
投资 3.64 亿元，民生实事海塘实施进
度居全省第二。为确保稳步推进海塘
安澜工程，我市还成立了海塘安澜建
设协调小组和工作专班，聚焦全年目
标，按照海塘安澜专人报送、预警分

析、通报晾晒、现场督导四措并举的工
作机制，开展建设监管工作。

来自市水利局的统计显示，宁波市
海塘安澜工程自启动以来，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已累计开工建设海塘 110 公
里，累计完工 39 公里。2022 年，计划
新开工海塘 100 公里，累计完工海塘 80
公里。

千方百计，筑牢“海上长城”

我市全面筑牢安全度汛防线我市全面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姚江北段姚江北段。。（（市治水办供图市治水办供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