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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记者 冯瑄

随着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圆满
落幕，宁波城乡建设站在了新一
轮发展的起点。如何在新起点上
踔厉奋发，争先创优？昨天，记
者专访了宁波市副市长杨勇。

记者：学习省党代会报告，
您有何感受和体会？

杨勇：这是一次感恩奋进、
牢记嘱托、登高望远、开创未来
的大会，体现了省委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 政 治 自 觉 ， 践 行 “ 八 八 战
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行动自
觉，充分体现了全球视野、一流
标准，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记者：围绕贯彻落实省党代
会精神，宁波城乡建设工作将会

推出哪些新举措？
杨勇：我们将以“两个先

行”为统领，谋深谋实城乡发
展，落实落细重点任务，努力实
现创新突破、争先进位。

一是聚焦“两个先行”，打
造城乡共富新格局。以全域国土
空间综合整治为牵引，有机融合
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城乡风貌
整治提升工作，做到规划“一盘
棋”。发挥特色优势，打造具有
宁波辨识度的城乡风貌和现代社
区大场景，今年创建 10 个城乡
风貌示范区省级样板、30 个未
来乡村、75 个未来社区。

二是聚焦民生需求，实现基
础设施新提升。加快推动宁波西
枢纽、通苏嘉甬铁路、杭甬高速
复线三期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加快轨道交通、世纪大道北延等在
建项目进度，全面构建“321”交
通圈，以大交通服务群众行有所
畅。加快建设“公租房、保障性租
赁住房、共有产权房”为主体的新
型住房保障体系，今年筹建保障性
住房不少于 7 万套 （间）。优化住
房供给，保障群众刚需，提升住房
品质，以大保障确保群众住有安
居。

三是聚焦生态建设，塑造全域
美丽新风貌。加强生态治理，实施

“甬有碧水”八大专项行动，以现
代理念、系统观念推进水生态标本
兼治。今年地表水市控及以上断面
达 到 或 优 于 三 类 水 体 比 例 达 到
90%，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达到 100%。全域推进“无
废城市”、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

构建优质美丽的生活环境。
记者：未来五年，宁波城乡建

设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图景？
杨勇：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城

乡开发建设、综合交通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等重点领域，推动省市各项
决策部署和民生实事高质量完成。

到“十四五”末，建成省级、
市级未来乡村各 100 个；创建未来
社区 240 个以上，覆盖城市社区总
数的 35％以上；轨道交通开通运
营总里程力争突破 300 公里；宁波
铁路里程达到 440 公里；全市经营
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达
到 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确保 5.5 万元的基础上，努力冲
刺 6 万元，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缩
小在 1.7 以内；宁波境内高速公路
里程力争达到 700 公里。

以“两个先行”为统领 全力推动城乡建设争先创优
——专访宁波市副市长杨勇

记者 俞永均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
高水平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数
字变革高地，为全国改革探路。未
来五年，宁波如何深化数字化改
革，推动系统性变革，以改革先行
奋进“两个先行”？为此，记者专访
了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一级
巡视员阎勤。

记者：请您介绍下宁波数字
化改革取得的进展和下步打算。

阎勤：我们以数字化改革为
总抓手，把数字化改革、全面深化
改革、共同富裕重大改革一体融
合，统筹推进，已实施近 200 个省

级先行示范项目，上线 250 多个
特色应用，其中38个应用获得省、
市最佳应用和省改革突破奖，50多
项成果在全国全省推广。今后几
年，宁波将围绕推进“六大变革”、
打造“六个之都”，加快建设数字化
改革先行市，着力推进“1612”体系
架构变优、场景应用变实、“大脑”
建设变强、理论制度变通、干部能
力变高、改革效应变大等“六个大
变样”，以改应变、以改创富、以改
保安，为全国全省改革探路。

记者：您认为，改革特别是数
字化改革应如何赋能宁波经济稳
进提质？

阎勤：宁波要围绕经济稳进

和提质两个层面深化改革，激发企
业主体动力和市场体系活力。在稳
进上，推行“甬易办”“企服通”“5G+
智慧港口”“投资在线”等应用，推动
政策精准落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
有效衔接和稳定。在提质上，探索

“产业大脑+未来实验室+未来产业
集聚区+未来工厂”发展路径，建强

“新材云创”新材料科创大脑和化
工、机电等产业大脑，做实新产品研
发服务、知识产权智保、“两业融合”
等应用，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
环节，赋能单项冠军企业、总部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补链强链，塑
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极。同时，持续
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推广“最多报一

次”“灵活就业”“税务+”等应用，打
造营商环境最优市。

记者：请您谈谈改革如何助力
共同富裕先行？

阎勤：我们要以数字化改革牵
引共同富裕改革，建立适应现代化
时代要求的共富型政策制度体系。共
同富裕一个重要标志是“扩中”“提
低”，就是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让农
民增收致富，下一步宁波将推广象山
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奉化“浙里惠
渔”、余姚“四明红”等好应用好做法，
集成打造“扩中”“提低”综合场景，探
索做大、分好、吃好“蛋糕”的路径模
式。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推进
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宁波将围绕“七
个甬有”，打造更多管用好用的场景
应用，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让全
体人民共享品质生活。特别是聚焦

“一老一小”，完善“甬易养”“善育
宝”“甬 e 保”等应用，满足“一老”

“一小”全方位服务需要。

深化数字化改革 推进系统性变革
——专访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阎勤

本报讯（通讯员孙耀楠 景鹏
飞 记者俞永均） 前天下午，宁波
舟山港发布了集装箱吞吐量半年成
绩单——据生产快报数据显示，截
至 6 月底，今年已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 1745 万 标 准 箱 ， 同 比 增 长
8.7%。其中，6 月份集装箱吞吐量
超 310 万标准箱，已连续 3 个月突
破 300 万标准箱 （4 月份首破 300
万标准箱、5 月份完成 337 万标准
箱），有力保障了物流链畅通、供

应链稳定，在助企纾困中发挥出了
港口的“硬核”力量。

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多点散
发、季节性气候影响等多重考验，
宁波舟山港充分发挥全球第一大港
的枢纽优势，主动对接“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严格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方位提升
港口保通保畅能力，实现了港口运
输生产的稳进提质。

加强生产组织，提升服务保障，
充分释放港口作业能力。今年以来，
宁波舟山港与航运企业深化常态化
沟通联络机制，持续加密靠港航线、
增加船舶舱位，全港航线总数升为
近 300 条。研究出台 18 条保通保畅
措施，通过发放电子版防疫通行证、
施行出口拼箱预进港政策、发挥多
式联运体系优势等举措，疏通集卡
运输堵点，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宁波
舟山港还发挥梅山、金塘等港区新

建泊位的作业潜力，优化全港航线
整体布局，减少船舶待港压力。

集装箱各项业务发展，呈现多
点开花局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
山港外贸本地出口重箱业务量逆势
增长，水水中转保持良好发展趋
势，内贸业务快速恢复提升。特别
是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保持高位运
行，上半年预计完成 75.3 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 32.4%，进一步巩固
了南方海铁联运第一大港地位。

1745万标准箱

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半年成绩单亮眼

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 （蒋晓东 摄）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找准“小场景”，撬动“大治
理”。“七一”前夕，2022 年海曙
区“书记·向未来”项目路演总决
赛现场，14 名来自海曙城乡社区的

“领头雁”登台亮相，拿出一个个和
老百姓需求息息相关的领衔攻坚项
目，探索着事关现代社区建设、打
造幸福美好家园的创新路子。

今年是现代社区建设的开局之
年。“城乡社区现代化首先是组织
的现代化，要主动适应社区内涵特
征的深刻变化，推动组织体系覆盖
城乡发展最活跃经络，努力扛起建
设现代社区、打造幸福共同体的使
命担当。”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如是说。

在鄞州明楼街道和丰社区，处
处流淌着“百年和丰”的红色基
因。今年以来，聚焦城乡社区现代
化建设的目标，15 个党组织、191
名在册党员、42 个社会组织和百
余家企业迅速集结成立和丰未来社
区红色党建联盟，率先建立“红创
未 来 公 益 基 金 ”， 成 立 鄞 州 首 个

“红管家”共治委员会，汇聚起共
建共享、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

“ 没 想 到 未 来 社 区 建 设 ， 会
‘撬动’和丰翻天覆地的变化。”李
志磊是和丰未来社区数字化平台建
设总负责人，也是党建联盟“和伙
人”，瞄准社区服务热点和治理痛
点，建立自主可控“基于轻量化
BIM 的未来社区数字化平台”，让
社区管理运行、房屋设备维护、居
住人群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迎刃
而解。

而在 4 公里之外的江北文教街
道大闸社区，通过组建“社区党
委+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
中心户”党建工作体系，尝试把

“大党建”融入“小网格”，通过
“堡垒建在网格、党员沉在网格”，
努力把党组织的力量凝聚到最小作
战单元。

统筹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
设，撬动的是治理路径的重构，衡
量的是党建统领的成色。据悉，下
一步我市还将全面推行“三挂钩”
制度，把现代社区建设与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相挂钩，与红色根脉
强基示范县、乡、村创评相挂钩，
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相挂
钩，推动责任层层落实、工作一抓
到底。

党建引领
为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添彩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汪洋） 6 月 30 日晚上，在市区姚江、
奉化江的多处水域，市渔政执法队
联合海曙、江北、鄞州三地渔政执法
队，开展今年甬江流域禁渔期间最
后一次联合执法行动。执法人员乘
坐多艘执法艇，分组出击，重点整治
夜间违法电鱼和提前开捕行为。

根据浙江省八大流域统一禁渔

要求，今年 3 月 1 日 0 时起至 6 月
30 日 24 时，我市甬江流域首次实
施 4 个月的禁渔期。

其间，渔政、公安食药环部门
开 展 高 频 次 的 禁 渔 执 法 攻 坚 行
动 ， 结 合 重 点 区 域 、 重 要 时 段 ，
累 计 开 展 联 合 打 击 行 动 100 余
次。据统计，截至 6 月底，我市共
查 获 甬 江 流 域 非 法 捕 捞 案 件 172

件，其中移送及涉刑查处 153 件，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30 人，执法打
击和涉刑移送力度居我省八大流域
禁渔工作前列。

今 年 是 甬 江 禁 渔 的 第 一 年 ，
市、县两级高度重视，并引入了多
项高科技手段，对非法捕捞实施精
准打击。渔政部门建立夜间巡查打
击为主、白天宣传为辅的工作机

制，同时利用智慧渔政平台联动现
场执法，实现实时判断涉渔预警，

“定点清除”。公安食药环部门调用
无人机，采取水陆空三栖巡控的警
务模式，全天候、无死角打击甬江
流域重点区域“电、毒、炸”违法
犯罪行为。今年以来，甬江流域内
共清理违禁网具 2310 顶，查扣涉
渔“三无”船 （筏） 52 艘。

每年的春夏两季，是内河鱼虾
繁衍生息的关键时期。通过 4 个月
的禁渔期整治，甬江流域大范围、
群体性电鱼行为现象基本杜绝，电
鱼举报频次明显降低，有力促进了
内河流域渔业资源的稳步恢复。

甬江禁渔“收官”
4个月查处非法捕捞案172件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李
光）“一到夏天，水的口感就不够好，
能不能及时公布水质主要数据，让老
百姓放心”“部分村民还在使用山塘
水库水，建议将这些水库纳入统一管
理”“海岛的农业用水靠天‘吃饭’，希
望进一步完善设施，让农业用水更为
稳定，农民增收更有保障”⋯⋯7月 1
日，象山高塘岛上热浪滚滚。但比天
气更“热”的，是江南村会议室里的讨
论，一场有关《宁波市供水和节约用
水条例》的村民说立法活动正在这里
举行。高塘岛的村民代表畅所欲言，
摆问题、提建议，和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市司法局和市水利局的相关人
员展开热烈讨论。

《宁 波 市 供 水 和 节 约 用 水 条
例》 是我市今年地方性法规审议项
目，市人大常委会今年 8 月将进行
一审。“这次是在 《宁波市城市供
水和节约用水条例》 基础上制订，
最重要的变化是把‘城市’两个字
去 掉 ， 体 现 城 乡 一 体 和 共 同 富

裕。”市司法局立法一处负责人告
诉记者，高塘岛是海岛乡村，也是
宁波较为偏远的乡镇，特地来这里
的村社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目的是
以开门立法的形式不断完善草案。

这是我市推进行政立法市县乡
村四级意见征集模式，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0
年 11 月，市司法局在 《宁波市法
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 （草案）》 意
见征集时，首次启用该模式，共召
开四级座谈会 2314 次，参与意见
征求人数 24080 人，收集到有效意
见和建议 226 条，取得良好效果。

2021 年 11 月，我市出台 《宁
波市人民政府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
法》，将四级立法意见征集工作制
度化。今年 6 月，市司法局“一起立
法”意见征集系统完成开发并使用，
实现了意见同台征集、智能分析。

“村 （社区） 是立法意见征集
的难点，我们以数智系统赋能、司
法所为纽带，调动群众参与政府立
法的积极性，把立法的意见征集延
伸至基层，打通听取立法民意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科学立法和民
主立法的有机融合。”市司法局立
法一处负责人说。

村民说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市推进行政立法
四级意见征集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许霖 记者王
佳） 前天上午，奉化区档案馆举行
红色档案集中捐赠、寄存仪式，庆
祝建党 101 周年。450 余件红色档
案资料被纳入馆藏，奉化区档案馆
馆长向捐赠、寄存代表颁发了荣誉
证书。

本次征集到的红色档案资料的
主人，有参加三五支队投身抗日，
经历孟良崮、解放开封等战役后又
致力于奉化建设的革命军人，有新
中国成立前投身奉化解放事业的离
休干部，有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革命军人，有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荣立战功的老军人，也有 20 多

年来致力于红色档案资料收集的退
休老干部等。这些照片、文件、证
书 、 回 忆 录 、 工 作 证 、 胸 章

（徽）、读本、工作笔记等物品，都
是老干部、老军人参加革命工作的
经历凭证以及投身奉化发展建设的
真实写照。

近年来，奉化区档案馆以丰富
馆藏档案资源为依托，进一步拓宽
档案征集渠道，加速对重点档案的
抢救保护。

仪式现场，还聘请了首批档案
征集联络员并颁发证书，并将每年
的 7 月 1 日 定 为 征 集 档 案 集 中 捐
赠、寄存日。

450余件红色档案资料
入藏奉化区档案馆

7月 1日，在海曙区大雷村千亩竹林中，竹农汪唐福正在寻找着夏日
林间美味——鞭笋。受气候影响，今年鞭笋的产量略低于去年。目前，鞭
笋的收购价在16元/公斤左右。 （徐能 张昊桦 摄）

鞭笋抢“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