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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记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勇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日前胜利
闭 幕 。 作 为 宁 波 中 心 城 区 的 海
曙 ， 如 何 贯 彻 落 实 省 党 代 会 精
神，奋力推动宁波在全省“两个
先行”新征程中领先领跑，为加
快 建 设 现 代 化 滨 海 大 都 市 贡 献

“海曙力量”？昨日，记者专访了
海曙区委书记徐强。

记者：学习省党代会精神，
您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徐强：省党代会报告站位高
远、主题鲜明、思想深邃，非常
鼓 舞 人 心 、 凝 聚 人 心 、 激 励 人
心。报告政治坚定，指引我们步
伐笃定；站位全局，号召我们服
务大局；奋发先行，激励我们砥
砺 前 行 。 海 曙 将 对 标 对 表 推 进

“两个先行”、打造“八个高地”，
以实干作答，用实绩交卷。

记者：能否结合海曙实际，谈
谈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的新举措新理
念和对未来五年发展的宏观擘画？

徐强：海曙将把学习贯彻省
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海曙落
地 生 根 、 开 花 结 果 ， 打 响 “ 海
曙·创造美好品质”品牌，全面
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

一是以海曙创造推进动力跃
迁。实施“创新创意创质”三创
驱动，把握科技回归都市趋势，
深化“科创中国”省级试点，着
力打造以翠柏里创新街区、城西
创新走廊为龙头的科创体系，以

“224”服务业、“125”制造业为
主体的产业体系和“汇海工程”
人才体系，建设科创中心城区、

工程师友好区。
二是以海曙美好擦亮幸福底

色。促进“人本化、生态化、数
字化”三化互融，打造“浙里甬
有专曙”系列民生名片，在硬件
上加快建设海曙中学、区福利中
心 等 项 目 ， 在 软 件 上 创 新 “ 物
质+服务”社会救助、紧密型医
联体等模式，让公共服务更具质
感和温度。

三是以海曙品质彰显城市魅
力。加快“沿江沿路沿山”三沿
开 发 ， 滚 动 实 施 “ 精 特 亮 ” 工
程，以西枢纽为牵引高标准建设
空铁新城，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
整治为抓手推进空间重构，以重大
项目“1314”统筹推进机制为保障
促进项目提速，切实推动城乡空间
优化、布局完善、功能提升。

记者：海 曙 正 在 推 进 “ 物

质+服务”社会救助改革试点，
请您谈谈如何以此助推共同富裕？

徐强：从 2020 年开始，海曙
推进全省唯一的全国社会救助改
革创新试点，近期又入选省第二
批共富试点。目前，海曙正在探
索将“物质+服务”的内涵从社
会救助领域向外不断拓展，突出
全领域、全过程、全生命周期，
助推共同富裕建设。

一是针对 1693 户、2208 名低
收 入 农 户 ， 以 及 集 体 经 济 薄 弱
村，增收共进不落一个。

二是突出全龄友好，特别是
聚焦“一老一小”，服务共享不少
一人。

三是迭代升级以政府为主体
的传统模式，发动党组织、统战
力量、企业、社会等各方参与，
协力共建不缺一方。

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
——专访海曙区委书记徐强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万鲁宁

省党代会报告中，“民政元
素”非常多。宁波民政将如何为
谱写“两个先行”的宁波篇章贡
献力量？日前，记者专访了市民
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杰。

记者：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已
圆满结束，请谈谈您的感受。

胡杰：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是
浙江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的
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红船味、改革味、浙江味都非常
浓，大会提出的“两个先行”奋
斗目标、“八个高地”具体目标

和“10 个着力”具体举措，贴合
浙 江 实 际 ， 具 有 鲜 明 的 浙 江 气
质。

记者：宁波民政部门将如何
贯彻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胡杰：省 党 代 会 提 出 ， 要
“全省域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
单 元 建 设 ， 构 建 居 民 幸 福 共 同
体”。我们将推动开展社区分类治
理、居民自治提质、五社联动赋
能、社区服务优享、社区减负增
效、社工队伍建设六大行动，努
力落实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各项
任务，把社区打造为居民的美好
家园。省党代会提出，要“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普惠性养
老服务和政策体系”。我们将以
打造“居家养老宁波样板”标志
性成果为龙头，带动我市基本养
老服务制度体系、城乡养老服务
设施网络、“甬易养”智慧养老
综合信息平台、养老护理员队伍
建 设 的 全 面 提 升 ， 建 好 建 强 居
家、社区、机构三大阵地，把助
餐、托养、照料等服务更快、更
好地送到老人的身边、周边、床
边。省党代会提出，要健全新时
代社会救助体系、构建新型慈善
体系，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
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我们将充分

发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助力第
二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发展促进第
三次分配的职能，推动全社会在

“ 做 大 蛋 糕 ” 的 同 时 “ 分 好 蛋
糕”。省党代会提出，要“打造促
进全体人民全面发展高地”。我们
将立足高水平服务群众“全生命
周期”，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四级网
络，强化对孤困儿童和留守儿童
的兜底保障；加大婚俗、殡葬改
革力度；加大优秀地名文化保护
力度，在“一块路牌”上传递文
脉、留住乡愁。

记者：未来五年，宁波民政
将在哪些领域进行重点突破？

胡杰：我们将创新突破、争
先进位，更加突出制度重塑、数
字变革，更加突出聚焦重点、带
动全面，更加突出多元参与、共
建 共 享 ， 全 面 履 行 基 本 民 生 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公共服
务三大职能，持续推进事业高质
量发展，努力在“两个先行”中
写好“民政答卷”。

创新突破 争先进位
在“两个先行”中写好宁波“民政答卷”
——专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杰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陈
冰曲 陈媛） 31 个市重点工程项
目完成投资约 45 亿元，实现年度
计 划 的 54.8%—— 今 年 前 5 个 月 ，
江北工程建设项目进度居全市前
列。针对项目全过程痛难“关键
点”，江北致力于各个击破、提速
增效，全省首创集成服务 20 个场
景，“一条龙”覆盖基本建设项目
全流程，为这片热土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日前，惠贞高级中学项目顺利
通过各项专业验收，提前 1 个月完
成竣工备案。“原本工期很紧张，
多亏了‘预验收’举措，把工作做
在了前头，让我们按时、保质保量
地把项目交付给教育部门，确保秋
季如期开学。”在施工现场忙了几
个月，江北区公建中心高工俞杰欣
慰地笑了。

以往的工程验收流程，一般是
项目主体全部建设完毕后请相关部
门逐个验收，接着施工方按照整改
意见一步步整改，再由部门“回
头看”最终通过验收，不仅费时
费力，且存在联动机制不完善等
诸多问题。新举措将流程大幅优
化，所有建筑单体工程完成后，部
门即可提前开展实地踏勘，对规划
竣工核实、消防、人防、档案等环
节 开 展 “ 预 验 收 ”， 边 整 改 边 施
工，实现“早介入、早沟通、早整
改、早验收”，做到验收不等待、
建好即验好。

如今在江北，越来越多像惠贞
高级中学这类的工程项目验收迎来
了“大提速”。日前，宁大附属学
校二期、应家配套学校等多个项目
完成验收，比计划提前了 15 天至
30 天。

拿到施工许可证是项目开工的
必要条件。在江北创新的工程建设
项目“一件事”制度加持下，许可
证从审批到申领“一气呵成”。

这几天，应嘉丽园北侧 （租赁
住房）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作为市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正
抢 抓 进 度 ， 预 计 2025 年 底 前 竣
工。“多亏了施工许可‘多合一’
举措的有效落地，我们在 4 月下旬
就拿到了施工许可证，比预计时间
提早不少。”江北公建中心工作人
员郑昱航颇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此前，申领施工
许可证要分别办理人防工程易地建
设核实、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等
5 个事项，需跑多个窗口，如今通
过投资在线监管 3.0 平台，在一个
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合并受
理。同时采取施工许可证承诺制审
批，使施工许可证办理从原来跑 6
次减少到跑 1 次，办理期限从 10 个
工作日缩减至 1 个工作日。

在江北槐树路附近地块，一幢

幢崭新的楼房正拔地而起。不久
前，这里还是一块待出让的土地。
在江北区房征中心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通过报批前置、现场办公等土
地“快速审”手段，这块地整整提
前两周进入“招拍挂”阶段。

“地块出让时间紧、任务重，
涉及的程序既多又杂，同时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各项前期手续，难
度很大。这次多亏了‘快速审’举
措，让整个流程大大提速。”工作
人员小陈说。

在地块规划文本未正式出具
前，小陈提前与各报批的市、区级
部 门 对 接 ， 陪 同 各 部 门 现 场 踏
勘，先行沟通解决问题，待正式
规划文本出具后，第一时间出具
各报批部门的意见。为提高工作
效率，在报批前置的同时，小陈
和同事还赶赴现场办公，保证了
地块的顺利出让，这不仅为后续
施工、竣工交付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为区域提升品质形象按下了“加
速键”。

紧盯关键点 全过程加速

江北跑出工程建设项目落地新速度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田
耕 颜丽英） 鄞州区陈婆渡地块安
置房昨天开始抽签分房，2000 余
套可选房源，涉及雷公巷、王隘一
村、王隘二村、曙光一村、曙光二
村等 15 个征收项目，创我市一次
性安置征收项目数量之最。当天，
八旬老人阮如林坐着轮椅赶来抽
签，他对新房满怀期待，“心心念
念 3 年，终于盼来分房，再也不用
爬楼梯了。”

近年来，鄞州深入贯彻我市
“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战
略部署，全面摸清城镇老旧小区底
数，聚焦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和居
住环境综合整治攻坚，加强保障性
租赁住房筹建力度，让百姓“宜
居”更“安居”。

告别“老”“破”“旧”，幸福
住新居。6 月底，悦众家园安置房
抽签分房，首南街道高塘桥村 364
户村民喜获新居；6 月中旬，划船
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补偿协议生
效，4835 户被征收户将“原拆原
建”⋯⋯随着城乡融合深化发展，
一批又一批的棚户区和城中村迎
来 改 造 ， 十 余 万 百 姓 彻 底 摆 脱

“低洼积水”等困扰。“徐戎地块
棚改项目 1100 套房源将于近期启
动分房，白鹤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
目计划年内启动，涉及被征收户
5044 户，将刷新宁波征收纪录。”

鄞州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主要负责
人说。

保障房“追”着新市民“筑巢
引凤”。3 月，鄞州首个政府专项
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工，建设
1648 套住宅，将解决鄞州经济开
发区内 3000 余名企业职工住房问
题。6 月底，位于轨道交通 3 号线
姜山站东侧的宁波首个地铁 TOD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工，将为新
市民和青年人打造综合商业、居住
社交等服务配套，实现“下楼就是
地铁站，出门就有综合配套”的新
生活场景。“十四五”期间，该区
保障性租赁住房总目标 3.4 万套，
今 年 筹 建 60 万 平 方 米 、 1.35 万
套，筹建体量居全市第一。

公租房“一件事”联办，群众
零跑腿。上周，住房困难户邱女士
的手机收到了一份公租房电子租赁
合同，当天她即办理了入住手续，
相 比 以 往 “ 提 速 ” 30 个 工 作 日 。

“我们在全市率先推出公租房‘一
件事’联办系统，实现户籍、身份
证、低保、特困等信息在线共享，
申请公租房，可以到窗口‘跑一
次’办理，也可‘零次跑’网上办
理 。” 鄞 州 区 住 建 局 主 要 负 责 人
说。截至目前，该区共有可用公租
房房源 5669 套，已累计保障家庭
8259 户，租赁补贴困难家庭 11347
户，均居全市首位。

鄞州编密织牢住房保障网

本报讯（记者戎美容 通讯员
詹柴） 近日，为继续深化双边合
作，在中国凉山·安宁河现代农业
硅谷科创园区奠基仪式上，宁波市
农科院和凉山州农科院签订了共建
中国凉山安宁河农业硅谷战略合作
协议。

从 去 年 确 立 合 作 关 系 以 来 ，
宁波市农科院不仅先后选派 6 批
科技骨干赶赴实地指导，而且还
邀请凉山州相关农技人员来甬培
训。“实地交流才能‘碰撞’出更
多可能性，我太幸运了。”西昌华
农禽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宋浪就是
那 次 培 训 班 成 员 之 一 。 去 年 10
月，他改变原有的养殖思路，在
宁波市农科院畜禽所技术专家陈
淑芳的指导下，尝试引进 2000羽象
山大白鹅鹅苗，70 天后增收近 6 万
元。

据悉，西昌市已建立了 1 个象
山白鹅科技养殖示范基地，具备年
出栏优质肉鹅 5 万羽的能力，在盐

源县建立了 4 家白鹅养殖示范户。
陈淑芳还因地制宜推广白鹅养殖技
术，在布脱县推广山坡地白鹅放牧
技术，在西昌推广鹅场室内圈养技
术，在雷波县和会理县推广果园下
白鹅套养技术。

目前，凉山州已引进鹅苗总计
20 万羽，养殖 70 天后，一只鹅的
纯利润在 20 元以上，带动当地 20
户以上鹅农通过饲养优质肉鹅增收
致富，户均增收 1.2 万元以上。

目前，水稻、甜瓜、草莓、南
瓜等品种及配套技术也在源源不断
加紧输送。

未来，宁波市农科院和凉山
州农科院将充分发挥双方的学科
优势和产业基础，立足凉山州农
业 产 业 基 础 和 资 源 、 气 候 特 点 ，
建 立 长 期 科 技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有效开展科技研发，提升技
术成果转化与应用，打造凉山州
农业产业示范样板，走好富民惠
民利民之路。

打造凉山州农业产业示范样板

甬凉携手再续共富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莹 陈朔愉 于文霞） 随着总指
挥一声令下，前天，镇海区清水浦
泵站工程水泵机组启动吊装。历时
1 天，5 台水泵的机组部件精准吊
入安装机位，预计在一周内完成全
部安装，力争主汛期前具备应急通
水条件。

“这是目前国内单机设计流量最
大的立式潜水轴流泵泵组，单机设

计流量为15立方米/秒，该工程设计
排涝流量为 75立方米/秒。”清水浦
泵站工程主要负责人苗宇宏介绍。

按照建设计划，今年底主体工
程完工，全部水泵机组投产运行，
将为姚江流域江北镇海片提供重要
水利支撑。“泵组安装好后，将进
入试运行调试阶段，这也预示着本
工程即将发挥应急排涝作用。”苗
宇宏说。

国内单机设计流量最大

清水浦泵站5台
立式潜水轴流泵成功吊装

昨天上午，在宁波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南部商务区站，施工人员
正在烈日下抢抓进度。现场，250
余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开展交叉作
业。目前，轨道交通 7 号线已有 9
个站点开工，8 号线有 8 个站点开
工，轨道交通全线有 5000 余名建
设者在烈日酷暑下加快施工进度。

（徐能 张燕 摄）

战高温
抢建设

吊装现场。 （沈孙晖 陈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