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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这个暑假，洞桥资源循环利
用基地、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
基地、宁波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
公司等一批“美丽线路”成为中小
学生的热门“打卡地”；点菜时主
动减少菜品数量，就餐后将剩菜打
包，根据市商务局本月初发布的有
关数据，宁波各餐饮企业每月餐厨
垃圾量较前两年减少了 20%，基本
光盘已成普遍现象。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人人都
是参与者、实践者。以大美宁波建
设为中心，宁波围绕“世界环境
日”“国家低碳日”“世界生物多样
性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创新和完
善公众参与机制，多角度、全方位
展示宁波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记者
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至目
前，我市累计创建市级环保模范单
位 1571 家 （包括绿色学校、绿色
小区、绿色工厂、绿色医院、绿色
饭店、绿色商场）。

以生态环境教育活动为“桥”，

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孩童，四
明大地绿色风劲吹。今年以来，我
市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服务微民生
十件事”。目前全市共开展了 27 次
36 个 课 堂 ， 活 动 累 计 报 名 超 过
4100 人 ， 参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科 普

“亲子课堂”的人共有 1341 人。启
动“生态文化”走村入社项目，目
前已播放生态环保电影 712 场，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4 次。

此外，我市还首批聘任专家学
者、环保志愿者、环保行业从业人
员、媒体记者及生态环境保护系统
党政机关退休人员等 19 人作为生
态环境“社会观察员”。

“ 绿 丝 带 ”“ 绿 手 环 ”“ 绿 手
指”“蓝海豚”⋯⋯从环境监督、
纠纷调解，到植树护绿、海洋垃圾
监测，借力一项项绿色活动，宁波
环保公益组织越来越多的同时，更
成为公众参与美丽家园建设的重要
载体。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
累计创建全国绿色学校 6 所、全国

绿色社区 4 个；省级绿色学校 237
所、省级绿色社区 96 个、省级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 19 个；市级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 42 个。

电厂白烟滚滚，设备不过关吗？
日常生活中除了餐厨垃圾，其他垃
圾会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宁波这么
多民营企业，医疗、牲畜危废和工业
固废是如何处置的？“面对公众关心

的环保问题，仅凭语言难以解释，需
要持续提升环保信息公开的透明
度。”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4 年来，宁波以生态环境“公
众开放日”为平台，连续发布四批
30 家环保公众开放点，累计接待
参观市民 3 万余人，还通过 VR 展
厅、视频、图文等方式，在线上开
展“生态环保设施云参观”活动。

活动为“桥”，画好绿色同心圆
我市累计创建市级环保模范（绿色）单位1571家

市民参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冯瑄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鲍明浩 宁海县委报道组蒋攀） 市
委农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 7 个部门日前联合
出台 《关于大力实施艺术赋能行动
的 指 导 意 见》， 意 见 指 出 ， 实 施

“ 艺 术 家 驻 村 ”“ 艺 术 提 升 品 位 ”
“设计改变生活”行动，用艺术激
活乡村资源，激发内生动力，赋
能乡村产业，美化乡村环境，提
升乡风文明，差异化打造主题依
托、产业导入、技艺传承、资源挖
掘、文化深耕等不同类型的艺术赋
能村，助力乡村振兴。

到 2025 年底，全市建成 10 条
艺术赋能特色风景线 （共富带）、
150 个艺术赋能村；引育艺术家团

队 50 个、驻村艺术家 150 名；培育
乡土艺术人才 1000 名以上。推出
一批艺术赋能省级典型案例和特色
示范村，搭建一批艺术赋能交流展
示平台，形成一批特色凸显的艺术
赋能品牌成果，艺术赋能村居民收
入、集体经济收入显著增长，成为
农业农村共同富裕的鲜明标识。

主要有六大任务：
壮大艺术人才队伍。坚持外引

内育，形成梯次化艺术人才队伍。
建立乡村实践基地、人才培养基
地、产业孵化基地，搭建长期深入
合作的平台机制，聚合艺术院校师
生、文艺“两新”等多方社会力量
参与乡村建设。建强镇 （乡、街
道） 文联组织，壮大基层文艺社

团，深化“文艺村长”制度，鼓励
创新驻地实践指导、项目全程陪伴
等方式，推广“鄞州区精品线营造
师培训”模式，培育一批本土优秀
文艺人才，组建一批“艺建小分
队”。

传承乡土文化技艺。坚持本土
化、人本化、生态化，注重继承与
创新、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推动乡
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
统工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挖掘乡村木工、漆艺等民间匠
人，参与乡村老宅、传统村落等修
缮，制作“三金一嵌”等传统手工
艺品，“老手艺”赋能“新生活”。
深化乡村微更新、微改造，将乡村
的“边角料”区域打造为“微花

园”“微菜园”“微果园”，“老习
惯”装点“新家园”。

激活艺术创意引擎。实施“设
计改变生活”行动，推动从“建设
乡村”到“运营乡村”转变，拓宽

“两山”转化通道。以“艺术+”
“+艺术”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
乡村文创产业发展，推进乡村多产
业、多元素跨界融合，培育文农旅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文农旅
消费新需求、新场景，塑造“一村
一品”特色品牌，促进“美丽乡
村”向“美丽经济”转变。支持有
条件的地方，采取一个村庄捆绑一
位设计师、一位创业导师、一位运
营师“1+3”陪伴式村民家庭创业
模式。

打造艺术村艺术线。立足艺术
与环境、生活、产业的融合，按照
循序渐进、逐年提升的原则，营造
乡村艺术场景，规划建设一批艺术
村、艺术风景线 （共富带）。因村
制宜、一村一策，做好“留绿、留
旧、留魂、留白”等文章，重点打
造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艺术
赋能村，并联动创建一批省级特色
精品村、景区村和未来乡村。鼓励
多村联建，推进艺术赋能村组团发
展。

培育艺术市场主体。支持各地
培育和引进骨干文艺企业，扶持乡
村小微文艺企业和工作室、个体创
作者等发展，鼓励其他行业企业和
民间资本通过多种形式投资乡村文
艺产业。支持各类乡土人才、返乡
文艺人才、文化艺术家等在乡村创
新创业，为其提供创业发展空间、
解决创业融资难问题。

提升村民艺术素养。深入推进
“文艺送万家·文明助共富”文艺
志愿服务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三万”工程，推广“点
单式”志愿服务模式，建立志愿服
务精准触达机制，丰富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提高村民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

7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大力实施艺术赋能行动

美丽的宁海骆家坑村。 （孙吉晶 鲍明浩 摄）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鄞组轩

这个夏天，鄞州区东吴镇喜事
不断：“小白西瓜 2.0”喜获丰收，
单次采摘亩产超过 1500 公斤，价
格能卖到同期其他西瓜的两倍以
上；600 亩平塘“专精特新”产业
集聚区推动企业“腾笼换鸟”；青
创咖啡、宋韵酒吧、宋明木作工坊
等让天童老街成为网红打卡地⋯⋯

“ 这 一 切 要 归 功 于 ‘ 大 学 小
镇’全域党建联盟，得益于过去一
年多时间里镇党委和宁波大学党委
亲密无间的合作，为我们乡村振兴
提供了治理引擎、文化引擎、生态
引擎、产业引擎。”东吴镇党委书
记庄琪深有感触地说。

东吴和宁大的牵手，是从有着
“东乡十八街”之称的天童老街开
始的。东吴镇引来宁波大学的专家
组成“共富智库”，以天童老街为
样本，鼓励村民把好手艺好资源亮
出来，对其中的开店致富者予以补
贴，引导他们就地取材、修旧如
旧，让老街重拾烟火气、释放新活
力。

音乐、民宿、文创、康养⋯⋯
随着一个个元素落地，小小的资金
撬动了一连串项目落地，也得到了
宁大校方的重视。以党建为抓手，
宁波大学 8 个二级学院党组织和东
吴镇 12 个行政村党组织结对，突
出 1 个平台“智库”作用、设立

“十大专项课题”、整合多方资源力

量，全面探索一条“物质精神都富
裕”的美好生活新路径。

其中的“领路人”，恰恰是中
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中国乡
村振兴政策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陈剑平。作为乡贤和南村村

“第一书记”，陈剑平充分发挥其
领雁聚贤、领衔聚智、领队聚力
作用，通过引荐专业人才、牵头
创新项目等方式，形成了“请回
一名乡贤、引进一批人才、集聚
一个团队、带动一批项目”的葡
萄串效应。

目前，宁大 10 个学科性学院
的 100 余 名 教 授 和 青 年 博 士 组 成
专家团队，分 8 个专项、23 个课
题 ， 全 面 对 接 东 吴 镇 “ 七 创 争

先”各领域发展需求，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从综合型改革跃升至复
合型改革，全力落实“村村有党
建 品 牌 、 村 村 有 项 目 落 地 ”。 其
中，11 个项目群获宁波市重大科
技 任 务 攻 关 项 目 立 项 ， 获 得 450
万元资金资助。

“宁波大学在校学生和东吴镇
常住人口都是 3.6 万左右，从这个
角度而言，大学不大，小镇也不
小。两家以党建为牵引的紧密合
作，恰恰也是践行‘两个先行’、
走好共富之路的重要实践和有益探
索。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深化全
方位合作的深度，争取开出更多让
群众更有获得感的共富之花。”东
吴镇党委负责人说。

基层乡镇和高校院所紧密互动

“大学小镇”全域党建联盟携手奔富

本报讯 （记者黄合） 昨日上
午，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重点类督办
建议“三见面”座谈会，围绕“促
进 共 同 富 裕 ” 3 件 “ 重 点 类 ” 建
议，组织政府部门负责人和人大代
表面对面，促进情况互通、问题共
找、对策共商，推动建议办理工作
取得实效。

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市人大代表严亚芳、苏林贝、章宁
分别围绕聚焦助农增收、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集成式改革等方面，对我市农
业农村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作了深
入客观的分析，开出了多剂“良
方”。这些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确定为 2022 年重点类督办
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牵头
督办，副市长领办，市农业农村
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办，市
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商务
局等 6 单位协办。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推进闲置
低效资产资源盘活为导向，以打造
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为重

点，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模式、新
机制，推动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发
展壮大。至去年底，全市 2162 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为 69.98 亿
元，经营性收入 35.02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0.80%和 10.85%。全市
所有行政村已达到集体经济总收入
30 万元且经营性收入 15 万元以上。

结合代表建议，下一步我市将
瞄准经营性收入 30 万元以下行政
村，大力推进“消薄”攻坚行动，
深化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
集成改革，探索党建引领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机制和路径。到今年
底，全面消除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50 万元以下和经营性收入 30 万元
以下的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
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 10%以上，全
市村民人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1100 元以上；到 2026 年底，实现
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行政村占
比达到 90%以上。市人大常委会也
将继续跟踪监督代表建议落实情
况，主动协调、主动作为，努力实
现“办理一件建议，解决一个类型
的问题，推进一个方面的工作”。

聚焦强村富民
促进共同富裕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重点类督办建议“三见
面”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发 工 资 啦 。 荷 娟 5600
元 ， 海 玲 6500 元 ⋯⋯ 钞 票 要 点
清。”日前，奉化大堰镇后畈村妇
女主任徐夏娟拎着一袋百元大钞，
在镇亭路上一家来料加工点，按照
名册为村里的农户发放工资。

徐夏娟还有另一个身份——大
堰镇来料加工经纪人，为后畈、湖
边桥两村农户“拉活”。“我们从宁
海西店的外贸企业承接简单的背带
加工、塑料件装配等业务，交给农
户在家里做，论件计费，工资每月
一结。”徐夏娟说，她联系的加工
点农户有 60 多人，去年发放了约
100 万元的加工费，做得好的，一
家一年有 8 万元收入。

当天结算的是 7 月份的工资，
五六名村民排队领钱。手上点着厚
厚的百元钞票，村民王彩意心里美
滋滋的。她说，她与丈夫及一名帮
手组成三人小组，分工协作，“7
月份活多，工资也涨了。”

大堰镇是奉化区唯一的全域山
区镇，因位于水库上游，这几年镇
里的工厂或关闭，或搬迁下山，很
多原本在厂里做工的农户没了工

作。四五年前，大堰镇就与妇联组
织协作，在周边地区寻找合适的企
业，谋划开展来料加工项目，让农
户在“家门口”从事简单的加工劳
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王彩意说，她和丈夫做来料加
工近 4 年了，每年收入有五六万
元，已成为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
源，“企业老板很照顾我们，每天
定时派人来送物料，收走加工好的
物品，工资也从不拖欠，很放心。”

大堰镇副镇长何剑涛说，去年
上半年奉化区出台政策，鼓励发展
来料加工项目，促进乡村共富。在
原有基础上，大堰镇进一步推动来
料加工，大力发掘、培养经纪人，
扩大来料加工覆盖面，加工的产品
有包带、玩具、藤椅编织等 10 多
种，“共富网”越织越大。

不起眼的小加工撑起山乡经济
“一片天”。据统计，目前大堰镇有
来料加工点 30 多个、专业的经纪
人 18 名，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户常
年稳定在 700 人左右。去年，依靠
来料加工，大堰农户获得工资收入
近 1000 万元，人均收入 1.5 万元左
右。

30多个加工点，农户年入近千万元

来料加工撑起
大堰山乡“一片天”

加工点农户喜领工资。 （余建文 摄）

这些天，葡萄中的“爱马仕”——阳光玫瑰大批量上市。在海曙区洞
桥镇，葡农王妙翠正在自家的大棚里采摘葡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徐能 忻之承 摄）

丰收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