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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方
舟 罗秋玲） 记者近日获悉，江北
甬江街道外漕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经验做法，入选农业农村部
管理干部学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村级案例》。在 60 个村级改革
案例中，“外漕经验”成为浙江省
唯一入选的案例。

近年来，外漕村在强化村级民
主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股份合
作制持续改革，激活制度活力，盘
活资源资产，实现了集体增收、农

民增益。2021 年合作社实现收入
850.31 万 元 ， 其 中 经 营 性 收 入
520.72万元。

推进改革过程中，外漕村在清
产核资中摸清了集体家底，通过股
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了集体与个人的
关系，同时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
改革，将完善土地流转模式作为改
革的突破点，主动帮助农户收回低
价出租的土地经营权，并通过土地
股份合作、发放安置补助费等形式

鼓励农户向村集体交回承包地。到
2021 年底，外漕村的股份分红从
2006 年每股 10 元，上升到 2021 年
每股170元，全额股可分8160元。

“利用区位优势，建设村级物
业用以承接城市外迁的小微企业，
以集体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启动
资金，不足部分由中标者带资建
造。”江北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外漕村已建造
村级物业 3.8 万平方米，引进工业
企业 23 家，初步形成一个占地面

积约 80 亩的工业小区，为村集体
经济每年增收 350 万元。其中最大
的项目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
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项目，至去年年底，累计总投资超
3.5 亿元。

在“智慧村居”方面，外漕村
在江北区率先试点，链接区级农村
集体资产监管平台，以数字赋能开
创乡村智治。截至目前，平台已注
册 2600 余人，反映问题 519 件，已
处置 500 件，处置率达到 96%。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内生活力

江北“外漕经验”入选全国60个村级案例

热词：垃圾分类
从 3个小区试点到全市 900

多万人共同参与，从第一个中

转站的建立到完善的四分类体

系建成，从源头减量到全市生

活 垃 圾 持 续 负 增 长 ， 自 2013

年开始，宁波用 9 年时间做到

了垃圾分类城乡全覆盖，资源

化利用率 100%，实现了从 1.0

版德治普及、2.0 版法治管理

到 3.0 版智治赋能的飞速跨越。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整体工作位

列全国大城市第二、浙江省第

一。

记 者 杨绪忠
通讯员 范奕齐 吴秉承

走进镇海招宝山街道车站路
社区红房子小区居民周德成的家
中，在他的工具间能看到二胡、
板胡等多种乐器。这些乐器可不
一般，它们是周德成利用废弃高
压锅、旧木板、瓶盖、扫帚柄、
踢 脚 线 等 废 旧 物 做 成 的 。“7 年
来，我变废为宝，做了 20 多把乐
器。”73 岁的周德成笑谈，他常
背着变废为宝制成的乐器，弹唱
着用 《两只老虎》 旋律改编的垃
圾 分 类 宣 传 歌 谣 ， 成 为 小 区 的

“明星”。9 月 11 日，央视官方微
博 转 发 了 这 条 消 息 ， 阅 读 量 破

2000 万。
周德成老人的故事是宁波市

民 踊 跃 参 与 垃 圾 分 类 的 一 个 缩
影。如今，垃圾分类和环保理念
已在宁波落地生根，成为全民参
与的新时尚。

“宁波生活垃圾分类开始较
早，启动时也很艰难，当时市民
根本没有分类的概念，我们也没
有垃圾分类对应的设施。”市生活
垃圾分类指导中心的朱斌见证了
宁波垃圾分类从无到有，再到全
国 领 先 的 全 过 程 。 他 说 ， 2013
年，宁波抓住机遇，与世界银行
合作开展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
环利用示范项目，通过大型分类
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处理厂的

建设，分类垃圾桶、垃圾袋的发
放，以及垃圾分类收集车的购置
等多方面举措，推动建立了完整
的 居 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投 放 、 收
集、转运、处置体系。

体系的建成标志着宁波生活
垃圾分类完成了基础硬件建设，
但垃圾分类也是一场针对全体市
民的思想、习惯变革。“当初宣传
推广是跟分类设施建设同步开展
的，最开始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搞
培 训 ， 一 户 人 家 一 户 人 家 做 宣
传，后来机关党员加入，他们打
卡、进小区桶边督导，带动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垃圾分类，引领宁
波垃圾分类新时尚。”朱斌说。

2019 年是极具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 颁布，标志着垃圾分类
从市民自身的文明素养体现上升
到了法律的强制规范；这一年，
全 市 生 活 垃 圾 处 置 设 施 达 到 12
座 ， 标 志 着 分 类 投 放 、 分 类 收
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置的全链
条 生 活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的 建
成；这一年，机关党员带头，市
民 积 极 行 动 ， 全 民 参 与 氛 围 形
成。也是在这一年，宁波生活垃
圾首次实现了零增长。在住建部
对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的考核中，
宁波位列第三，宁波垃圾分类走
在全国前列。

宁波的垃圾分类实现了很多
个第一：第一个与世界银行合作
开展垃圾分类的亚洲城市，全国
首个拥有完整分类处置设施的城
市，第一个被教育部门认定开展
垃圾分类研学的城市，全国最早
建立生活垃圾投放、收运、处置
完整体系的城市。

当下，宁波正以数字化改革
为引领，以互联网+大数据、AI
智能图像识别、区块链分布式记
账等先进技术为支撑，全力打造
一条以科技赋能、智引治理为主
线的新路子，大步迈进垃圾分类
3.0 时代。全品类生活垃圾分类回
收箱、全市垃圾分类监管服务信
息系统、更先进的垃圾资源化利
用设施⋯⋯宁波垃圾分类正朝着
智慧化、便民化的方向不断探索
和创新，成为文明典范城市的一
张“金名片”。

全民参与，迈进垃圾分类3.0时代
记者 苟雯

右手拿着一把拾物钳，左手提
着一个垃圾桶，盯着地面仔细瞅
⋯⋯在天宫庄园景区内，志愿者身
体力行，让自己也成了文明旅游的
风景线。

“我们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的学生，主要是来进行文明引
导的，并保持景区的干净。”志愿
者们笑着说。

国庆假期已近尾声，但是在宁
波 各 大 景 区 活 跃 着 的 “ 红 马 甲 ”

“黄马甲”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天
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
藏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
家族图书馆之一⋯⋯”在天一阁博
物院，穿着黄马甲的志愿者带领游
客一探这座古老藏书楼的风华，同
时他们也作为文明使者，将文化、
风景之外的文明风貌带给远道而来
的游客。

还有许多志愿者坚守在景区景

点，成为文明旅游宣传员、文明旅
游行为引导员。“奉化区文旅场所
每天安排 300 多名志愿者开展文明
志愿服务、文明旅游服务活动。”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景区的
入口处，还有专门的团员服务志愿
岗，为游客发放旅游指南，并及时
解答他们的疑惑。

志愿者还是景区景点的“小
门”守护者。他们有的在景区门口
提醒游客扫码、测温，有的提醒正
在游玩的游客戴好口罩。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
文化旅游部门积极推动旅游行业各
窗口单位深入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
务，引导市民游客践行文明旅游行
为。为了充分发挥文旅行业志愿服
务总队作用，在节假日期间，旅游
景区还组织开展有主题的旅游咨
询、义务讲解、文明引导、绿色环
保、疫情防控、安全保障等志愿服
务，劝导游客爱护自然、遵守公共
秩序、体现公民良好素质。

志愿服务
成文明旅游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岑唯一 岑炜杰）“公司老厂房分
散在多地，平时运输物料产品要来
回跑。现在有了新厂房，我们就能
将生产线集中，提高生产效率。”
日前，在慈溪市观海卫镇国能置信
智 造 谷 项 目 交 付 现 场 ，“ 韦 赛 电
器”总经理郑佳威拿到新厂房钥匙
后一脸喜悦。当天，与他一起揭开
该智造谷“面纱”的，还有 67 名
企业主。

国能置信智造谷是一个以研发
生产家用电器为主导产业的小微企
业园，所在片区原是“低散乱”企
业的集聚地。近年来，观海卫镇对
该片区改造提升的同时，大力引进
优质项目，提升产业层次。“这个
小微企业园由北京国能置信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招商引
资、运营管理，建有 16 幢标准厂
房、1 幢职工宿舍楼，投资强度高
于 350 万元/亩，亩均税收评价均
在 B 类以上。”项目招商经理沈焕
告诉记者。

小微企业集聚地上演“变形

记”，是观海卫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今年，该镇
以零散村级工业小片区整治提升为
抓手，系统推进工业用地提升、生
态保护修复、村庄梳理、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据介绍，该镇将制造
业全域产业治理作为国土空间综合
整治重点，已腾空、拆除“散弱乱
污”企业作坊 140 余家，整治村级
工业集聚点约 600 亩。

优化工业布局，盘活产业资
源。观海卫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高标
准高质量小微企业园建设，引导分
散在各村的优质小微企业向园区集
聚，探索出“政府牵头、村社供
地、企业参与、资本跟进”的发展
新路。其间，该镇整合东山头片区
零散工业用地，推进当地村级工业
集聚点改造提升。“根据土地利用
规划及企业改造意愿，镇村分期开
发、分块建设小微企业园，并引入
社会资本。”东山头村党总支书记
徐敏忠说，“我们引导小微企业资
源互补、协同创新，与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同频共振’。”

小微企业集聚地
上演“变形记”
慈溪观海卫推进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本报讯（记者苟雯 通讯员单
宋佳 沈炯庆） 110 千伏双河变电
站近日在余姚投运。该变电站在建
造 过 程 中 采 用 超 高 性 能 混 凝 土

（UHPC） 框架结构，这在国内电
力建设领域尚属首次。而根据 《建
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测算，该变电
站 在 建 造 过 程 中 减 少 808 吨 碳 排
放，可谓一座“近零碳”变电站。

记者了解到，超高性能混凝土
被看作是“超级水泥”，它以往大
多出现在桥梁或大型建筑的装饰层
建设中，强度超过普通混凝土 10
倍，比生铁还硬。这种材料不仅隔
热、防水、耐腐蚀，还能实现“自
愈”。“我们创新地采用装配式建造
方法，把建筑模块预制好，最后像
搭积木一样铆合拼装起来。”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项目建设中心副主任
张建说。

用搭积木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变

电站，不仅建设效率提高 50%，还
节省材料。张建告诉记者，在设
计时，梁、柱尺寸及墙板厚度均
缩 减 了 一 半 以 上 ， 较 以 往 节 约
57%混凝土和 30%钢筋，坚固程度
却不打折扣。

此外，因为建筑材料具有高耐
久性，所以变电站运行期间的维护
费用会大幅减少，同时结合安装于
建筑屋面的分布式光伏组件，可以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据测算，该
变电站运行期间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30.5 吨。

据了解，双河变电站主要为余
姚城东和高铁新城核心区供电，投
运后能够满足余姚高铁新城内迅速
增长的负荷需求。“到 2025 年，将
新建近 90 座绿色‘近零碳’变电
站，预计总体可降低碳排放 7 万多
吨。”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像搭积木一样“近零碳”建造
双河变电站在余姚投运

图为110千伏双河变电站。 （徐相杰 摄）

本报讯（记者徐卓蔚 通讯员
袁惠银 王玮） 记者日前从市风貌
办获悉，浙江省 2023 年度城乡风
貌样板区试点建设名单公布，我
市有 22 个地方入围，包括 14 个城
市风貌样板区和 8 个县域风貌样
板区。

14 个城市风貌样板区试点具
体为：海曙五江口滨江特色城市新

区风貌区、江北姚江北岸城市新区
风貌区、江北老外滩传统风貌区、
镇海“江海门户·书香智城”传统
风貌区、镇海“都市田园”城市新
区风貌区、北仑凤凰新城城市新区
风貌区、鄞州印象商会时尚圈特色
产业风貌区、鄞州天宫湾底蝶变园
特色产业风貌区、奉化岳林“活力
之心”城市新区风貌区、余姚“光

电小镇”特色产业风貌区、慈溪新
城河“魅力核心”城市新区风貌
区、宁海西子“商务潮街”城市新
区风貌区、象山瑶琳社区城市新区
风貌区、象山石浦渔港古城传统风
貌区。8 个县域风貌样板区试点具
体为：海曙古林-集士港“都市田
园”县域风貌区、北仑大碶-春晓

“通山达海中轴风景带”县域风貌

区、奉化西坞-莼湖“魅力乡野”
县域风貌区、余姚河姆渡-丈亭-
三七市“农耕之源”县域风貌区、
慈溪观海卫-桥头“鹤鸣越窑”县
域风貌区、宁海深甽-梅林“森林
温泉”县域风貌区、象山墙头-黄
避岙“斑斓海岸”县域风貌区、象
山爵溪-石浦“东海扬帆”县域风
貌区。

2023年，宁波这22个地方值得期待

象山墙头-黄避岙“斑斓海岸”县域风貌样板区试点。 （市风貌办供图）

垃圾分类进校园 （资料图）。 （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