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近年来，走马塘的变
化可谓翻天覆地，在深度
挖掘“进士文化”的基础
上，整合导入“宋韵文
化”，以文化激活产业、
用运营盘活市场，农文旅
三产联动欣欣向荣。

从重度老龄化的历史
名村，到年轻人追捧的

“网红村”，走马塘无疑是
抓住了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的“发展密钥”。

如 何 让 “ 网 红 ” 变
“常红”？关键要素有二：
把村集体和村民利益摆在
首位，与社会企业合作共
赢，设立公平合理的分配
和运营机制；坚守优秀传
统文化，不断探索文旅跨
界融合新业态，持续打造
古村文化与现代时尚文化
相互融合的新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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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黄程 陈朝
霞 王博） 面对突发疫情，我市
坚决迅速果断有序地打好防控硬
仗。根据市疫情防控办统一部
署，相关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有
序、快速推进，全面排查风险隐
患。

昨天一大早，海曙区卫健
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近 600 名医
务人员组成的“应急核酸采样
队”，快速集结，带齐物资赶赴
494 个点位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6 点半左右，医务人员陆续开始
工作。记者在海曙区的几个核
酸采样点看到，前来采样的市
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正确
戴 好 口 罩 ， 按 照 一 米 线 间 隔 ，
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开展采样工
作。

“核酸检测仍是排查疫情的
有效手段。希望广大市民积极
配合，加强防范意识，做好个
人防护，按要求参加常态化核
酸检测。”海曙区卫健局相关负
责人说。

在鄞州区福明街道福明家
园 社 区 核 酸 采 样 点 ， 早 上 7 点
多已经有居民在排队。社工和
志 愿 者 引 导 居 民 间 隔 一 米 排
队 ， 并 安 排 高 龄 老 人 优 先 采
样 。“ 我 们 连 夜 准 备 好 了 核 酸
采 样 所 需 要 的 物 资 ， 早 上 6 点
不 到 ， 全 员 到 岗 。” 鄞 州 区 东
胜 街 道 泰 和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说 ，
社区共有常住人口 4500 人，老
年 人 占 比 超 40%， 为 此 专 门 开

辟了一条老年人核酸检测绿色通
道。

江 北 区 启 动 了 352 个 核 酸 采

样点。昨天下午，记者在外滩街
道生宝路核酸检测点看到，市民
有序排队、保持一米间距，规范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 截 至 昨 日 18
点，该区已完成采样 40 万余人
次。

我市多地有序快速推进核酸检测

记者 王博

金黄色的稻穗在暖阳下闪闪发
光，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市
民。“一半是古韵悠长，一半是烟
火人间”，网友“小 K”游览了这
个被称为“中国进士第一村”的鄞
州区走马塘村后，在视频里留下了
这样的感慨。

走马塘村始建于北宋端拱年
间，村中明代建筑尚有 8 处，清代
建筑比比皆是。这里出过 76 位进
士，历史上是“四明古郡”，现如
今头顶“全国文明村”“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等众多光环。“我们这
样一个历史名村，也遭遇了农村青

年人才少、产业没特色等困境，户
籍人口中 40%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村务正常运转基本靠财政补
贴。”村党支部书记汪红蕾说。

如何让“沉睡”许久的历史名
村重焕青春，成为走马塘乡村振兴
道路上必须经历的一道坎儿。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历来被
走马塘奉为“族花”。采访当日，
汪红蕾带记者从荷花池出发，依次
参观了祖堂、百年诊所、千年古
树、老街⋯⋯随处可见古建雕塑和
秀丽景色。“各级政府都鼎力支持
走马塘的发展，投入大量资金修缮
保护古村古建筑，全面提升村内基
础配套设施，把走马塘打造成了名

副其实的景区村落。”汪红蕾说。
先打基础再拼速度。去年 10

月，姜山镇成立走马塘乡村振兴工
作专班，组织浙江大学、宁波财经
学院专家教授系统梳理“宋韵文
化”“考试文化”，同时通过村庄发
展再定调，先后与 6 家投资运营商
就 12 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引入
民间资本超 4000 万元。

人气兴旺创客云集。今夏，明
清古建筑群里开出“荷塘咖啡”，
只有 26 平方米的店铺一个月营业
额突破 11 万元。咖啡店隔壁的国
风服饰体验馆，也门庭若市。馆
内，古色古香，一针一线独具匠
心，角落摆设尽显宋韵之美；馆
外，游客三五成群，身着汉服在千
年古村尽情穿梭⋯⋯

循着笑声望去，一群孩子正在
体验研学，阳光下，一张张笑脸格
外明媚。上半年，走马塘村联合社

会企业共建研学基地，开发出国学
诵读、趣味投壶、古树祈福等十几
项寓教于乐的研学产品，仅暑假和
国庆期间就开展了十余场研学活
动，吸引千余名学生实景体验传统
文化。

眼下，村北部的千亩农田整治
工程即将开始，占地面积近 2000
平方米的古风民宿、进士餐厅等项
目也在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
返乡，山村创业浪潮汹涌澎湃：村
民董亚芬创下日卖酸梅汤 1000 元
的纪录；村民戴波的“进士排骨莲
藕汤”一年卖了上千碗；村民陈露
洁海外留学返乡创
业 开 设 “ 荷 塘 茶
铺”；六旬老人陈
梅军更是在几位高
职院校老师的帮助
下，走入直播间现
做现卖进士糕⋯⋯

名村出圈 千年古村重焕青春

走马塘村美丽风光 （资料图）。 （余璐 徐庭娴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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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楼街道惊驾社区辖区一家盲人按摩店的几名视力障碍工作人员，来小区内做核酸存在一定的困难。惊驾
社区便组织社工和志愿者，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引导帮助。 （许天长 摄）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丁
鹏 葛豪） 记者从象山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获悉，在 9 日举行的 《湿
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全球
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上，中
华凤头燕鸥保护工作成功入选 《中
国水鸟保护十佳案例》。

中华凤头燕鸥被誉为“神话之
鸟”，是一种集群生活的海鸟，是
中国最珍稀的鸟类，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一
度被认为已绝种，直到 2004 年在
象山韭山列岛再度发现。

2013 年开始，象山韭山列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浙江自然博
物院，启动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
招引和恢复项目。2017 年，保护
区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监测志愿
者。每年分两批各两名志愿者上
岛，每批驻岛两个月。截至今年，
已经有 26 名志愿者入选参与其中。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华凤

头燕鸥繁殖种群在宁波象山韭山列
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逐年增长
趋势。这里是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
大的繁殖地，今年更是同时创下了
一次性观测到 93 只成鸟和一个繁
殖地孵化 36 只雏鸟的全球最高纪
录。

业内专家指出，燕鸥人工招引
项目的实施，极大提高了中华凤头
燕鸥的繁殖成功率，有效恢复了中
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从最初的
不足 50 只到超过 150 只，这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回升，已经初步阻止了
这一极度濒危物种滑向灭绝的深
渊。

“这个项目也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修复进行了探索。”浙江自然博
物院研究馆员、中华凤头燕鸥研究
和保护项目负责人范忠勇说，在对
极度濒危物种进行恢复的同时，项
目探索了对海洋鸟类进行有效保护
的新途径。

“神话之鸟”保护
入选中国十佳案例

本报讯（记者苟雯 冯瑄 通
讯员石瑞敏 曹思雯） 前天，随着
北仑区霞浦街道“零碳”能源驾驶
舱接入各类数据，北仑区首个“零
碳”公共机构正式建成投运。这是
宁波首个乡镇“零碳”公共机构，
也是宁波申报的 3 个“零碳”公共
机构之一。

该项目由浙电 （宁波北仑） 智
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包
括屋顶分布式光伏、新能源充电站
等多种综合能源改造项目。

其中，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
量 约 58 千 瓦 时 ， 按 照 “ 自 发 自
用、余电上网”的原则，优先使用
光伏发电的模式，年均发电 5.36 万
千瓦时。该项目运行周期 25 年，
累计发电 133.91 万千瓦时，预计可
节约标准煤 408 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1090 吨、硫氧化物 8.03 吨。

据了解，霞浦街道“零碳”能

源驾驶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用能数
据进行采集分析，浙电 （宁波北
仑） 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可根据
数据开展监测分析、效益效率分析
等。

不仅如此，浙电 （宁波北仑）
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还为霞浦街
道提供碳评估、节能管理、能效监
测等多项综合能源服务。

今 年 9 月 ， 浙 江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开 展 “ 零 碳 ” 公 共 机 构 认 证 ，
推 进 公 共 机 构 事 业 发 展 绿 色 转
型，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的示范引
领作用。

“零碳”公共机构的建设将引
领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在“双碳”背景下，国网宁
波市北仑区供电公司将聚焦工业和
建筑节能减耗及可再生能源发展，
积极开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建设。

宁波首个乡镇
“零碳”公共机构投运

可减排二氧化碳1090吨

本报讯（记者张燕） 共商经略
海洋，共创蓝色未来。昨日上午，
美丽的东钱湖畔，新落成的宁波国
际会议中心迎来首场高规格论坛：
2022 国际海洋经济与海商事服务
论坛。

本届论坛上，来自中外政府机
构、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世界
500 强企业、行业组织和法律界、
工商界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
位专家代表发表真知灼见。

国际海洋经济与海商事服务论
坛是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联通政
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独特优
势而最新打造的国际性论坛品牌。
本次论坛为首届，由中国贸促会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帮
助中外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海洋经
济领域经贸合作，更好推动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幕式
上，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贸促会
联合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海洋中心城
市建设合作备忘录，并为新设立的
宁波国际海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举行
揭牌仪式，同时发布 《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共同海损理算规则》

（英文版）。
论坛全程向全球直播。主论坛

围绕全球海洋治理与海洋中心城市
建设，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和
政府官员，以视频方式进行研讨交
流，并向全球直播。5 场分论坛的
主题分别是：绿色港航发展新动
向、大宗商品交易与物流供应链创
新发展、智能船舶技术发展与船舶
运营管理数字化、海商事法律服务
与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航运金融
与保险服务。

2022国际海洋经济与海商事服务论坛开幕

进一步拓展国际海洋
经济领域经贸合作

本报讯（通讯员夏文杰 景鹏
飞 记者俞永均） 据浙江省港航管
理中心网站公开数据显示，1 月至
10 月，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
量 106199.2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3.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889.5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8.1%，港口运
输生产稳中有进。

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运用数
字化改革和智慧港口建设等成果，
进一步释放梅山、金塘等港区新建
泊位作业潜力，全球重要枢纽港优
势更加巩固。截至 10 月底，今年新
增集装箱航线 14 条，航线总数升至
301 条，其中远洋干线 146 条；海铁
联运班列增至 22 条，覆盖 16 个省市

（自治区）、63 个地级市。
10 月份，北仑突发新冠疫情

期间，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宁波舟山港迅速启动联动协调
机制，开辟集卡进港绿色专用通

道，实行集卡司机“健康码”白名
单制度，发放“海港集团防疫通行
证”，推进港外堆场、仓库分批开
放工作，并持续加大海铁联运等多
式联运通道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客
户采用“公转铁”“公转水”等方
式，有效保障物流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

数据显示，1 月至 10 月，宁波
舟山港海河联运、海铁联运集装箱
量分别同比增长 71.5%和 25%。

矿石运输生产提质增效。1 月
至 10 月，宁波舟山港累计接靠 40
万 吨 矿 船 54 艘 次 ， 同 比 增 长
17.4%。同时，组织生产业务攻关
团队，充分发挥“水、公、铁”多
式联运优势，科学调配运输生产资
源，打好迎峰度夏的“能源保供
战”，矿石、煤炭、原油、矿建材
料和液化油品等货种保持稳中有升
态势。

前10个月宁波舟山港
货物吞吐量超10亿吨
接靠40万吨矿船54艘次

本报讯 据 市 疫 情 防 控 办
今 晨 0 时 37 分 发 布 的 消 息 ：
2022 年 11 月 11 日 10 时 至 24
时 ， 宁 波 市 新 增 4 例 新 冠 肺 炎
确诊病例、5 例新冠肺炎无症状
感 染 者 ， 其 中 病 例 19-24 为 集
中隔离点检出，系宁波本轮已
通 报 病 例 的 返 甬 同 乘 （Z31 次
列车） 人员或密切接触者；病

例 25、26 为省外来甬人员，11 月
11 日在卡口拦截发现；病例 27 为
11 月 9 日 乘 G2807 次 列 车 的 省 外
来 甬 人 员 ， 在 集 中 隔 离 点 发 现 。
上述病例目前已闭环转运至定点
医院，排查到的密接人员均已落
实相应管控措施。

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疫情防控
工作，加强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

护，按要求参加常态化核酸检测，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涉疫信息以官方发布
为准；有市外旅居史的来 （返） 甬
人员，要通过返甬码主动向所在社
区 （村）、基层组织报备，配合落
实健康管理措施；严格落实省内市
外来 （返） 甬人员抵甬后“3 天 2
检”和省外来 （返） 甬人员抵甬后

“3 天 3 检”的核酸检测要求，特
别是省外来 （返） 甬人员应在抵
甬后第一时间开展一次“落地
检”。

以 上 病 例
涉 及 我 市 范 围
内 的 公 共 场 所
轨 迹 请 扫 二 维
码查看。

昨日1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4例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