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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电 （记者黄合） 在
宁波，与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地位
并不匹配的医疗卫生水平，既是
城市发展的“软肋”，也是老百姓
的“心病”。

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宁
波大学医学部执行主任、教授刘
昱就带来了 《关于推进“医学高
峰”计划 加强宁大医学部建设的
建议》，希望为宁波大学医学部建
设寻求更多来自省级层面的支持。

“打造‘医学高峰’是个系统
工程，需要医学部、附属医院和
医 药 产 业 在 人 才 培 养 、 团 队 引
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

协同发力。其中，全面提升宁波
大学医学部，是基础性、引领性
工程。作为我市唯一一所‘双一
流’建设高校，宁大责无旁贷。”
刘昱说。

目前，宁大已成立医学部，
下设二级学院和附属医院，整合
2 家三甲综合医院资源组建了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希望通过
整合医疗和学科资源，显著提升
附 属 医 院 的 “ 医 教 研 ” 综 合 实
力。与此同时，宁大医学部本部
基地和方桥基地正在谋划之中，
后者毗邻已建成的第一医院方桥
院区、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预

计建成后可以形成“医学研产”
的转化优势。

不 过 ， 刘 昱 也 坦 言 ， 对 照
“健康宁波”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期
待，宁波大学医学部在建设推进
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和
挑战，特别是在方桥基地规划建
设 、 医 学 部 管 理 体 制 与 运 行 机
制、学科专业增设申报、招生计
划指标增加等方面，希望得到省
级部门的协调和支持。

她建议，省发改委可以把计
划在 2023 年开工建设的宁波大学
医学部方桥基地建设项目纳入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在土地指标、

财政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
希望省教育厅可以支持宁波大学
申报新的医学类本科专业、硕士
和博士学位点，扩大医学类本科
生和研究生招生数量，从“基本
盘”开始做好医学人才的培养。

同时，她希望省卫健委能够
将 宁 波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作 为
省 市 共 建 医 院 ， 享 受 与 省 级 医
院 在 大 型 设 备 配 置 、 重 点 学 科
建设、床位规模、卫生人才、重
点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同等待遇；
支 持 宁 大 附 属 医 院 的 国 际 化 交
流，助力打造可持续的国际医学
交流平台。

省人大代表刘昱建议

推进“医学高峰”计划
加强宁波大学医学部建设

本报讯（记者何峰）“中国力
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碳减排、碳增
汇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其中，
海洋碳汇可以说前途远大。海洋
碳汇通过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来
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
固定、储存，俗称‘蓝碳’。海洋
碳储量是陆地碳库的 20 倍、大气
碳库的 50 倍，而且固碳效率高、
固定时间长。”在杭州参加省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省政协委
员、象山旭文海藻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文荣向大会提交提案，
建议我省加快“蓝碳”发展。

朱文荣认为，浙江海洋资源
十分丰富，海岸线总长居全国首
位，具备“蓝碳”发展的优良禀
赋。“我省虽然出台了‘蓝碳’科
技创新专项行动方案，为全省海
洋碳汇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但我在调研中发现，我省
发 展 ‘ 蓝 碳 ’ 还 面 临 海 洋 ‘ 蓝
碳’的重要性未被充分认识、海
洋‘蓝碳’交易技术体系有待完
善、海洋碳汇研究平台尚不健全
等挑战和问题。”

朱文荣为我省加快“蓝碳”发
展支招。他首先建议设立海洋碳交
易及碳金融中心，整合浙江省海洋

碳资产核算、评估、交易、金融等
资源，在海洋“蓝碳”资源丰富的
县 （市、区），建立高能级的海洋
碳资产交易平台，以点带面，形成
特色，打造样板。在研究过程中整
合省内海洋“蓝碳”研究技术力
量，打造“蓝碳”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或工程研究
中心等。

发展海洋碳汇，加速核心技术
攻关是关键。朱文荣建议，要围绕

“蓝碳”的基础前沿研究、海洋碳汇
监测、海洋再生能综合利用、海洋
行业减排、渔业碳汇能力、碳封
存、交易技术体系等方面，提高浙

江省内海洋碳减排、增汇、封存等
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系统谋划针对

“蓝碳”研究的项目库。
朱 文 荣 还 建 议 要 构 建 “ 蓝

碳”生态系统示范区。“结合‘十
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的生
态修复类项目，积极引入增汇新
技术，建设增汇示范工程。大力
发展水产养殖碳汇行业，积极拓
展深水抗风浪网箱、大型海藻等
离岸养殖，鼓励发展浅海贝藻碳
汇渔业。实施盐沼、红树林生态
修复和海洋牧场碳汇渔业等示范
工程，建立稳定长效的生态系统
碳汇区。”他说。

省政协委员朱文荣建议

加快我省“蓝碳”发展

本报讯（记者冯瑄） 根据近日
发布的 《宁波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年）》，
宁波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创新引领、城乡统筹，分步实施等
原则，通过健全废旧物资回收网
络、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
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制造产业发
展，实现全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可持续发展。

到 2025 年，全市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市场化可持续运营机制
更加健全，全品类收运体系城乡覆
盖率达到 100%，再生资源实现全
品类应收尽收，中心城区建成区实
现“15 分钟智慧回收圈”全覆盖。

近些年，宁波因地制宜，加快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模式的探索，废
旧物资回收体系不断完善，城镇居
民小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覆盖率达
到 92.76%；废旧物资利用路径不
断拓宽，二手商品交易及再制造产
业加快发展，废旧物资循环利用软
环境加快培育。

在已有基础上，宁波又有了新
目标：推动全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高
效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城乡统
筹、体系健全、技术先进、流程规
范的全覆盖、全品类、全过程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国家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

对此，宁波将推进三大任务。
首先，健全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优
化废旧物资交投设施布局，完善废
旧物资流通网络体系，提高废旧物
资回收信息化水平，壮大废旧物资
回收企业队伍。包括确保城镇每
1000 户居民、农村每 2000 户村民
设置 1 个再生资源回收与垃圾分类
回收网点；推广智能接派单上门回
收服务，到 2025 年，全市实现再
生资源回收网点新建小区全覆盖，
收运体系城乡覆盖率达到 100%。
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广线上线下融
合、全流程溯源的废旧家电、电子
产品回收模式。

其次，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

水平，包括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
产业集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再
生 资 源 高 值 化 利 用 。 到 2025 年 ，
各区 （县、市） 建成至少 1 个低值
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示范项目，全
市主要低值再生资源回收量累计增
长 20%以上。

最后，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
制造产业发展。包括丰富二手商品
交易渠道，探索二手商品与公益捐
赠相结合的流通渠道，规范二手商
品交易流程，壮大再制造产业链体
系，重点推进汽车零部件、成套设
备、模具、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再制
造发展，培育市级示范企业 2 家以
上。

宁波瞄准小垃圾算大账

中心城区建成区将建“15分钟智慧回收圈”

1月15日是农历十二月廿四，一年一度的鄞州区瞻岐镇
大嵩廿四市火热开市。一大早，瞻岐、咸祥、塘溪等地的百
姓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走亲访友，采购年货。

当天早上 8 时许，记者一行抵达大嵩市集，看到各类海鲜、牛羊肉、竹木山货已经摆满街
市。上午 9时许，大嵩市集人气最旺，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于耳。记者从街市的东边到西边，
走走停停，用了接近两个小时。

大嵩市集起源于明代，主要交易竹木山货、手工制作的农具及本地的土特产。
（许天长 王博 童诗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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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肖） 昨天寒潮
杀到，为宁波带来了大风、强降温
外 还 奉 上 了 2023 年 的 第 一 场 雪 。
昨夜起，雨雪止转阴天。据市气象
台消息，本周起甬城将开启晴冷模
式，最低气温均在 0℃上下徘徊，
市民仍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昨天下午 4 点左右，宁波市区
开始落下片片雪花。本次降雪市区
雪量不大，以小雪为主。但宁波部
分高山地区有浅浅的积雪，截至昨
天 17 时，宁波市积雪深度最大测
站为余姚森林公园站，积雪深度为
1 厘米左右。

随着雨雪带南下，我市本次雨
雪过程结束，但受寒潮和辐射降温
影响，预计今天至周四，市区最低
气温 0～-2℃，有薄冰或冰冻；山
区-4～-7℃，有严重冰冻。今天
至周六以晴冷天气为主，周日阴转
小雨。

此外，下周我市气温将持续保
持低迷，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
寒意浓重，最低气温-2℃，最高
气温则在 10℃左右徘徊。市气象
台提醒，市民出行需注意防范雨雪
过后出现的低温冰冻天气，早晚尽
可能厚装出行，谨防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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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 燕 实习生 阎亦然
通讯员 甬轨君

轨道交通下应南车辆段，一边
是推土机、打桩机的隆隆作业声，
一边是工人忙着绑扎钢筋。近日，
随着负责人一声招呼，工人们陆续
向一片空地走去，因为工地要发新
春礼包了。

手撕面包、干果、旺旺礼包⋯⋯
既充满喜庆，又可以作为工人的日
常点心，这样的礼物实惠又暖心。

“工地给我们发礼包，听说过年还
会发红包，心里挺期待的。”来自
江西景德镇的桩基工程洪钟已经连
续两年在工地过年了。因为“阳
康”不久，再加上工期确实挺紧，
在得到家人理解后今年他主动留在
宁波。“只有我们打好根基，工程
才能推进，等接下来任务不紧的时
候，我再回家和家人团聚。”他说。

下应南车辆段于去年底开工，
占地面积约 59 万平方米，不仅是
我省占地面积最大的地铁车辆基
地，也是首个多线共址的车辆段。

首南街道明州医院附近，一
台类矩形盾构机巨大的刀盘正徐
徐 转 动 ， 马 达 电 机 “ 嗡 嗡 ” 响
着，盾构机徐徐向前掘进。这是 8
号线一期明州医院站-庙堰站的盾
构工作场景。该项目 19 个站点已
全部开工。为保障盾构机持续施
工，春节期间建设者将继续坚守
现场 24 小时施工，7 天计划完成
30 环掘进工作。项目总工程师王
鑫说：“春节期间，我们编制了施
工专项方案，对春节期间现场的
施工管理、施工方案、应急预案
进了详细筹划，并对施工作业人
员进行交底，在保障施工安全的
前提下全力推进，确保隧道区间
在 2 月底顺利贯通。”

现场管理员王国庆是准备留守
宁波的人员之一。“我们做工程的
经常过年不回家，现在网络很发
达 ， 可 以 视 频 通 话 ， 千 里 若 比
邻。”他说，会劳逸结合，跟工友
一起过个欢乐的春节。

据介绍，宁波轨道交通 53 个
在建工地春节不停工，4000 余名
建设者和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加速
推进 6 号、7 号、8 号线和市域铁路
象山线、慈溪线建设，确保一季度

“开门红”。

4000余人
坚守轨道交通建设一线

昨晚8点，停在路边的汽车上已有一层积雪。
（杨一晨 摄）

记 者 黄程
通讯员 周欣 陈冰曲

中午 12 点半，本是宁波亚虎
进出口有限公司员工午休的时间，
但近日中午，上百名员工齐刷刷来
到一间特殊的会议室。此番前来，
不是开会，而是办事。

办什么事？进门看看。一张长
桌上，公安、民政、教育、房管等
牌子一溜排开，一台身份证自助受
理机居中放着，穿各式制服的工作
人员正微笑相迎。

原来，当天中午，江北区政务
服务中心在这里启动了“政务服
务·每月我帮办”活动，第一站进
企业，把涉及企业员工的高频事项
办理服务送上门。“前期公司与服
务中心充分沟通，先在企业内部收
集相关办事需求，然后进行点单服
务。”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徐佳榆说。

“您好，我想办暂住证。”公安
服务台前，一名小伙子坐下来，递
上身份证。没几分钟，暂住证就办
好了。

小伙子名叫刘博文，1997 年

出生，河南人，即将在亚虎公司转
正。“在公司实习一段时间后感觉
很不错，宁波这个城市也很好，准
备定居下来长期发展。”刘博文满
怀期待地说。

像小刘这样的应届毕业生，亚
虎公司每年要招 400 多人，社保、
户籍等相关业务办理的需求量很
大。亚虎公司有关负责人说，政府
服务送上门，为企业人才发展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

公司老员工叶女士也在现场办
了一件大事。她早就想把户口迁到
宁波，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抽不出
时间去办理。借着这次机会，她正
式落户宁波。

从“群众找部门”到“部门找
群众”，这样的转变，今年将在江
北区持续推进。截至目前，江北已
调研辖区重点工业服务业企业 50
余家、村 （社区） 30 多个，了解
群众办事难点、堵点，精准分析群
众办事需求，并据此成立帮办专
班，制定了每月安排 1 次上门帮办
的计划，除进企业之外，接下来还
将 进 学 校 、 进 村 （社）、 进 养 老
院、进安置项目⋯⋯

政务服务上门办
企业、员工连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