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宏润花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33020028
许可证流水号：01042459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5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丹峰东路617、619号

一层，607-3号二层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13968360896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办理国内结算；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总行等上级机构在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3年1月18日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宏润花园社区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宏润花园社区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丹峰

东路 617、619 号一层，607-3 号二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集士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33020035
许可证流水号：0104245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1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利时购物广场1幢101室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13957897377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办理国内结算；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总行等上级机构在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3年1月18日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南城商业中心社区支行更名及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南城商业中心社区支行更名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集

士港社区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利时购物广场 1 幢 101 室，现予以公告。

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就以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
请合格投标人进行加密电子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NBZFCG2023X001G。
2、项目名称：发票电子化改革（金税四期）基础环境项

目软硬件购置及系统集成项目。
3、采购预算（最高限价）：6258.75 万元。
4、采购需求：发票电子化改革（金税四期）基础环境项

目软硬件购置及系统集成项目，详见需求说明。
5、合同履行期限：本期项目工期为 10 个月（自合同签订

日时起），详见需求说明。
6、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符 合《政 府 采 购 法》第 二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且 未 列 入

“www.creditchina.gov.cn、www.ccgp.gov.cn”网 站 失 信 被 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记录名单在禁止参加采购期限的供应商。

2、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请到浙江政府采购网(zfcg.czt.zj.gov.
cn)或宁波政府采购网（www.nbzfcg.cn）免费下载电子文件。

四、电子投标和开标事项
1、政采云电子投标开标平台：www.zcygov.cn。
2、提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3 年 2 月 8 日 9：30。
3、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后半小时内。
4、开标现场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政务

服务中心（原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区（具体场所
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五、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项：本项目在四楼开标区视频直播评审现场。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宁波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地址：宁波市鄞

州区宁穿路 2001 号市行政中心一号楼，联系方式：彭老师/
0574-89184097。

2、集中采购机构：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联系人：谢先生 TEL：0574-87187960 FAX：0574-

87187961。

发票电子化改革（金税四期）基础环境项目软硬件购置及系统集成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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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
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亲自谋划布局、亲自开篇破
局 的 “ 大 文 章 ”。 早 在 2003 年 ，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就提出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并
把 发 展 海 洋 经 济 纳 入 “ 八 八 战
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
部 署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明 确 提
出，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

“蓝色增长”已被“官宣”为
发展新引擎，谁能赢得海洋发展
先机，谁就能占据未来发展的制
高点。省委、省政府连续两年召
开海洋强省推进会，对探索建设
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作出全
面部署，强调宁波、舟山要加快建
设海洋中心城市。

以宁波、舟山联动推进自贸区
发展为代表，一系列合作机制高效
运转，一系列制度创新探索不断试
水推进，许多过去存在于想象之中
的图景，正在成为现实——

去年，两地实现保税油跨港
区双向直供，共同推动浙江自贸
试验区不断向三个“1 亿吨”的
目标迈进；宁波舟山港连续 14 年
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集装
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三。宁波大
力推进全球航运中心城市建设，
综合实力稳居全球前十；甬舟铁
路、甬舟高速复线一期、六横公
路大桥二期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
程顺利开工建设，大陆引水三期
项目取得新的突破⋯⋯

“ 甬 ” 结 同 心 ， 风 雨 同
“舟”。两市的共同努力，让蓝色
的“大写意”不断演化为精细的

“工笔画”。

经略海洋，认识一致

据预测，未来十年，海洋经
济增长将超过全球经济增速，对
经济、城市和就业的带动作用明
显。新征程上，甬舟要推动高质
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融入
新发展格局，显然离不开海洋优
势的发挥，离不开海洋城市建设
的支撑。

放眼全国，“十四五”以来，
上海、深圳、天津、青岛、大连
等地，都提出创建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同这些城市相比，宁波、
舟山各有特色和优势，但在港口
支撑发展、临港产业能级、科技
创新实力、城市规模能力等方面
显然还有差距。

实际上，港口对经济辐射带
动不够强，是宁波最大的短板。
目前，港口对宁波经济的综合贡
献度仅为 8%，而新加坡是 13%，
香 港 是 20% ， 荷 兰 鹿 特 丹 港 是
40.5%；海洋产业发展缺乏“生力
军”，链主型、龙头型企业不多，
海洋产业向中高端发展的支撑力
不足，涉海上市公司仅有 6 家；
科技创新缺少“引爆点”，在深海
远海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医药、

海洋新能源等领域缺乏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
来的地方。

上述一桩桩一件件，体现的
是差距和不足，也意味着发展的
空间和潜力。据悉，近期我省正
在谋划编制 《宁波舟山共建海洋
中心城市总体方案》，将为两市提
供全面系统的目标要求和路径指
引。

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
域合作。理解“共建”，进而理解发
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的战略
使命，需要重新解读“共建”背后这
道加法题——

宁波建议，围绕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两市共建海洋中心
城市，要按照“高质量海洋产业汇
聚地、高水平海洋科创策源地、高
效能海洋治理示范地、综合性港航
物流战略枢纽、高品位海洋文化交
流中心”定位导向，以世界一流强
港建设为引领，坚持港产城一体化
推进，提升港航物流服务力、海洋
产业竞争力、海洋科教驱动力、滨
海都市吸引力。

剑指短板，目标一致

这不是一道简单的加法题。
在共建共享的规模叠加之外，

宁波、舟山更需要做的，是通过各自
优势的充分对接、资源要素的畅通
流动，强力打造蓝色发展“增长极”，
共同下好海洋经济“先手棋”，以达
到“1+1>2”的效果。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有赖于甬舟
聚力齐心，大胆打破壁垒、创新体制
机制，形成“1+1=1”的休戚与共共同
体、蓝色发展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
要突破许多常规、创造许多样板、探
出许多新路。宁波提出，将加强与舟
山紧密联动、放大优势、同向发力，高
效推进海洋中心城市共建，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港口航运中心、海洋经
济中心、海洋科创中心、海洋金融中
心、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和滨海宜居之
城，重点落子“六强六提升”——

强支撑，全面提升世界一流港
口硬核实力。建设“世界领先”的港
口基础设施、建设“海陆联动”的现
代集疏运网络、建设“要素齐全”的
特色航运服务体系；

强转型，全面提升现代海洋产
业发展能级。延伸发展绿色石化龙
头产业、做大做强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升发展海洋传统产业；
强动能，全面提升海洋科技创

新战略力量。提升海洋科创平台能
级、推进涉海科技成果转化、增强海
洋科教人才支撑；

强品质，全面提升海洋引领城
市发展功能。塑造滨海时尚城市风
貌、加快提升城市极核功能、完善都
市区综合交通网络、加强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

强合作，全面提升海洋经贸开
放水平。深入抓好“两区”建设、做大
做强进出口贸易、拓展蓝色伙伴关
系、深化陆海区域合作；

强引领，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品
牌影响力。实施海洋文明“探源”工
程、培育壮大海洋文旅产业、增强海
洋文化全球知名度。

所有这一切，无外乎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宁波、舟山建立在
高度认同、高度协同基础上的共建，
方能构成真正坚实的发展合力，开
启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新篇章，为
推进海洋强省、海洋强国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向海而生，本就是宁波、舟山两
地共同的蓝色基因。

双向奔赴，行动一致

无缝衔接！

1 月 16 日上午，省“两

会”胜利闭幕。下午 3 时 30

分，宁波与舟山立即携手召开

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推进会。

在宁波和舟山两市眼中，

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行

动，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

奔赴——两地同处长江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交汇

点，本就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都是因海而名、因海而

兴、因海而盛。

而在“海洋竞速”的征程

上，这里更是承载着特殊战略

使命的希望之地。

记者 单玉紫枫

新闻1+1

推动甬舟一体化、共建海洋
中心城市，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的重要内容，是我省优化发展空
间、打造区域发展新“增长极”
的战略部署。近年来，两市积极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抢抓长三角发展一
体化、宁波都市区建设、宁波舟
山港一体化等契机，深化交流合
作，推动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多
方面成效，为共建海洋中心城市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 重大战略合作深入推
进

联动推进自贸区发展，围绕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油气资
源配置中心”目标，协同深化油
气等领域改革创新，加快推动油
气储运、油气贸易交易、炼化加
工等产业发展，去年两地实现保
税油跨港区双向直供，共同推动
浙江自贸试验区不断向三个“1
亿吨”的目标迈进 （1 亿吨油品
储备能力、1 亿吨炼油能力、1 亿
吨交易能力）。

共同打造世界一流强港，务
实推进一批合作项目。去年，舟
山 港 域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6.24 亿
吨，六横港区成功晋级亿吨大
港。合力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
中 心 ，“7234” 舟 山 行 动 方 案

（即打造七大基地、做强两大支
撑、建设三大平台、推进四大合
作） 取得阶段性实效。去年江海
联 运 量 达 3.01 亿 吨 ， 同 比 增 长
7.09%，占长江干线江海联运量
比例从 10%增长到 20%；粮食、
铁矿石、油品分别提升至进江总
量的 65%、44%、41%。

（二）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
快突破

六横公路大桥一期、甬舟危
化品码头、甬舟石化互联互通管
道 、 六 横 - 宁 波 春 晓 天 然 气 管
道、甬舟铁路金塘牵引站电源接
入工程等一批重大交通、水利、
电力、管线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序
推进，特别是去年，甬舟铁路、
甬舟高速复线一期、六横公路大
桥二期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顺

利开工建设，大陆引水三期项目
取得新的突破。在省委省政府大
力推动下，梅山、佛渡、六横区
块联动发展实现新开局。

（三） 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加
速构建

两市围绕石化、塑机、生物
医药等共性产业，开展产业链对
接，加强协同创新，打造人才飞
地，取得了明显实效。联合组建
新材料船舶研究中心，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岱山新材料研究和试验
基地、海洋生物产业中试研发基
地均建成运行，甬舟人才一体化
发展飞地 （宁波邱隘） 建成并吸
引了 17 家舟山高层次人才企业入
驻。

（四）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
断加强

截至目前，甬舟 103 项政务
服 务 事 项 成 功 实 现 “ 跨 市 通
办”。特别是在医疗方面，甬舟
两地异地就医结算医疗机构范围
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 738 家和
69 家 （据统计，宁波参保人在舟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累 计 达 11.4 万 人
次，舟山参保人在甬就医直接结
算累计达 32.9 万人次）；同时建
立了联合救援工作机制。

在教育方面，深入推进甬舟
教共体结对，宁波与舟山 6 所海
岛学校结成教育共同体。在旅游
方面，连续多年共同举办甬舟旅
游惠民季等活动。

（五） 社会治理联动有力推
进

去年，两地共同出台 《甬舟
一体化生态环境部门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联动工作方案》，搭建甬
舟两地环境应急“三库一队”共
建共享体系。编制 《G9211 甬舟
高速蛟川互通交通组织管控方案

（试行）》，常态化实施甬舟高速
节假日大流量、恶劣天气等交通
应急处置联勤联动工作。同时，
深化两市建筑渣土消纳合作，实
施渔政联合执法行动，开展合作
区应急救援协作，联防联治取得
明显成效。

（单玉紫枫 整理）

甬舟一体化成效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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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 （唐严 摄）

陈思佳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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