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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04天

徐 川

6 月 5 日，杭州公布首批十条
城市水上运动河道，满足市民参与
皮划艇、桨板、赛艇、龙舟等水上
运动的需求 （6 月 6 日 《浙 江 日
报》）。

在家门口就能玩皮划艇等水上
运动项目，对广大体育爱好者来
说，是值得庆祝的好事。走出家
门，就近选择一条河道，在碧波荡
漾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市民参与
运动健身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
独特体验。

这几年，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
增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现
代、时尚、新潮的运动项目，受到
愈来愈多人的青睐。由此，对场地
设施、活动组织等提出了新的要
求。有关部门应及时转变思路，加

大支持力度。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湖泊众

多，河道纵横，具有发展水上运动
的独特优势。毋庸讳言，这一优势
并未得到很好发挥。一些专业人士
和业余爱好者早就呼吁，利用城市
内河开展水上运动项目，但至今未
见明显突破。一些部门习惯沿袭传
统管理思路，顾忌安全、环保等问
题，少有支持举措，水域开放、基
础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举办等，面
临不少阻碍和困难。这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和制约了宁波水上运动的普
及和发展。

再过百来天，亚运会帆船帆板
比赛将在宁波举办，可以想见，水
上运动在宁波将更受关注，迎来新
的发展契机。为此，迫切需要相关
部门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以满足
群众需求、提升城市品位为目标，
摒弃本位主义，为相关运动项目的
发展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
障。

“家门口能玩皮划艇”值得跟上

本报讯（记者周琼） 前天，记
者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集中宣
传月动员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我
市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药店直接
购药结算再迈大步，目前全市异地
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开通率
已达 93%，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率已达 73%，均提前超额完成省政
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异地就医政策，如果在短期旅
游、外地出差时突发疾病，宁波的
参保人员只要凭手机上的医保电子
凭证，就能在当地医院直接结算。
离开宁波 3 个月以上，长期居住到
其他城市的，建议先办理长期异地
居住备案。备案手续很简单，不用
提供任何证明，也无须跑腿，通过
浙里办 APP 中的“浙里医保”，点
点手指就可办理。备案后，参保人
员就能在居住地的定点机构直接刷
社保卡或凭码结算。

如果因大病治疗需转诊到外地
医院，转诊到省内医院的，无须备
案可直接刷卡就医；转诊到省外医
院的，则可在宁波当地医院先办理
好备案手续，转到省外医院后可直
接刷卡就医。门诊或住院医疗费的
医保报销比例，在宁波市就医医保

待遇基础上，下浮 10 个百分点。
如没有办理转外地就医备案，直接
去省外医院也可以刷卡就医，但报
销比例要比备案过的再低 10 个百
分点。

此外，今年 1 月起，我市全面
开通了异地药店购药服务，宁波参
保人员在异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
时，也可以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或社
保卡直接结算。

目前，全市已经有 1152 家医
疗机构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功
能，包括三级医院 25 家、二级医
院 7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5
家、其他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887
家，其中 242 家医疗机构开通门诊
慢 特 病 直 接 结 算 ， 另 外 有 111 家

“双通道”药店成为异地联网结算
试 点 零 售 药 店 ， 实 现 各 区 （县 、
市） 全覆盖。

为提高结算成功率，市医保部
门还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全天候，
全时段”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365
天×24 小时运维保障机制，加快
故障响应处理速度，建立与省级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沟通机制和应
急联动机制，对医院、经办机构、
参保人等反映的问题及时受理、分
析、处理、反馈。

宁波多举措破解异地就医难题
全市1152家医疗机构开通直接结算功能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房晓暾 芦懿 姚单

六月仲夏，万物葳蕤。镇海区庄
市街道光明村光明新村内，绿植葱
茏，鸟鸣欢悦，都市与乡村在这里亲
密拥抱。

前天上午，62 岁的村民丁爱芬
在光明新村 77 号农民别墅外，精心
打理绣球花。这套两层楼的农民别
墅，建筑面积 228 平方米，有六个房
间、两个卫生间。一楼宽敞的客厅窗
明几净，一张古朴茶桌气派大方。

“阿拉这些农民别墅一直是远
近闻名的‘豪宅’，到现在也不比城
里的商品房差。”她自豪地说，如今
村民的生活“好足嘞”。

住进这样的“豪宅”，曾经是村
民不敢奢望的事。“以前村里没啥像
样的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环境与整洁两字相差甚远。村里的
农宅大多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老旧
简陋，这家瓦片掉落，那家雨天漏
水 ，乡 亲 们 的 居 住 条 件 有 点‘ 寒
碜’。”丁爱芬以自家 40 多年老宅为
例，“面积只有 60 多平方米，厨房、
浴室‘二合一’，一家三口蜗居一室，
甚至不好意思请亲戚朋友来做客。”

虽然与泥土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但村民的家不应该“灰头土脸”。
住上舒适点的房子，成了丁爱芬们
最大的梦想。

“千万工程”的春风，吹起了村
民“住上好房子”的梦。“随着‘千万
工程’的实施，光明村农房改建提上
日程。”村党委书记刘敏祥告诉记
者，在区、街道等各级资金配套下，
投资约 1.5 亿元、占地 350 亩左右的
光明新村项目托起了乡亲们的安居
梦。

“新村分期建设、分批入住，我
是早期入住的村民。”丁爱芬清楚地
记得，农民别墅盖了一层时提前抽
签。“当时我和丈夫看中了现在这套
大户型，抽签前一晚特地许了个愿，
没想到真抽中了。”那份“中奖”的喜
悦，她至今难忘。

怀揣这份喜悦，丁爱芬每天跑
到新村建设现场“督工”。乡亲们个
个探出头，盼望着房子早点造好。

夫妻俩拿出老宅拆迁的 4 万元
补偿款，又掏了 8 万多元，“换”来一
套崭新的 228 平方米大别墅。拿到
钥匙后，丁爱芬迫不及待奔进新家，
摸摸墙、踩踩地，笑得合不拢嘴。装
修完入住的第一晚，夫妻俩激动得
难以入眠。

住上好房子，更要过上好日子。
“带你看看我们新村的‘乐园’，老人
们白天都在那里玩。”丁爱芬所说的

“乐园”，就是位于新村入口处一侧
的文化礼堂。

走进礼堂，乒乓球室、棋艺室、
台球房、阅览室等一应俱全，两名

“票友”村民正在舞蹈室内排练越
剧。“红珠，拿拍子来打场友谊赛。”
看到 70 岁老球友孙红珠，丁爱芬立
即拉上对方打起了乒乓球，“我们每
天上午都来打乒乓，写意足嘞。”

写意不囿于此。从丁爱芬家步
行三四分钟，就是新村卫生室，专
职医生 365 天在此坐诊，血压有些
高的丁爱芬走两步就能配到降压
药；新村大门口配套了菜市场，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海产品；
新村外，380 路、822 路等公交线
路无缝对接地铁站。“周末赶个时
髦，去东部新城逛逛大商场，可方
便了。”她脸上的笑容，为光明村
这个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作了生
动注脚。

从老旧农宅到精致别墅，从“挺
寒碜”到“倍有面儿”，“千万工程”带
来的成效，让丁爱芬们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

“ 光 明 新 村 2010 年 底 基 本 完
工，村民大多住上了农民别墅。”
刘敏祥告诉记者，新村有农民别墅
588 套、多层公寓 135 套，绿化面
积 1 万多平方米，建成了花园式别
墅农民居住区。这些年，随着“千
万工程”持续深化，新村的各项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村民的幸福指数
芝麻开花节节高。“占地 8000 平方
米的全民健身广场改造提升工程本
月也将开工，将新建篮球场、羽毛

球场、儿童乐园、塑胶跑道等，预
计 9 月投用。”刘敏祥介绍。

建 好 “ 一 幢 房 ”， 安 居 千 万
家。“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我市
把农房建设作为乡村面貌提升的重
要突破口，推行梳理式改造、联户改
建、整村改建和集中安置联建等模
式，形成一批可看可学可借鉴的农
房建设示范样板。20 年来，全市累
计建设农房改建示范村 160 个，完
成农房改建 1800 万平方米，惠及农
户 11 万余户，42 个村庄获评省级优
秀美丽宜居示范村，6 个村庄获评
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如今，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
万工程”的浪潮愈发澎湃。以“争
创市域样板、打造一流城市、跻身
第一方阵”为奋斗目标的宁波，正
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深化推进农
村风貌整治提升、人居环境改善、
公共服务优化。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彭佳学在调研该工作时，作出了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以‘千
万工程’为引领，探索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共富示范先行的宁波路径，
奋力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先行”的重
要部署，更多安居
乐业的幸福故事，
将在宁波乡村的辽
阔 土 地 上 生 动 上
演。

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光明新村成为花园式别墅区。 （光明村供图）

编 者 按
2003 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和亲自推动下，浙江省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 年
来，宁波始终沿着总书记擘画的路径，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持续
深化“千万工程”，推动乡村从环境整治向全面振兴拓展，造就一个
个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

当前，我们正深入研究新时代“千万工程”的新内涵、新目标、
新举措，加快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更有品质、
更具魅力的田园城市、都市乡村。今起，本报记者蹲点乡村，探究
20年来宁波乡村走向富裕、文明、宜居的途径。

昨天下午 4 时 30 分，随着考试结束
铃声响起，我省 2023 年高考平稳落幕。
一 束 束 多 彩 的 鲜 花 、 一 个 个 温 暖 的 拥
抱、一串串爽朗的笑声迎接走出宁波各
考点的学子，考生们的脸上写着如释重
负的轻松和开心。

接下来，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即将展
开。全省 186 万余份试卷在严格保密措

施下集中回收后，6 月 13 日起，将在 9 个
高校评卷点进行主观题网上评阅，高考
成绩及各类各段分数线会在 6 月 26 日左
右发布。

我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将于 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zjzs.net） 进行，考生可于 6 月 12
日至 18 日先参加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练

习。6 月 16 日至 20 日，省教育考试院继
续 主 办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 云 咨 询 周 ” 活
动，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网站入口在线观看全国数百所高校招
生宣讲并进行互动咨询。目前，今年在
浙招生的高校生源计划正在加班加点进
行汇审，6 月 22 日左右寄送至各地。

（沈莉萍/文 唐严/摄）

高考平稳落幕，26日左右发布成绩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穆静 严舒玮） 全面推进高素质农
民培训，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人才培养
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撑。近三年来，我
市开展各类农民培训 33908 人次，
培训高素质农民 4457 人。引进现
代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 （团队） 18
个，去年培育入库乡村振兴领军人
才 208 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人才
瓶颈制约是关键。我市制定出台

《宁波市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要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军人才 （头
雁）、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等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明确到 2025
年，全市基本建立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的乡村人才队伍和机制完善、
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人才支撑体
系，各类人才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和升级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驱动支撑作
用更加突出。

提升人才队伍职业技能，实施
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训 （行
动）。去年以来，我市完成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经营管理型、
种养大户等专业生产型和从事生产

经营性服务等技能服务型的高素质
农民培训 2257 人。

聚焦创业创新，不断优化农村
双创环境。开展大学生在农业生产
领域就业创业扶持，举办农村创业
创新项目创意大赛，获奖选手获得
由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贷款预授信
专项金融服务。宁波海上鲜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一站式海洋 （渔
业） 服务平台”项目荣获省双创大
赛成长组一等奖，代表浙江省参加
第五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并闯
进全国总决赛。近两年，全市培育
农创客 4600 名。

不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牵头组建宁波市农科院、宁波
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三农四方”科技创新联
盟，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与
转化应用。遴选公布粮油、蔬菜瓜
果、畜禽、水产等 27个领域的农业
首席专家。组建粮油、蔬菜等 10个
领域的市级农业产业技术团队，充
分发挥推广、科研人才及乡土专家
的带头作用，提高人才的科技创新
能力，全市共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
体 2572个，创建省级绿色高品质科
技示范基地 25个，新立项农业技术
推广项目17个。

我市建立较完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
近三年开展各类农民培训33908人次，
培训高素质农民4457人

新华社杭州6月10日电 记者
从 浙 江 省 政 府 新 闻 办 9 日 举 行 的

“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 （第六场） 上获悉，坚
持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浙江将在塑造乡村风貌新气
质、激发产业兴旺新动能、跑出城
乡融合新速度、谱写共同富裕新篇
章、引领文明善治新风尚等 5 个方
面加强部署。

2003 年 6 月启动的浙江省“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 年来
久久为功、扎实推动，造就了浙江
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
众，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记者了解 到 ， 当 前 坚 持 和 深
化 “ 千 村 示 范 、 万 村 整 治 ” 工
程，在乡村风貌方面，浙江将全
省域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
施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
升三大行动，持续改善和提升农
村环境质量，绘就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

在产业兴旺方面，浙江将全方
位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持续推
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加快发展
乡村“土特产”，提质乡村数字经
济，提升乡村营商环境，推动农业
现代化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在城乡融合方面，浙江将全景

式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做好
“ 强 城 ”“ 兴 村 ”“ 融 合 ” 三 篇 文
章，全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在共同富裕方面，浙江将全链
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缩小

“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打好强
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组合拳，推动
集体经济、农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
入均衡水平继续领跑全国。

在文明善治方面，浙江将全过
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把自上而下
的“浦江经验”和自下而上的“枫
桥经验”结合起来，进一步涵养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让
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浙江省部署深化实施“千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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