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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倒计时91天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卓璇 杨芝

50 多平方米的小院子，摆上
几张圆桌，围炉煮茶的砌台旁，是
就地取材做的竹椅——简单的布
置，主打一个“原乡原味”，一家
小小的农家乐，收获了一拨又一拨
回头客。今年杨梅季，单个周末
20 桌的订单，让傅明峰直呼“火
爆”。

“我就知道，村子未来发展不
会差！”傅明峰是江北区慈城镇南
联村土生土长的“85 后”，2018 年
春天回乡创业。几年下来，他越来
越清楚地知道，这个拥山揽湖的小
山村，已然拥有了“出圈”的底
子。

在市委全面部署、大力推进新
时代“千万工程”大框架大蓝图的
背 景 下 ， 南 联 村 坚 持 党 建 统 领 、

“四治融合”，不断健全基层治理体
系，凝聚起“稳扎稳打”定基础的
合力，串起环云湖片区的四颗“明
珠”，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
丽乡村的一道独特风景。

夏日清晨，从江北区慈城古县
城驱车一路向西，驶过蜿蜒的山
路，映入眼帘的是秀美的云湖，青
山环抱，绿树成荫，尽是浪漫诗
意。

但在十多年前，由于地处偏
远、基础设施落后，南联村给人
的第一印象只有脏乱差。“公交车
站、水库边上倒满了垃圾，还没
进村就觉得邋遢，怎么可能会有
人愿意来！”南联村老书记傅海宏
说。

要想富，环境整治总得迈出第
一步。2010 年，刚上任的傅海宏
果断求变，开展村庄南侧道路硬
化，让路先通畅起来。

村集体收入太少，那就千方百
计向上争取资金支持；人手不够，
那就撸起袖子干。大半年后，现代
化的环湖道路一期修整完毕，与尚
显老旧的村容村貌形成鲜明对比。
反对的声音渐熄，越来越多村民选
择搭把手，或是打理起了自家门前
的“一亩三分地”。

村民的态度发生可喜变化，不
“趁热打铁”更待何时？野山坟整
体搬迁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傅海宏带领村班子和党员组成工作

专班，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1 个
月时间就完成了 51 穴野山坟搬迁
的重任，改善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
些原先在村里推不开、推不动的工
作都能顺利推进——这让环云湖的
公有、金沙、五联等村庄“心动万
分”。

在市委、区委、镇党委的大力
支持下，环云湖区域党委正式成
立，傅海宏自此推广起了南联村的

“美丽经”。
南联村的区域党群服务阵地

“红领驿家”热闹起来了。通过月
月例会、定期会商，畜禽整治、生
产生活设施乡土化改造、污水集中
处理等“五大攻坚行动”从这间议
事厅席卷了整个云湖片区。

200 多名党员与村干部一起，
用 14 天时间做通了云湖片区 150 多
户群众的思想工作，拆除 177 个畜
禽养殖场；通过集体土地流转，收
回了四村原本被村民废弃的房屋和
土地资源，为 8 公里环湖绿道、10
公 里 的 山 地 自 行 车 道 “ 腾 出 空
间”⋯⋯

一套“组合拳”，将“各自为

政”的村落拧成一股绳，更将老百
姓的心凝聚在一起。

“梅农间的恶性竞争再没有出
现 过 。” 傅 明 峰 感 慨 道 。 曾 几 何
时，云湖四村的杨梅销路窄，村民
相互压价仍卖不出去，杨梅一过季
节就烂掉。

而如今，云湖四村的杨梅季早
已是另一番光景。通畅的道路迎来
了四面八方的采摘客，也将云湖的
精品杨梅送往市区。夏夜的亲水平
台上，由慈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
造的“杨梅音乐节”盛大开唱，公
有、金沙、五联等村的梅农也把小
摊摆到了这里。

“一个早上摘个十几篮，还是
不够卖！”金沙村的梅农陈师傅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每年 10 月，南
联村的“杨梅专家”都会来到金沙
村指导梅农修剪杨梅树，这才有了
一 年 又 一 年 的 丰 收 。“ 来 不 及 卖
的，民宿、咖啡馆的老板会来收
购，我们不担心！”

在党建联建的引领下，南联村
以“美丽经济”激活乡村产业链的

“致富经”，并成为云湖其他三村的
蓝本。

金沙村瞄准自己的特色竹文
化，打造竹文化馆，推出竹编、竹
椅、竹工艺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公有村聚焦“三五支队”曾走
过的红色之路，建设宁波两新红领
学院，成为环云湖片区的红色旅游

“主力军”。
五联村引入茶叶合作社，春笋

破土、茶园吐新的季节游客如织。
⋯⋯

“学习经验不是依葫芦画瓢，
而 是 聚 焦 特 长 ， 力 争 ‘ 青 出 于
蓝’。”江北区慈城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如今，云湖四村已成
为江北党建引领片区化发展的新
样板。在今年 5 月发布的“云湖
红色共富三年计划”中，“湖韵南
联”“守艺金沙”“初心公有”“青
创五联”的蓝图更是定位清、特
色明。

“这就是未来
乡村的模样。”暖
风 吹 拂 ， 轻 云 出
岫，傅海宏身后的
这片湖、这些村，
正成为更多人的心
之所向。

记 者 王佳 黄合
通讯员 严丽丽

这是很寻常的一天。
北仑新浦菜市场“爱心慈善屋”

内，年过六十的陈燕珍正在“坐班”。
这是个 20 来平方米的房间，提

供多项暖心的生活服务：理发、改裤
脚、测血压⋯⋯

“我们家原来是做童装的，这种
事情就是举手之劳啦！”陈燕珍在缝
纫机前忙活着，小屋前沿街“匠心缝
补”的小灯牌暖暖地亮着。

几年前，新浦社区要成立“人亚
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陈燕珍第一
时间报了名。捡垃圾、做美食、维持
秩序、为困难户买菜送餐、为周边居
民免费缝补⋯⋯就跟滚雪球一般，
事情越做越多。

“帮大家做点事儿，心里头开
心。”陈燕珍说，穿上红马甲，佩戴上
党员徽章，荣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她作为人亚同志的老乡，有责任
为这里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陈燕珍口中的老乡，正是霞浦
街道或者说北仑区几乎人人皆知的

“党章守护人”张人亚。近一个世纪
前，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二
大决议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等一批党内重要文献秘密送回老
家，其家人为此专门建立“衣冠冢”，
将这些宝贵的资料保存下来。

因为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这位为了理想信念隐姓埋名、30
岁出头就病逝在革命道路上的家乡
人，并不为公众所知。直到那句“总书
记之问”，一下子让张人亚走出了浩
渺的历史，走到了大众的面前。

在张人亚出生地——北仑区霞
浦街道，寻访人亚革命事迹、提炼

“人亚精神”成为光荣使命。霞浦街
道会同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仑
区委党史研究室及相关部门，数次
辗转走访上海、江西瑞金、安徽芜
湖、北京等地，寻回文献复制品 30
多件，整理完成超过 5 万字的史料。
其间，通过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
从俄罗斯档案馆复制了张人亚手写
简历等珍贵文献。

2017 年 12 月，张人亚党章学堂
揭牌。2018 年 5 月，党章学堂入口处
的张人亚铜像揭幕。铜像高约 4.2
米，身体微微前倾，高举右手，望着
前方，目光坚定——张人亚以这样
的形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立
下了一座精神丰碑。

走在往返“爱心慈善屋”的霞浦
中路上，每一次经过党章学堂，陈燕
珍都会看到这一抹坚定。

16 岁的张人亚，只身闯荡上海
滩 ，24 岁 成 为 上 海 金 银 业 工 人 领
袖，带领工人开展罢工斗争。30 岁
成为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
从事秘密工作。31 岁开设银楼，为
党中央筹措经费。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风华正茂的他，直面血雨腥风，矢
志不渝？

在党章学堂，一次又一次“隔空

对话”，让陈燕珍真切地触摸到那个
答案。

因为对真理的信仰，张人亚与
父亲一起，舍命守护着党的珍贵文
献；因为对解放全人类事业的笃信，
他默默守望着地下交通线，视过手
的无数金条等钱财为无物，却想方
设法为革命事业无私筹措资金；他
不仅以坚定的信念守护着真理，还
献身党的出版印刷事业，成为真理
的传播者⋯⋯

大浪淘沙，信念永恒。今朝，家
乡宁波用一部原创的电影作品《力
量密码》来致敬这位“最勇敢坚决的
革命战士”。

这种力量，经历百年风雨，依然
生机勃勃。“他一定不曾想，他带给
家乡的，不仅仅是一座学堂。”陈燕
珍说。

就在 2017 年，张人亚“回归”家
乡的那年，霞浦街道和北仑区级部
门联动，同步推进张人亚衣冠冢修
缮、历史文物征集、故居修缮设计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建成了以
张人亚党章学堂、故居、衣冠冢、人
亚路、东山路为“三点两线”的“人亚
故里·红色小镇”。

2020 年 ，党 章 守 护 地 开 工 建
设，整合区域红色资源，聚焦民生福
祉，打造并串联游客服务中心、儿童
友好馆、敦亲园、爱心食堂等 15 个
民生点位。2021 年，结合美丽城镇
建设，打造“和美党建综合体”，进一
步“守护”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因为施工周期长、项目多，拆和
建都会对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遇到难题时，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坊
间存疑时，党员和热心市民及时释
疑解惑。“精神凝聚力量，最让人感
动的，就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状态。”陈燕珍说。

变化翻天覆地，看得见、摸得
着。沿着霞浦中路一路向前，一步一
印记，一处一心境。随处可见的红色
元素并不显得突兀，青瓦黛墙间是
浓浓的烟火气，口袋公园里老人休
憩闲聊，生态河埠头捣衣声声，睦邻
桥桥头孩童快乐地嬉戏⋯⋯

在“人亚先锋驿站”，每晚 6 时，
一群红马甲志愿者会准时出发，开
展联防巡逻，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
雨，从不间断。

在该街道“甬爱 e 家”驿站，“人
亚先锋·红领集市”定期举办，暖心
服务环卫工人、城管工作人员、快递
小哥、集卡司机等户外工作者。

无论是原住者，还是外来者，当
地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报名，成为
交通劝导志愿者、爱心食堂送餐员、

“红色小镇”宣讲员⋯⋯本月末，11
家早餐店、药店、理发店将加盟新浦
社区爱心商家联盟，为户外劳动者
提供便民服务。

这一刻，或许更能理解英雄人物
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这是一种
绵延不绝的记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
神、一笔传之久远的宝贵财富，更是
凝聚人心、激励向上的澎湃动力。

故里“重逢”
——写在《力量密码》即将全国上映之际

黄明朗

据《宁波日报》报道，为赋能乡
村振兴，宁波市人社部门和慈溪胜
山镇在四灶村共建公共技能实践基
地，将引入一批最强技师为村民培
训技能，此举可谓一举多得。

技术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技术人
才是乡村建设的宝贵资源，他们可以
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点石成金，赋能乡
村振兴。长期来，由于信息不对称，一
些人才“怀才不遇”，一些领域求贤若
渴却难以如愿。在村里建设技能实践
基地，让身怀绝技的饱学之士有用武
之地，在乡村致富中发挥酵母作用，
有助于做大做强高端服务业。

使村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资
源。清澈宽阔的四灶浦江流经四灶
村，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村里办起不
少农家乐，但苦于饮食缺少独特风
味、景观没有网红设计感。依托实践
基地，开展特色农家菜烹饪、汽车养
护、电子商务、“一老一小”日常照护
等知识技能培训，使乡村服务品质
得到提升，为当地的美景、美食“插
上翅膀”，形成优势产业，实现增产
增收，推动共同富裕。

丰富了党政部门主题教育实践。
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接
乡村建设规划，结合乡村产业特色，
依托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方式，推
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帮其所需，全
力答好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使服
务更加务实、贴心，能够实现主题教
育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村里建技能实践基地一举多得

本报讯 （记 者张正伟 徐卓
蔚） 商场购物、旅游住宿、景区购
票 、 高 速 缴 费 ⋯⋯ 今 年 端 午 小 长
假，许多市民发现，在宁波支持使
用数字人民币的地方越来越多。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相关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我市将以亚运会举办为
契机，大力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

上马新应用、解锁新功能、扩大新
群体，力争新增应用场景 40 万个，
月均活跃钱包数达到 100 万个，形
成具有宁波辨识度的全国首创应用
场景。

数字人民币不但支付便捷、安
全，还是一种新颖时尚的促消费方
式。今年，我市全力开展赛事侧和

城市侧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
提供数字人民币产品宣传、展示、
体验一站式应用。高质量建设数字
人民币受理环境，推动赛事侧购物
消费、娱乐服务，以及线上线下票
务全面支持数字人民币；推出手
环、徽章、卡片等亚运会专属数字
人民币硬钱包产品，在亚运分村区
域布设数字人民币兑换机具。以亚
运会为契机，顺势推动全市各类城
市场景“应通尽通”，

【下转第4版】

以“亚运+”为牵引 凸显宁波辨识度

我市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日益丰富

一湾云湖出岫来

绿水青山间的南联村。 （江北区慈城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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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夏季灯光音乐节开幕点亮了宁波植物园奇妙夜。当晚的植物园灯光璀璨迷离，灯笼、彩灯带装点着主园路沿线，还有浩瀚星空、时空隧
道、迷雾森林、生命之树、荷塘月色等主题灯光布景。音乐节人气火爆、气氛热烈，现场还进行了 《火树银花》 非遗表演和 《霓裳羽衣》《只此青绿》
等舞蹈表演。 （唐严 唐斌权 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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