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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结同心、风雨同“舟”。
宁波、舟山，这是两座公认的海洋城市，也是世界大港的诞生之地——
同处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交汇点，宁波与舟山本就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都是因海而名、因海而

兴、因海而盛。
而在中国经略海洋的征程上，这里更是承载特殊战略使命的希望之地。
自2019年甬舟一体化正式推进以来，宁波和舟山两市按照“边谋划、边推进”的思路，推动用水、用电、用气、

交通、旅游等民生领域保障项目的全面合作，逐步迈向“陆海协同、城乡共富、服务优享”。
2023年，甬舟一体化推进四周年之际，两地正以港产城文融合发展为主线，不断推进两地在港口发展一体、基础

设施互联、产业发展共兴、公共服务共享、社会治理协同上迈向更高能级。

撰文 单玉紫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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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舟铁路富翅门大桥效果图。

甬舟铁路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主桥首个承台成功浇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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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奉化雪窦山，一路向
东，向东是大海，海上有仙
山，山在云雾缥缈间，此山即
普陀。”这段话清晰而形象地
描述了雪窦山与普陀山之间相
近的地理位置，也揭示了甬舟
两地文化一体化相承的根源脉
络。

但从现实情况看，普陀山
名声更为响亮，香客游客众
多，年游客量在 1000 万人次
以上；雪窦山年游客量只有
100 万人次左右，两山游客量
相差很大。

此 外 ， 从 普 陀 山 的 现 状
看，也存在“一山独大”的问
题，缺乏优质休闲产品及周边
景区的映衬，游客满意度和体
验感下滑；从雪窦山的现状
看，则是旅游主题不突出，产
品缺乏创新和吸引力。

如何突破这一困局，关键
在于找到突破口。

去年 6 月，舟山市委书记
何中伟率党政代表团访问宁
波，两市再次强调了甬舟之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
系。

而在文旅共进之外，两地
在政务服务、异地就医、教育
等领域全面发力，将解决民生
实事作为甬舟“更高质量一体
化”的目标所向。

以共建现代海洋城市为目
标，甬舟两市持续推动政务服
务异地通办提质扩面。近年
来，两市政务办紧紧围绕两地
企业、群众办事需求，通过加
强联系沟通，共商合作事项，
将合作事项范围由医疗、教
育、社保、养老等民生服务领

域向企业注册和变更、企业参
保登记、运输许可等涉企服务
方面拓展。截至 9 月底，两市
通办事项从去年首批的 103 个
拓展至目前的 211 个。

在教育领域，舟山编制了
《2023 年市教育局长三角 （甬
舟） 一体化工作任务清单》，
从五方面做深做实一体化：一
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合
作办学；二是深化跨区域义务
教育教共体结对合作；三是推
动甬舟职业院校开展中本一体
化、中高职一体化合作办学；
四是重点面向银龄教师，从优
化支教模式等角度强化宁波地
区优秀人才招引；五是深化甬
舟教科研合作，形成甬舟高中
教研“三合”合作体系。

在医疗领域，两地已实现
省内异地就医免备案，按照

“新增一家纳入一家”要求，
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医疗机构范
围并逐步推进存量定点医疗机
构开通异地联网直接结算。截
至目前，已开通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医疗机构 1422 家。

四年来，两地深知，甬舟
一体化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区域合作。

锚 定 “ 更 高 质 量 一 体
化”，需要重新解读一体化背
后这道“加法”——在空间连
通、规模叠加之外，宁波与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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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 长
极”，共同走出“先手棋”。

面向未来，宁波与舟山不
断展现出活力与希望，诠释着
使命与担当。

民生联动 全面发力

10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宣布中国支持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
动，第一项行动就是构建“一
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其中明确提到要“积极推进

‘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
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滕亚辉为此心潮澎
湃。

当前，宁波舟山港“一带
一路”航线达 129 条，构筑起
联通海外的庞大贸易航线网
络。同时，宁波舟山港海铁联
运高速发展，2022 年联运量
达 145.2 万标箱，形成了北接
古丝绸之路、中汇长江经济
带、南连千里浙赣线的三大物

流通道，南方海铁联运第一大港
地位得到巩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是
宁波舟山港更好地服务共建“一
带一路”的前提，也是甬舟两市
实现“合体”的前提。

今年 4 月 18 日，甬舟铁路
PPP 项目银团签约仪式在舟山市
定海区举行，标志着甬舟铁路项
目 190 亿元的银团项目正式完成
组建，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

背后更深层的含义是，浙江
最后一个不通铁路的设区市舟
山，即将实现“高铁上岛”的梦
想。

甬舟铁路全线将于 2028 年
完工通车，届时，宁波至舟山通
行时间预计缩短至 26 分钟，这
将极大推动舟山沿线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两地一大批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进度也在不断刷新——

截至 9 月底，舟山市大陆引

水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宁波陆上
段、金塘岛引水工程） 已分别实
现宁波陆上段泵站工程完工、海
上段管道敷设完工；宁波-六横
水务一体化先行试点项目关于股
权收购及下一步公司管理运作达
成共识，形成备忘录；甬舟铁路
项目和六横公路大桥一期、二期
项目均进入快速施工阶段；甬舟
高速公路复线已完成招标、海上
物探，并取得海上施工许可证，
目前正加快推进海上勘察工作。

目前，在宁波北仑，总投资
1.25 亿元的甬舟一体化重点民生
工程——宁 波 北 仑 峙 头 车 客 渡
码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码头
建成后，将成为甬舟航线的主
要 运 力 码 头 ， 运 营 宁 波 至 六
横、宁波至桃花岛、宁波至虾
峙三条客运航线，可提供车辆
42.6 万辆/年、旅客 126.1 万人/年
的泊位运力。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人才联动，甬舟一体！
事 实 上 ， 早 在 2020 年 ，

省委人才办就与宁波市委、舟
山市委联合发布了 《推进甬舟
人 才 一 体 化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0-2025）》。
根 据 方 案 ， 到 2025 年 ，

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将取得实
质性成效，一体化的高端人才
引育、人才平台建设、人才体
制机制和生态服务体系趋于完
善，人才引领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更加明显，成为区域
人才发展合作的示范样板。

多年来，两地不断加快推
进人才平台共建、资源共享、
机制共商、生态共治，以人才
同聚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比如，作为宁波历史上投
资 规 模 最 大 的 科 创“ 栽 树 工
程”，甬江实验室是浙江省和宁
波市着眼全局、面向未来谋划

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自 2021 年
5 月挂牌至今，甬江实验室已组
建 10 个研究中心，引入 16 支科研
团队，在基础材料、先进制造等领
域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舟山科研单位及企业共享宁
波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管理与共
享 服 务 平 台 （简 称 “ 大 仪 平
台”） 联合甬江实验室，面向两
地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逐步
开放共享软硬件资源。截至今年
9 月底，大仪平台入网登记大型
仪器 4200 余台 （套），共享大型
仪器 3200 余台 （套）。

值得一提的是，在舟山，符
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不
更改注册地、三年免租、同城待
遇”等专项政策。截至目前，甬
舟人才一体化发展飞地已累计支
持 35 家 高 层 次 人 才 企 业 入 驻 ，
实 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项 目 24 个 ，
带动 9 个人才创业项目在甬舟两

地落户。两地专家人才可享受景
点、健身免费和住宿优惠等同城
化待遇。

以人才联动为先导，两地牢
牢把握创新主动权，力争在产业
创新上有更多建树。而在“更高
质量一体化”的期待之下，这里
的创新突破，不是单边突进，也
不是简单的量的叠加——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
两地携起手来，敢于试水探路，
打造了一批产业集群：建设舟山
鱼山绿色石化和战略新材料产业
岛，镇海、北仑、大榭化工区协
同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绿色石
化产业集群；构建以 LNG、氢
能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基
地，重点推进中石化 LNG 接收
站 、 浙 能 LNG 接 收 站 项 目 建
设；以共同打造塑机整机和螺杆
制造产业链为目标，整体提升甬
舟塑机及相关配套机械行业。

人才联动 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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