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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严舒玮）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日
前出台实施意见，坚持和深化新时
代“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充分挖掘彰显乡村经济、
美学、生态、生活、文化、社会价
值，推动乡村塑形铸魂、由表及里
全面提升，成为宁波城市功能重要
承载地，为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
样板作出宁波贡献。

意见指出，到 2027 年，建立
健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自由流
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发展
的体制机制，全域建成城乡融合引
领区；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全市 95%以上建制村建成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成具有辨识度的
特色乡村 500 个，建成新时代和美
乡村标杆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全
面提升，“十链百企千亿”新格局
全面构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迈上
千亿元台阶，农业强市建设保持领
先，建成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农
民 就 地 过 上 现 代 文 明 生 活 ， 村

（社） 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 110 亿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8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
到 1.65，建成强村富民样板区；农
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不断
加强，善治乡村、清廉村居超过
90%，建成乡村善治先行区。

意见提出，将具体实施八大行动。
实施城乡优化提档行动，提升

城乡融合水平。强化城乡融合路径
引领，实施“十县提级、百镇提
升、千村迭代”城乡优化提档工
程，加快 10 个县域中心城承载能
力提级，百个镇街联城带乡能力提
升，千个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迭
代提档，打造城乡一体、产城融合
全域都市景象。

实施乡村产业提能行动，全方
位彰显农业经济价值。实施“十链
引领、百企矩阵、千亿跃升”乡村
产业提能工程，提升建设年产值
50 亿元以上全产业链 10 条、年产
值亿元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00 家，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跃上千亿元台

阶，在做大农产品实物量的基础
上，提升农业价值量。

实施和美乡村提标行动，全景
式呈现农村美学价值。强化和美乡
村特色，实施“十带引领、百村示
范、千村精品”和美乡村提标工
程，建成跨县域美丽乡村风景线
10 条、未来乡村 100 个以上，打造
错落有致、产村相融、生态宜居的
全域和美新空间。

实施生态文明提质行动，可持
续放大乡村生态价值。强化乡村绿
色低碳发展，实施“两转两减两
扩”生态文明提质工程，畅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换通道，
促进美丽乡村低碳化，打造更高水
平、更新模式、更具特色的生态文
明示范高地。

实施共富先行提速行动，多渠
道发展乡村生活价值。强化生活富
裕目标定位，实施“百村消薄、千
村共富、万众创业”共富先行提速
工程，深化强村富民集成改革，推
动就业优先、创新创业、困难帮

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实施文化传承提升行动，多元

化繁荣乡村文化价值。强化乡村文
化凝心铸魂，实施“百艺下乡、千
站惠民、万户传承”文化传承提升
工程，挖掘农村传统文化精粹，促
进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塑造文明
和谐乡风。

实施基层治理提效行动，多维
度强化农村社会价值。强化“四治
融合”治理体系，实施“百镇平
安、千村善治、万个网格”基层治
理提效工程，推进高水平善治示范
村、平安乡村创建，织细织牢万个
基层网格，完善社会安全、应急处
置、矛盾化解、民意表达等机制，
提高乡村治理质效。

实施党建引领夯基行动，全过
程健全领导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深化“百县争创、千乡晋
位、万村过硬”工程，在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中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领导力、群众凝聚力和社会
号召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

八大行动助力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具有辨识度的特色乡村500个

本报讯（记者苟雯 通讯员董
玉燕 何磊杰） 昨天，在象山县石
浦港水上客运中心码头，一艘轮船
缓缓靠岸。电力人员随即操作无线
充电摇臂，为停靠的轮船进行无线
充电。

电力人员操作的，正是国内首
套港口岸电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

“该系统投入使用以后，预计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量分别为 500 吨、15 吨、
7.5 吨。”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营销
部副主任史焕弘说。

手机无线充电已不鲜见，新能
源汽车无线充电正在走入更多人的
生活。今年 7 月，国家电网杭州萧
山亚运村充电站正式启用新能源汽
车无线充电设施。

“一般来说，新能源汽车无线
充电最大功率不超过 60 千瓦，这

套港口岸电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最
大稳定输出功率达 100 千瓦，算得
上是‘大块头’。”史焕弘说。

为什么要用船舶岸电系统？电
力人员介绍，停靠码头后，为了有
效减少船舶靠港期间的污染排放，
船舶停止采用燃油辅助发电机供
电，转为通过岸上电源为船上设备
供电。

港口岸电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

由装设在码头上的无线充电摇臂和
安装在船舶上的接收装置组成。充
电摇臂启动后，能自动寻找并定位
至附近船舶上的接收装置，完成电
能“隔空传输”。

充电摇臂的输出功率可根据实
际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满足不同功
率船只的充电需求。

据悉，该系统无线传能环节最
大效率可达 94%。

船舶也能无线充电了
国内首套港口岸电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在象山投用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王珏 王马飞

在 5 号工位上，有着近 30 年从
业经验的浙江二建选手裘家杰动作
干净利落，每道工序有条不紊，很
快用钢管拗出“匠”字造型，并通
水试压。只见水流“嗖”一下注满
管体，试压成功！“能与业内高手
一 较 高 下 ， 是 一 个 很 难 得 的 机
会。”裘家杰笑着说。

前天，宁波市第三届建筑工程
管工技能竞赛在镇海招宝山全民健
身中心项目部举行，来自全市 10
家建筑企业的近 20 名选手同台竞
技，比拼“武艺”。

竞赛分为理论考试、技能操
作 两 部 分 。“ 既 考 验 选 手 的 综 合
素质，也考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
力 。” 裁 判 长 陈 文 军 告 诉 记 者 ，
技能操作重点考察选手对于管材
加 工 与 连 接 、 管 道 通 水 与 试 压 、
供 水 系 统 管 道 组 装 的 熟 练 程 度 ，
完成安装后灌水试压保压，在规
定 时 间 内 压 降 满 足 要 求 且 无 渗
漏。

测量、下料、切割、安装⋯⋯

技能操作现场，选手们忙而不慌，
凭借丰富的一线生产经验，按照技
术要求和图纸标注，一丝不苟地组
装管道，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他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这 次 比 赛 吸 引 了 不 少 “90
后”参加。“赛前，公司专门组织
了相关培训。在专业师傅的指导
下，我进步很大。”1999 年出生的
曹欢欢是首次参赛，他说：“通过
这次比赛，我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
力，改进了工作方法。”

经过激烈角逐，裘家杰等 6 名
工人最终获奖。理论和技能双合格
的个人，还将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业建筑工人职业培训高级工证
书。

从 2021 年至今，宁波市已连
续三年举办“管工技能比武”。“培
养更多能工巧匠，已成为企业发展
的‘必答题’。”宁波市建设工程安
全质量管理服务总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大赛不止于“赛”，更打开了
一扇“窗”，“以大赛推动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为年轻工匠创造‘出
圈’机会，让‘当个好工人’蔚然
成风”。

擂台上，他们用匠心拗出“匠”字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记者昨
天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通过
实施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良种选育
推广、农机装备水平提升、农业防
灾减灾等七大行动，进一步提升粮
油等主要作物单产水平，增强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根据实施方案，从今年开始，
全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180 万
亩，油菜稳定在 15 万亩以上，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采取全
要素集成、分作物实施、整建制推
动，实现水稻、油菜、小麦、玉
米、大豆单产增长。

提升农田基础设施，重点开展
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田间道路和
灌排设施建设等，补齐农田基础设
施短板，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增强
防灾抗灾减灾能力。立足“吨粮
田”标准，抓好 80.24 万亩现有粮
食生产功能区改造提升，新增划定
建设 41.11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储备
区，全面提升粮食产出能力。结合
耕地质量、耕作制度、生态环境和
生产条件，开展农田生态修复、中
低产田提质改造、新垦及整治耕地
培肥改良。

加强优质品种选育，开展水稻
等重点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选
育一批单产潜力大、高产抗逆强、
稳产易种植的品种。5 年内力争审
定新品种 15 个以上。以水稻为重
点，组织实施一批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项目，改造提升基地田间基础设
施和种子生产加工设备，提高种子
生产加工水平。到 2030 年，全市
建立水稻制繁种基地 5 万亩以上。

提升农机装备水平，推进丘陵
山区先进适用小型农业机械先导区
建设，重点支持适用于大棚内稻菜
轮作的小型机械、适宜丘陵山区水
稻和旱粮耕作的轻简型机械等农机
装备研发，深入实施农艺农机融合
示范试验项目，扩大推广水稻集中
育供秧、机插 （抛） 秧、水稻侧深
施肥、机械化除草、机收减损等技
术。到 2030 年，全市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在 92%以上。

创新经营机制，鼓励“粮二
代”、返乡大学生、工商资本从事
粮食生产，培育推动规模经营主体
多种粮、多产粮。到 2030 年，全
市粮油生产规模化率提高 5 个百分
点以上。

我市将进一步提升
粮油等主要作物单产水平

昨天，在海曙区古林粮库，送粮的卡车络绎不绝。据了解，该粮库总
用地面积1980平方米，共有8个粮仓，仓容量2.16万吨。该粮库引进科技
储粮技术，安装了智能通风、智能温控、智能气调、远程监测及内环流控
温等系统，以绿色环保储粮方式降低粮食损耗。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粮食
入库作业。 （徐能 忻之承 钟琦 摄）

颗粒归仓收储忙

本报讯 （记者何巧巧 孙捷
通讯员刘程） 昨天，宁波开放大学
组织 10 余个名师工作室的专家，
共赴教学实践基地宁海河洪村，与
村支书干云亚共商开放教育赋能乡
村振兴。

“在良好的硬件条件之上，要
通 过 深 挖 乡 土 文 化 ， 打 造 乡 村
IP，为乡村发展‘点睛’。”“乡村
不仅要引进人才，也要引流，这里
的创客不仅要埋头‘创’，更要开
口讲，开展聚焦产业与项目的培训
等，让‘深巷’里的‘酒香’飘出
去。”名师工作室的专家们为河洪
村的发展献计献策。

干云亚是宁波开放大学宁海学
院的学员。面对专家送上的“厚礼”，
干云亚受益匪浅：“我们要继续做大
村庄的‘长寿’品牌，吸引更多人才
和创客扎根这里，布局更多业态，让
村民在家门口有更多收获。”

昨天，宁波开放大学在宁海艺
术创富学院举办 2023 名师工作室

研修会，交流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
和体会。

宁波开放大学于 2020 年 6 月开
始创建名师工作室。3 年多来，工作
室在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贺贤敏工作室的“七巧绣社
织就小康路”项目，通过“学院推动、
绣社培训、分户加工”模式，培训绣
娘 3000 多人，吸纳妇女就业 1000 多
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无围墙工
厂”；杜建国的老杜工作室深挖宁海
乡村振兴特色，助推前童“童宿同
盟”、越溪“越韵渔耕”、大佳何“艺术
乡村”等助农项目做深做实；陆和杰
工作室在省内各地进行“盘活闲置
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民宿经济发展
趋势与品牌打造”等专题研讨，超千
人受益。

据了解，目前宁波开放大学创
建了 16 个工作室，涵盖名教师工
作室、名班主任 （辅导员） 工作
室、技能名师工作室 3 大类，成员
有 60 余人。

宁波开放大学“名师”进村
激发乡村共富原动力

电力人员为船舶进行无线充电。 （董玉燕 苟雯 摄）

比赛现场。 （沈孙晖 王珏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芯蕊 通
讯员吕佳银） 昨晚，作为第二十二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主会场剧
目，舞剧 《东方大港》 再一次“破
圈”，亮相上海文化广场，向世界
讲述“宁波故事”。

“你好，船长，你已进入宁波
舟山港，现在由我为你引航。”五
彩斑斓的集装箱缓缓降落，两代港
口工作者的故事“走”上舞台。

为了保证演出完美呈现，在正
式演出前一天，《东方大港》 演员
的走台持续到了深夜，舞美技术团
队同步配合，精确到每一幕的画面
细节，不厌其烦地调试打磨。

“我是上戏毕业的，这是首次
以男主角的身份来上海演出，又是
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平台亮
相，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宁波
市歌舞剧院首席演员、剧中主角之
一“海”的扮演者王政说，“我的
老师今晚到场观演，于我而言，就

像一场‘期末大考’，希望拿出最
好的状态，将大港风采展现给观
众。”

从千年古港到东方大港，从原
始先民的第一声骨哨到万吨巨轮的
鸣笛远航，宁波舟山港的成长密码
是什么？《东方大港》 的回答是，
中国港口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 现 实 题 材 舞 剧 创 作 非 常 困
难。正因如此，东方大港的突破在
于把熟悉的生活搬到舞台上。”中
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海
港人的父父子子，所碰到的困难和
挑战，就是真实的海港故事，碰触
到了真实的情感，表达了海港人的
勇气。”

“当一部文艺作品登上世界性
的舞台，它所呈现的就不单单是一
台演出、一部剧目，更重要的是其
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宁波文旅会
展集团副总经理兼演艺集团董事长
林红表示。

《东方大港》登陆上海国际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