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余姚四明湖畔的池杉林到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不少人到此游玩。池杉红得如火如荼，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与清澈的湖面交相辉
映，让人仿佛置身于巨幅油画中。 （唐严 蒋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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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市召开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市域

样板现场推进会。会议提出，要在塑造全域大美、农业强基提能、城

乡深度融合、农民农村共富、建设乡村文明、促进乡村善治上创样板

做示范，聚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市域样板。本报今起推出“争创乡

村振兴市域样板之县域解法”系列报道，从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乡村集成改革、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以县域视角看

宁波争创乡村振兴市域样板的新路径、新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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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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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滢 张林麒

今秋，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
内的 7444 亩集中连片耕地迎来水
稻大丰收，亩均产量近 500 公斤。

“这是全省首个‘万亩方’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近日，该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整治
后的项目区内，路、渠、沟等农田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建成规模化的优
质粮食产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米袋
子”。

推进零星耕地整合与空间腾挪
置换，形成布局集中连片、农田设施
完善、适合现代农业生产的优质永
久基本农田，这是慈溪开展全域空
间大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宁
波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先行者，
慈溪被赋予试点破难的重任——到

2035 年，基本完成余慈统筹区域、
环翠屏山区域的主要整治任务。

推进旧城、旧村、旧貌空间大提
升，成为摆在慈溪市委、市政府面前
的一道必答题。

白沙路街道轻纺村，曾是一个
环境脏乱的“城中村”。从 2016 年开
始，该村推动村庄梳理式改造，通过

“腾笼换鸟”辟出近 70 亩空地，用于
改造农贸市场、扩建商铺等。同时，
淘汰影响环境的小作坊，引导具有
发展潜力的经营主体进入产业园抱
团发展。如今，村里公园草木环抱、
河水潺潺、栈道缦回，成了宁波市级
生态村。

“通过梳理式改造，我们把环境
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转化为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为乡村
振兴筑牢根基。”轻纺村党委书记华
建育告诉记者，目前，该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达 900 万元，村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成色更足。
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对带

动城乡区域现代化治理、促进产业
转型更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站在“千万
工程”实施 20 周年的时间节点，全
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成为新时代

“千万工程”的拓展和深化。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日

前强调，要在塑造全域大美上创样
板做示范，聚力实施“十带引领、百
村示范、千村精品”和美乡村提标工
程，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引领
城乡有机更新，充分彰显井然有序
之美、特色风貌之美、自然本底之
美。

如何绘就城乡和美新画卷？慈
溪统筹推进旧城改造和村庄撤并，
以点带面推动城市空间整体更新和
乡村空间整体重塑，不断提升城乡
建设品质。

作为宁波市先行先试的 11 个
片区之一，周巷片区统筹实施以产
业、交通、水环境、旧城及城中村、街
景、村庄、农田和消防安全等八大治
理为核心的全域治理。该片区计划
实 施 项 目 55 个 ，总 投 资 104.64 亿
元，目前已完工 15 个、正在实施 24
个。

与此同时，慈溪还以传统块状
经济、村镇工业集聚区“两项整治”
为抓手，积极推进低质、低产、低效
空间“腾笼换鸟”。针对城乡产业空
间分散无序的问题，该市把所有产
业空间入库上图，排摸梳理出 74 个
10 万平方米以上工业集聚区块，按
照保留提升、更新转型、腾挪流转等

不同要求，绘制分类整治指引“六色
图”，建立空间腾换项目库，滚动推
进工业区块整治提升。目前，已入库
项目 136 个、总投资 60 亿元，预计新
增建筑面积 318 万平方米。

观海卫是慈溪工业强镇，拥有
2700 余家工业企业。该镇把制造业
全域治理作为“一号工程”来抓，通
过拆除重建、生态保护、功能转换等
模式分类整治。观海卫镇村联合打
造的以研发生产家用电器为主导产
业的小微企业园——国能置信智造
谷，其所在片区原是“低散乱”企业
的集聚地。“近年来，我们在对该片
区改造提升的同时，大力引进优质
项目，目前已吸引 60 多家具有发展
潜力的企业入驻。”观海卫镇大岐山
村党委书记王平说。

从村到镇街，从一域到全域，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让共同富裕的基石
更加稳固。数据显示，去年慈溪城乡
收入倍差为 1.561，为宁波最低。

慈溪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协同推进翠屏山中央公园和
余慈地区统筹发展，集中力量培育
一批特色鲜明、各具魅力的示范引
领村庄，形成串点连线成片的美丽
乡村建设新格局。

作为一项服务“国之大者”的试
点示范工程，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成为宁波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乡村振兴的大引擎。截至今年 9 月，
宁波市首批 11 个示范片区共谋划
项目 877 个，整治片区面积 489 平方
公里，累计开工整治项目区范围 79
平方公里，已开展实施项目 362 个，
累计完工项目 167 个。

优化空间，绘就城乡和美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12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 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经

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不断加
剧，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我们更需要携手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促进全球共同发
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习近平指出，读懂中国，关
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今天，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
前途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
联系在一起。我们坚持以高水平
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坚定不移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
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
来新动力、新机遇。中国期待同各
国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展、互利
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希
望与会嘉宾为促进中国与世界交
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
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人民
政 府 联 合 主 办 ， 2 日 在 广 州 开
幕，主题为“百年变局下的中国
新作为——扩大利益汇合点，构
建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2023年“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沈莉萍） 从“村
民说事”到“村嫂说情”“村舅说
理”“村官说法”⋯⋯象山县正深
化实践“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实
践，推动“村民说事”从 1.0 版本
向 2.0 版本迈进，积极探索形成党
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样本。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
广“枫桥经验”60 周年，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
验”20 周年。9 月 20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考察时专程来到枫桥经
验陈列馆，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

基层稳则大局稳，百姓安则社
会安。60 年来，依靠群众就地化
解 矛 盾 的 “ 枫 桥 经 验 ”， 不 断 发
展、历久弥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一面旗帜。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宁波在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不断
丰富其新内涵，打造具有宁波特色
的市域治理新样本。记者近日走访
了首创全国农村基层治理样本——

“村民说事”制度的象山县。
在象山县墙头镇舫前村，乡贤

会会长王金候、村委会矛盾调解员
王友存、村文书孙绪能等五人围坐
在一起协商。某村民家的一间房子
因施工车冲撞，顶棚掉落了一大块

水泥。需要赔偿多少费用？如何维
修？让双方心平气和达成一致、解决
矛盾，是这次“村民说事会”的主题。

在象山县，这项以“说、议、
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
事”制度，已推行多年。

“村民说事”发端于象山县西
周镇。2009 年 4 月，西周镇杰上村
为解决因水库引水工程而造成的赔
偿款分配问题，尝试开展“村民说
事”，让村民有事敞开说，说了及
时商量、马上去办，成功地解决了
难题。尝到甜头的西周镇将“村民
说事”的做法在全镇推广，当年全
镇信访量下降 53%。

2010 年 3 月，象山全县推广西
周经验。历经十余年探索实践、深
化 提 升 ，“ 村 民 说 事 ” 已 形 成 制
度，实现了村务管理、决策、治
理、监督全闭环运行，走出了一条
集民意疏导、科学决策、合力干事
和效果评估于一体的农村基层治理
发展路子。

“百姓明白，干部清白”。象山
县许多基层干部有深刻体会：基层
治理难，依靠“村民说事”把道理
说透了、讲明了，就能获得老百姓
的理解，许多矛盾就地解决，信访
积案得到逐步化解。

如今，“村民说事”制度已实现
象山全县18个乡镇（街道）、490个建
制村全覆盖。 【下转第4版①】

从“村民说事”到“村嫂说情”“村舅说理”“村官说法”

象山构建乡村善治新范式

记 者 戎美容
见习记者 沈天舟 黄春晓

这几天，在余姚市兰江街道采
访，记者感受到数字经济的强劲动
能。

作为中国十大吸尘器出口商之
一，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每年有
超 400 万台吸尘器远销世界各地。
眼下，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数字化
改 造 —— 无 尘 车 间 、 光 伏 发 电 、
SMT 智能制造设备等多元化硬件
软件齐“上阵”，工人埋头拆卸、
组装，技术人员有条不紊地调试新
设备。

在余姚西枢纽东侧地块上，宁
波佳音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70 亩新建厂房建设正酣，投产后
将进一步巩固其在蒸汽挂烫机领域
电磁泵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地
位，为智能家电贡献“宁波力量”。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数字技术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创新，加速形成
新质生产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 10 个月，兰江街道实现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7.6 亿元，同比
增长 20.6%，增速位居宁波各乡镇

（街道） 前列。

引育“雁阵”，做优数
字赋能文章

兰江街道地处姚江蕙江地段，
辖区内拥有舜宇光电、神通科技、
富诚汽车等众多龙头企业，培育了
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智能家
电、光学电子等主导产业。

近几年，该街道主动拥抱数字

化浪潮，做优数字赋能文章。一方
面，政府统筹抓好优质经营主体培
育，实施高新企业“育苗造林”计
划；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加快“机器换人”和车间数
字化改造。

“今年，公司已投入逾 2000 万
元用于厂区的数字化改造。改造完
成后，公司年产值将翻番，逼近
10 亿元大关。”大华电器技术质量
中心总经理助理韩粟裕信心满满地
说。

一组数据印证了数字赋能的强
大威力：今年 1 月至 10 月，大华电
器实现总产值超 5 亿元，在未增加
人员的情况下，人均产值提高 30%
至 40%。同期，公司注塑机从 80
台增加到 180 台，生产线从过去的
5 条增加到 12 条。

企业深耕产业提升，街道当起
了贴心“店小二”。据兰江街道党
工委书记万建龙介绍，为进一步健
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该街道实施
以“头雁”企业领飞、其他细分领
域企业“结伴”的发展策略，推动
骨干企业做大做强、“独角兽”企
业快速成长、中小企业做精做专。

“政府部门将服务好高品质的企业
雁阵，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积极
推进传统企业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激发领雁效应，不断增强企业
新的增长动能。”他说。

对此，韩粟裕感触颇深：“无
论是之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申
报，还是数字化改造的资金申请，
街道的‘一站式’靠前服务，让企
业更乐意实施创新之举。”

【下转第4版②】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幅超两成

搏击数字化浪潮
兰江街道“风头劲”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勇立潮头

记者 黄银凤

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传递内
心深处的情感。

深秋时节，四明大地色彩斑
斓、层林尽染。宁波又迎来一项国
际顶级赛事。今晚，2023 宁波国
际声乐比赛将在宁波大剧院拉开帷
幕。来自 18 个国家的 49 名声乐好
手相约宁波，角逐这项顶级赛事的
桂冠，也为甬城市民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国际声乐界的宁波之约

在宁波的历史长河中，音乐烙
下了深厚的文化印记。河姆渡遗址

出 土 了 7000 年 前 的 骨 哨 、 陶 埙 ，
这些乐器至今还能吹奏出优美的乐
声。宁波还制造了中国第一架立式
钢琴、三角钢琴。

值得一 提 的 是 ， 近 百 年 来 ，
宁波这片土地孕育了一批批享誉
海内外的音乐名家：中国第一代
声 乐 家 、 作 曲 家 —— 近 现 代 最
早 举 办 独 唱 音 乐 会 的 应 尚 能 ；
我 国 第 一 代 大 提 琴 家 的 代 表 人
物 张 贞 黻 ； 曾 与 林 语 堂 、 张 大
千 并 称 “ 海 外 华 人 三 杰”，首位
担任美国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主
任的中国人斯义桂；著名男中音
歌 唱 家、中国声乐史上的一代宗
师葛朝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
拿⋯⋯

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如群星
璀璨，在音乐的天空闪耀着夺目的
光彩。他们以音乐为魂，以宁波为
根，一起奏响了享誉世界的宁波旋
律。

音乐给宁波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文化宝藏，为新时代繁荣港城文化
提供足够的底气。

进入 21 世纪，历史的机遇又
一次垂青宁波这片诗意盎然、生机
勃勃的大地。

2003 年 ， 浙 江 省 委 明 确 以
“ 八 八 战 略 ” 为 总 纲 领 ， 提 出 了
“发挥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
省”的目标。在“八八战略”指引
下，宁波繁荣港城文化找到了一把

“金钥匙”，打开了高质量发展通

道，一路高歌前行。
2004 年，第七届中国艺术节

在浙江举行，宁波作为分会场承办
了一系列活动；2005 年，第三届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在宁波举办。此
后 ， 2008 年 、 2011 年 、 2014 年 、
2018 年宁波连续举办了四届国际
声乐比赛⋯⋯截至 2023 年，宁波
已与国际声乐比赛结缘 18 年。

宁波国际声乐比赛的前身为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作为中国国
际音乐比赛三大赛事之一，创办
于 2000 年、每三年举办一届的中
国国际声乐比赛，成为国内唯一
被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认定的
声乐类国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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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唱响宁波声音
——写在2023宁波国际声乐比赛开幕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