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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贾陈骋 邬佳燕）“店里新装了排
水沉淀设施，不知道合不合规。我
昨天才递交了预约申请，今天执法
人员就组团来指导了。”“金盔甲”
汽车养护江北湾头店经理刘超安点
赞道。近日，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联合区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单
位，组成指导工作小组，到“金盔
甲”湾头店，通过实地检查，结合
企业申请的服务指导需求，对该店
在洗车排水中存在的隐患问题提出
建议，指导企业精准整改。

江北区行政执法领域创新推出
“预约式”指导服务机制，以企业
主动预约、执法监管部门上门服务
的方式，帮助企业辨识、消除经营
风险和安全隐患，用“增值化”理
念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
提质增效。

“以前企业是‘谈检色变’，现
在我们把‘末端执法’变为‘前端
服务’，主动上门‘把脉问诊’，帮

助企业及早发现、排除‘疑难杂
症’，促进合规经营，也有助于进
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江北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服务群
扫码下单或打电话预约。区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根据企业需求，协调相
关业务单位开展上门服务，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进行现场指
导，不纳入执法程序。

据悉，江北区“预约式”指导
服务已覆盖洗车、烟花爆竹零售、
食品加工等 3 个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领域，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拓展
到 10 个领域。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拓宽线
上线下预约服务渠道，围绕行业领
域监管场景，建立涉企高频易发违
法行为自查自检清单、重大风险领
域负面清单、新设企业审批许可集
成告知等机制，持续提高企业安全
风险隐患辨识评估和防范化解能
力，加快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变“末端执法”为“前端服务”

江北创新“预约式”指导服务帮企解忧

本报讯（记者沈莉萍） 宁波外
国语学校 （浙江省八一学校） 聘请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
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富担任科学
副校长；镇海区科协与镇海区教育
局联合聘请 30 位科技工作者担任
科学副校长⋯⋯今年年底前，宁波
将实现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全覆盖。
各地各校近期纷纷实施科学副校长
配备行动。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十四
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
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我省将

统筹全省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专
家和学者资源，组织 1000 名科学
家 （含科技工作者） 担任中小学校
科学副校长，将科学家精神从抽象
符号转化为生动故事，增强中小学
生科学探索的好奇心。

记者从宁波市教育局了解到，
我市已出台 《宁波市“院士之乡”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施办法》，在强
化科学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计
划在 2024 年底前实现中小学科学
副校长全覆盖目标，并实质性开展
科学教育工作。

宁波年底前实现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全覆盖

记者 杨绪忠 乐骁立

人物名片：王扬眉，鄞州区人
大代表，致公党浙江万里学院支部
副主委

“民营企业家应追求‘创新驱
动 的 创 业 ’ 或 ‘ 用 创 业 倒 逼 创
新’，注重创新创业的高质量。”谈
到宁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话题，浙
江万里学院商学院教授王扬眉如是
说。

针对过去的 2023 年，王扬眉
认为，面对诸多不确定的外部因
素、全球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宁
波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具有两

个鲜明的特征。
内部聚合。这主要体现在宁波

围绕三个“一号工程”，“打造一流
城市、跻身第一方阵”进行动员部
署，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包括 36
项重大任务和十大专项行动，以系
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理念，全周
期保障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部桥接。这主要体现在宁波
开出全国首趟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
商务包机，打响全国稳外贸的“第
一枪”，外贸进出口总量首次跻身
全国第 5 位；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外资，充分发挥宁波的开放优势，
实际利用外资实现逆势上扬；持续
扩展海外朋友圈，设立中国—中东
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探索形成
中东欧合作的“宁波路径”。

“过去的一年，居安思危、危
中创机成为宁波企业战略调整的常

态。很多企业将数字化视为组织能
力升级的跳板，完成数字化跃迁。
众多‘精一赢家’企业从技术和服
务两端深挖‘护城河’，将聚焦战
略和差异化策略进行有机融合，为
可持续竞争优势保驾护航。”王扬
眉为宁波民营企业的表现连连点
赞。

不久前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2024 年经济工作要“坚
持持续稳与主动进高效协同，坚持
有 效 立 与 有 序 破 有 机 统 一 ”。 对
此，王扬眉说，这是结合宁波经济
的实际情况，对“立和破”“稳和
进”的精准阐释，强调了“稳”的
节奏不变、“进”的主观能动性增
强、对“立”更加讲求成效、对

“破”则要找准时机和把握先后。
“高效协同”和“有机统一”正是
让两对矛盾关系在结构上形成协同

共振的关键所在，八个“聚力”提
供了更为详细的行动指南，为下一
阶段宁波的经济工作找准了发力
点。“转型中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
是信心经济，‘坚持发展有为与群
众有感一体贯通’有助于政府、企
业和民众同舟共济，形成合力。相
信政府有为、企业有心，全市上下
勠 力 共 进 ， 就 没 有 过 不 了 的 难
关 。” 王 扬 眉 认 为 ， 面 对 全 新 的
2024 年，宁波经济定能扛起城市
发展的使命担当，彰显“勇当先行
者、谱写新篇章”的样板风采。

王扬眉寄语广大宁波民营企业
家：勇于设立梦想性目标。“虽然
这样的目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但梦想是困顿和艰难时的一束光，
可以帮助企业家建构个人意义和价
值体系，凝心聚力，引领创业团队
为之奋斗，成就属于自己的伟业。”

王扬眉：要注重创新创业的高质量

见习记者 张芯蕊

《繁花》 落幕，意犹未尽，
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依然热烈。

作为一部充满地域文化色彩
的电视剧，《繁花》 将观众带进
了那个充满活力和时尚气息的上
海。沪甬两地亲缘浓厚、联系
紧密，上海的故事里，宁波人历
来不会缺席。《繁花》 尤其如此。

“爷叔”的角色被称为宁波
“老法师”，由喻恩泰饰演的一个
有 300 名工人的宁波工厂老板就
叫“小宁波”⋯⋯

“金宇澄的里子”，藏
着宁波记忆

尽管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
编，不少观众依旧认为 《繁花》
承袭了原著鲜明的底色。

当主人公阿宝骑着自行车，
穿过人声鼎沸、氤氲四缭的古老
街市，不同于黄河路、南京路上
的“大江大河纸醉金迷”，浓厚的
烟火氛围、地道的风土人情跃然
眼前。

无论是带着浓浓上海腔的人
物形象，还是时代洪流下小人物
的奋斗与情感⋯⋯《繁花》 丰富
的镜头语言，一如原著作者金宇

澄 细 致

入微的笔触。也正因如此，不少
剧评家认为，纵使经过改编，《繁
花》依旧保留着“金宇澄的里子”。

一个上海故事，为何绕不开
宁波？也需从“里子”追溯。

长篇小说 《繁花》 的“出
身 ” 本 是 金 宇 澄 的 “ 随 笔 ”。
2011 年 5 月 11 日，金宇澄在一
个小网站上匿名开帖，“开始部
分全是漫谈，这实在是沪语写作
的练习”。据金宇澄回忆，在写
了 1000 多 字 以 后 ， 他 才 意 识
到，“这是一个长篇”。

“ 读 者 是 市 民 ， 我 也 是 市
民。”《繁花》 记录的无名无姓者
的市井事迹，来源于金宇澄的亲
身经历。然而，鲜少人知道的
是，金宇澄是半个宁波人，母亲
祖籍宁波慈溪。正因如此，《繁
花》 透露出与宁波有千丝万缕关
联的细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 听 我 姆 妈 讲 ， 她 们 小 时
候 ， 上 海 话 讲 ‘ 我 们 ’， 是 讲

‘我伲’，到后来，宁波人带来了
‘阿拉’，上海话里，才有了‘阿
拉上海人’这种讲法。”在多次
采访中，金宇澄曾提到自己对宁
波的最初印象，来自外婆家。

不仅是方言，外婆做的宁波
菜也是金宇澄的宁波记忆之一：

“阿拉外婆烧的咸菜肉，好吃是
好吃得来。”

在上海居民的生活

环境中，邻居常常共享灶间，各家
烹饪自己的家乡菜。宁波菜因其独
特的口感和风味，在上海的各个角
落都备受喜爱。

可以说，金宇澄的经历，也是
不少宁波籍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宁
波在上海的影响力早已深入每栋小
楼与每个弄堂，也深入咿咿呀呀的
上海话。

“有一次我在镇海，看到甬江
的感觉忽然就像看到黄浦江，百年
来一代代宁波人从这里出发，坐一
夜轮船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这条
江和上海的关系极其密切，像脐带
一样，把宁波和上海这两个城市联
系在一起。”正如金宇澄曾经的感
慨，沪甬一衣带水，无法隔绝的牵
连，创造了上海记忆中俯拾皆是的
宁波印记。

宁波，上海人的“外婆家”

神色从容、眼神笃定，由 90
岁高龄的“济公”游本昌出演的

“宁波爷叔”，一经出场，便给无数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宁波爷叔”，并非来自小说原
著，而是由王家卫原创。王家卫是
浙江定海人，可以说是半个宁波
人。所以“宁波爷叔”，应该是导
演深藏记忆中的一个具象。作为久
经商海的老将，“爷叔”是阿宝遇
到的第一位贵人，也是阿宝生意场
上的引路人。甚至从整部剧的情节
推动上看，“爷叔”是串联、推动
剧情发展的重要主线。

宁波商人曾在风起云涌的
上海滩，凭着出色的经商

头脑，风头无两。
资料显示，在

代表上海工商业
者利益的团体

组织中，甬
商 的 地 位

一 目 了

然。比如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
议公所 （此后历经改组为上海商务
总会和上海市总商会），27 年里换
届 18次，共有 7名甬商 14次当选为
总理 （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

再比如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
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银行界的宋汉
章，都是行业翘楚。

宁波商人在上海的“足迹”远
不止于此，相比这些赫赫有名的商
业大亨，那些无名无姓，凭借小本
生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宁波人更是
数不胜数。

相关材料记载，旧时宁波的
“上海轮船”，乃至更早的“宁波小
舢板”的终点就是上海十六铺码
头。宁波人“闯荡大上海”，从十
六铺码头进城开始。一些宁波人会
留在十六铺周围经商，现在十六铺
上了年纪的人当中，还有不少宁波
人。由于宁波移民众多，上海被称
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宁波则被称
为上海人的“外婆家”。

“宁波爷叔”这个角色不仅凸
显了宁波商人在上海历史中的重要
地位，也揭示了他们背后的文化底
蕴和价值观。

《繁花》 剧情中，“宁波爷叔”
的一段经典台词讲道：一个人有三
个钱包⋯⋯第二个是他可以从别人
那里借来的信用。

现实中，无论是“宁波帮”商
人朱葆三以个人信誉担保各钱庄太
平，“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
封信”的诚信事迹，还是一直以来

“宁波帮”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的
处事原则，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

“宁波帮”精神。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剧
中“宁波爷叔”掌舵，带着阿宝等
人，成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
人。敢为人先、敢于尝试新赛道也是

“宁波帮”的传统。近代，在沪甬商
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
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
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

无论是透过原著还是电视剧的
角色，都足以看出宁波与上海之间
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的联系。在历
史的长河中，“宁波帮”及其精神
在上海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这
座城市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正因如此，《繁花》 这段传
奇故事，绕不开宁波人，讲不完

“生意经”。

追《繁花》:绕不开的宁波人，讲不完的“生意经”

执法人员检查洗车店排水沉淀设施。 （余建文 摄）

代表委员谈“经”论“道”

《《繁花繁花》》剧照剧照。。 （（图片来自官方微博账号图片来自官方微博账号））

《繁花》剧照。 （图片来自视频网站截图）

本报讯（记者李睿清） 昨天，
宁波开展欠薪投诉集中接访活动。
市、县两级政府领导及来自人社
局、信访局、公安局、住建局等根
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
的负责人，坐镇各地社会治理中心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维权
群众火速督办追薪。

工资迟发 3 个月如何追回？拖
欠多人薪资该怎么办？在镇海区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针对不
同情况的欠薪案件，工作组成员耐
心倾听，在了解情况后，对症下
药，并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协调解
决。

此次集中接访活动是我市推
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一项
重要举措。为做好 2024 年春节前
根治欠薪工作，我市发挥“三支
队伍”力量，对重点行业进行排
查，并推广应用“安薪码”，发送
维权提醒短信，提升劳动者维权

意识。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会同
多部门对欠薪案易发领域实施交
叉检查，并加大对相关领域违法
行为的整治力度。此外，针对重
点 行 业 及 欠 薪 投 诉 高 发 多 发 企
业、项目，我市还进行了专项重
点督查、抽查。

据悉，自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我市共处理欠薪纠纷
3912 件，为 7882 名劳动者追回薪
资 1.02 亿元，目前已有 45 家企业
被列入欠薪“黑名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冬
季专项行动，做好欠薪处置维权工
作。”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社部门将联合多部门加大对重
点 领 域 、 行 业 的 日 常 检 查 力 度 ，
排查欠薪隐患，并加大对欠薪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畅通欠
薪投诉维权渠道，快速调处化解纠
纷，让更多劳动者安“薪”过好
年。

我市开展欠薪投诉集中接访活动

本报讯 （记者伍慧） 昨天下
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
五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市“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全市
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 83 家，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52 家，
居全国城市第 5 位；国家级重点

“小巨人”企业 66 家，居全国城市
第 3 位、计划单列市第 1 位。

走基层、访代表、找问题、提
对策⋯⋯去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
就我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
情况组织开展系列调研，通过召开
座谈会、走进人大财经议事站、开
展联动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人大代
表、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确保情
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

从产业分布看，我市“小巨
人”企业近 70%集中在五大行业。
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 23.6%，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8% ，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11.4% ，
汽车制造业 10.6%，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 8.6%。

从地区分布看，全市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前三名的
地区，分别是鄞州区 （16 家）、北
仑区 （11 家）、镇海区 （10 家） 和
余 姚 市 （10 家）。 全 市 专 精 特 新

“小巨人”企业数量居前三名的地
区，分别是鄞州区 （54 家）、北仑
区 （42 家）、慈溪市 （42 家）。在
2023 年 第 五 批 国 家 级 专 精 特 新

“小巨人”企业认定中，奉化区新
增“小巨人”企业 10 家，居全市
榜首。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
我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情况报告

一部《繁花》，照见上世纪
90年代初的繁花绽放——

以不响激荡回响，以一个
时代的风华正茂，激起一个洪
波涌起的时代水花。

而我们，也在繁花似锦的
细节流露中，看见一个时代的

“宁波帮”身影。
改革开放，春风骀荡。
鲜明的宁波印象，如何深

深嵌入一个时代的人文基因和
发展脉络，又如何在新时代繁
花绽放？

2024 年，是邓小平同志
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
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40
周年。今起，本报推出“繁花
绽放，闪亮我的城”报道，我
们将沿着“宁波帮”奋斗的足
迹，触摸一座城赓续奋斗的精
神脉动，共同见证她一如“繁
花”般的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