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责编/高凯 胡晓新 审读/刘云祥 美编/曹优静

读宁波 2020年9月2日 星期三

记者昨日获悉，第七届市民文化
艺术节将于今年9月至11月举行，为
期三个月。

本届市民文化艺术节主题为“文
化引领典范城市”。活动内容分为市
级和区县（市）级两个层面，共263项
系列活动组成。

今年更加注重
线上线下相结合

市民文化艺术节自2014年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活动的规模和
影响力不断扩大，市民的参与度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已经成为宁波一个代表性的文化
品牌。

前六届市民文化艺术节累计推
出1200余项活动，参与市民1000余
万人次，社会知晓度达到90%，总体
满意度达到89%，已经成为我市规模
最大、参与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全
民性文化艺术盛会，对提升城市品质
和文化影响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市民文化艺
术节活动策划更加注重线上线下结
合，活动内容、形式、载体更加多元
化，传播方式和渠道更加偏重微信、
抖音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市民的
参与方式除了线下现场参与外，更加
注重线上互动参与。

多场活动
主题明确内容丰富

从内容看，主要体现三方面结
合：一是主题性与艺术性结合。本届
市民文化艺术节围绕“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一主线，按照打造“独
具魅力的文化强市”、当好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模范生的总体目标，策划
推出一系列主题文化艺术活动。“文
艺与时代同行”开幕式暨“百年追梦，
助力小康”原创小戏展演、“小康社
会·幸福家园”摄影主题展、“幸福生
活，电影进万家”主题活动等活动，都
主题明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讲好宁波帮故事、中国故事。

二是高端化与群众性结合。本
届市民文化艺术节策划推出了毕加
索国际艺术大展，何占豪专场音乐
会，斯坦威全球艺术家、中国著名青
年钢琴家沈诗哲独奏音乐会等高水
准活动，体现打造“魅力城市”、“典范
城市”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三是国际性与地域性结合。作
为国际港口名城，宁波致力于提升更
加开放、更加时尚的国际化水平。本
届市民文化艺术节以更加开阔的国
际艺术视野，推出了2020亚洲国际
艺术节、宁波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
奖国际钢琴邀请赛、毕加索国际艺术
大展、丝绸之路数字展等国际性文化
艺术活动，为宁波市民带来了家门口
的艺术盛宴，推动了宁波与世界的文
化交流，凸显宁波的文化影响力。

记者 陈晓旻

8月26日下午，记者走进晴隆县三宝
产业园内的龙发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时，工
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一
件又一件印着“宁海青年志愿者”的衣服正
被加急赶制出来。

该产业园距离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这
一全新的易地扶贫搬迁小镇只有1公里。
挂职晴隆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冯灼华告诉
记者，目前已有8家企业入驻，已解决就业
554人，其中三宝籍搬迁群众74人。既可
以让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又可以让他们在
家门口就业，照顾好家庭，“扶贫车间”的出
现一举两得。

从晴隆县长流乡搬迁至小镇的龙毕
春，已在龙发服饰工作了近3年，之前在广
东打工，“现在就在家门口工作，一个月可
以有3000元左右收入，还可以照顾生病的
老公，上学的孩子，真的很满足了！”

由于“扶贫车间”的出现，像龙毕春这
样改变了生活的群众还有很多。位于兴义
市洒金街道的福丰农投林下种植基地，今
年5月种植了1100亩林下菌，就吸纳了周
围大量的移民群众来此务工。

8月28日上午，73岁大娘金传珍正在
基地的库房整理刚采摘好的红托竹荪，她
告诉记者，自己是从普安县楼下镇搬迁至
洒金街道，在基地工作每天有80元收入，
还包午餐，她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对记
者连声说，“感谢党的政策！现在的生活太
好了！

而为了让这些遍布全州的“扶贫车间”
订单多起来、运营稳起来，宁波的帮扶干部
想尽了办法。两年来，帮扶干部针对龙发
服饰出政策、跑订单、捐设备、送技术，开展

“甬黔携手”订单式定向结对帮扶活动，积
极鼓励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优先订购其
生产的校服、工作服等，即便是疫情也没有
影响到企业接订单。

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产业扶贫点亮黔西南群众脱贫致富梦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连日来，在接连走访了宁波在
黔西南州的多个产业协作项目后，记
者对这一点的感触更加深刻，唯有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输血式”向
“造血式”转变，贫困群众才能稳定
脱贫、持续增收。

黔西南州州政府秘书长、州脱贫
攻坚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何兰云
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宁波通过扶
贫协作引进黔西南州的项目有 142
个，到位资金100.25亿元，带动贫困
人口 9.26 万人，并引进宁波龙头企
业 65 家进驻黔西南州开展产业帮
扶，总投资42.68亿元。

“扶贫车间”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贫困群众在果园内采摘水果。

“飞地扶贫”
阳光普照深度贫困村

兴仁县曾有6个深度贫困村受交通、资源限
制，产业项目难以落地。而项目无法落地，就无
法有效带动群众脱贫就业，这个难题怎么破？

在兴仁帮扶挂职的宁波干部面对困境，大
胆探索出了“飞地扶贫”模式，将帮扶资金投向
发展前景好的地区，收益按约定比例给深度贫
困村分红，同时提供岗位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一时成了精准扶贫的典范。

位于兴仁市屯脚镇九头村的红心猕猴桃园
区，种植面积已达5000余亩，可提供80余个固
定岗位。挂职兴仁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林体
告诉记者，正是在这个果园，通过“公司+村级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宁波于2018年投入
对口帮扶资金250万元，帮助企业扩大了500亩
种植面积，并带动马马崖镇田边村30户138人
贫困人口按照5%固定分红（合作社分红占其中
10%），30户每年可分红11.25万元。

8月27日上午，记者走进果园时，工人们正
忙着采果，农户周富奎一旁的大框里已装得满
满当当。他告诉记者，自家早已脱下了贫困户
的帽子，项目分红加上流转自家的2.7亩土地和
农忙时每天90元的劳务收入，自己年收入达到
了1.3万余元。

同样是“飞地扶贫”，兴仁市潘家庄镇放马
坪蓝莓种植基地使用宁波帮扶项目资金入股
300万元，不仅使得企业种植面积从700亩增加
到现在的1200亩，产业规模越做越大，也使得
马马崖镇大湾村36户贫困户可以每年分红13.5
万元，每户分红3750元。

蓝莓基地负责人令狐云告诉记者，今年的
销售情况非常好，还开发出了蓝莓白酒、红酒等
多种精加工产品，“企业还要继续发展，带动更
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希望用十年的时间将种
植面积扩大到5000亩，到时候只要附近的农民
愿意，企业都可以为其提供工作岗位。”

记者 房伟 文/摄建隆新能源“扶贫车间”里工作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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