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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
徐福村从来没有忽略过村庄建
设。”村党委书记黄金德说，从大力
推进“旧村改造”到“农房两改”，村
民们告别了道路狭窄、房子结构差
又十分破旧的居住环境，住上了公
寓、小高层、复式楼、别墅。

2017年以来，徐福村开始了
精品村打造，如拆除破旧的老年

活动室，新建三层楼的面积达
2300平方米的新老年活动室。

提升建造于2002年的徐福
公园，也是精品村打造的内容之
一。2018年，村里投资20多万
元，把水泥道改造成花岗岩小路，
让景观灯重新亮起来，在长廊、亭
子上安装了灯带。

此外，改造启航路景观、改变

村民在河埠头洗衣习惯等也得到
了村民的点赞。

如今的徐福村，房前屋后、道
路两旁都进行了绿化美化，溪水
潺潺穿村而过，草木葱茏装扮四
季，漫步在徐福村，可以感受到

“处处是风景、家家是景点”的美
丽乡村新魅力。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杜成勇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
晓众） 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2020年9月宁波市环境空气质量报
告。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心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6%，
同比上升6.6个百分点。6个主要污
染物平均浓度除了二氧化硫同比持
平外，其余均有所下降。其中，
PM2.5下降幅度超过20%。

今年前三季度，中心城区环境
空气质量优天数比例为44.5%，良
天数比例为47.1%，轻度污染天数
比例为8.0%，中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0.4%，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相当
于每10天就有 9天多空气质量是
优或良。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14个辖区
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在86.1%~
95.6%之间，平均为90.7%，同比上
升6.3个百分点。其中，优天数比例
为42.5%，良天数比例为48.3%，轻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8.8%，中度污染
天数比例为0.5%，无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3个
辖区是象山县、大榭开发区和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
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城市按综

合指数排名，我市中心城区在全省
11个地市中排名为第5；按PM2.5平
均浓度排名，在全省11个地市中排
名为第3，前两名为舟山和丽水。

今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的收官之年，专家认为，我市持续
加强工业废气治理，开展柴油货车等
移动源遥感监测监管，强化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和监测，推进乡镇PM2.5
监测点位建设等多措并举推进大气
污染治理，是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的最重要原因。
同时，在全国推进产业转型、清

洁能源比重不断增加，控制环境污染
的大背景下，区域总体空气质量持续
好转。

“当然，今年有利的气象条件也
是臭氧污染浓度和污染天数双减的
重要因素。”专家坦言，进入7月以
来，我市高温三伏天长达45天，三伏
天结束后入秋又较往年提早两周左
右,“这使得第三季度臭氧污染天同
比减少9天，优良率提高了3.3个百
分点。”

本报讯（记者 房伟 文/摄）“设
立宁波市荣誉市民荣誉馆，可以更好
地颂扬宁波市荣誉市民的精神和展
示宁波城市的魅力。”10月20日上
午，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告诉记
者，筹办近3年的宁波市荣誉市民荣
誉馆日前已完工，将于第三届世界

“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期间开馆
对外开放。大会将于本月27日开幕。

宁波于1993年4月制定《宁波
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对在宁
波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
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的人士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
并给予相应礼遇。现已有196位港
澳台同胞、华侨和外国友人等宁波
帮、帮宁波人士获此殊荣。

荣誉馆正是以这196位宁波市
荣誉市民为展示对象，以讲述荣誉市
民对宁波城市发展历程中所作出的
突出贡献为展示亮点，籍以弘扬海内
外宁波帮、帮宁波人士的精神情怀。

展馆分为事件篇——合力兴宁
波和人物篇——襄助遍寰宇两部
分。四海交洽、开拓进取、慕义为善
等章节展示了宁波市荣誉市民在经
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多个领
域为宁波城市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讲述“一群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颂
扬了各界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在宁
波这片土地上谱写逐梦人生，绘就时
代画卷的赤诚精神。

“展馆将于近期向市民开放试
运行，期待市民前来参观并提出宝
贵意见。”王辉表示，下一步将根据
各方建议继续完善展馆，为正式开
放做好准备。

每10天就有9天空气质量优或良
今年前三季度中心城区6个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5个下降、1个持平

慈溪市龙山镇徐福村：

处处是风景 家家是景点

10月19日，70多岁的慈溪
市龙山镇徐福村村民余国忠吃
过午饭后，来到村老年活动室，
看看电视、打打牌、健健身，上
一堂老年大学的课程，余国忠
喜欢极了这样的日子。和他一
样，许许多多生活在徐福村的
村民都过得很惬意。

徐福村与达蓬山旅游景区相
毗邻，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
富，但这并不是徐福村发展得好
的唯一理由，村党委副书记李安
繁说：“徐福村的发展是村党委一
班人始终坚持巩固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结果。”

“一个村的经济实力强不强，
不仅要看可用资金多少，更要看
有没有自我造血功能、每年有没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李安繁说，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近20年来，

徐福村提出了“动产拍卖、不动产
租赁”的发展思路，“将机器、设备
等动产拍卖，厂房等不动产租赁
给企业主。单就厂房来说，2000
年就实现了村集体收入100多万
元。”

之后，徐福村又陆续建造了
一个占地108亩、拥有标准厂房3
万平方米的个私工业园区。“由村
集体投资建厂房，租赁给小微企
业主，企业主每年上交租金给村
里。光这一块，每年稳定收入就

有近500万元。”李安繁说。
这样做的好处并不只是增加

村集体收入。在这之前，徐福村
的一些小微企业零星散布在村边
地头、农家小院，既不利于统一管
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保问
题和消防隐患。

徐福村通过建设标准版设
计、规模化集聚的个私工业园区，
解决了长期困扰村庄发展的一系
列问题。如今，徐福村二期工业
园区也已投入使用。

“农村唯一也是最多的资源
就是土地，在投资建厂房后，我们
就考虑建一些商业用房，租赁给
外来经营者。”李安繁介绍。

地面停车场、游泳馆、员工宿
舍、好月子母婴养生馆、心沐蓝莲
民宿等，都采用了这一思路，每年
为村里带来300万元左右的租金
收入。

10月15日，记者走进心沐蓝
莲民宿。店长王白丽介绍，民宿
于 2016 年 10 月开业，已运营 4
年，有30个房间，土地产权归徐
福村，每年需要交给村里40万元
左右的租赁费，其余收入全归经
营者。

这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西
面比邻窖湖，坐在民宿的餐厅内，

可以一边享用餐点，一边欣赏窖
湖，沿湖还摆放了两排桌椅，每到
双休日或节假日，民宿的房间便
成了走俏货。今年国庆期间，8天
的客房全部售罄。

据统计，2019年，徐福村社会
总产值24.99亿元，村集体可用资
金1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42000元。

建商业用房租给外来经营者

新建厂房租赁给小微企业主

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精品村

荣誉市民荣誉馆
将于近期开馆

新建的老年活动室。记者 崔引 摄

宁波市荣誉市民荣誉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