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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排头兵，近年来在美丽乡村、未来
乡村建设上取得良好成效。为进
一步推进乡村文明创建，今年以
来，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启动了“三
清三整四提升”乡村环境整治行
动。今年1月至4月，全市各地因
村制宜，共清理垃圾杂物3000多
处，创省级农村生活垃圾高标准示
范村进度已达50%。

6月3日，记者走进鄞州区姜
山镇陆家堰村。该村地处城郊接
合部，村里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还
多，但村庄环境宜人、整洁有序。

沥青路主干道两旁绿树掩映，
沿路仿古长廊、亭台错落分布，村
中心还有一个休闲公园，目光所及
见不到一点垃圾。多个“请勿攀折
花枝，践踏绿地”的文明提示牌树
立在绿化带中。

不仅村庄主干道，就连小弄
堂、无人角落都十分干净。那些拐
弯抹角，原本是藏污纳垢之处，如今
都被设计成小花坛，种上各种花草。

河道里，一部转动的水车哗哗

地搅动清水，与白墙青瓦的水岸民
居构成一幅乡村美景。

“村庄主干道有专业保洁，小弄
堂里的卫生则由村民志愿者负责。”
陆家堰村党支部书记姚宏法说，每
位村民都担起文明创建的责任。

像陆家堰村这样的文明示范
村，在宁波还有很多。今年以来，
全市各区（县、市）围绕乡村文明创
建，因地制宜，开展了一系列环境
卫生提升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围绕《宁波
市高水平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行动方案》，从“三清三整四提升”
入手，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清三整四提升”即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整治乱搭乱建、整治乱贴乱画、整
治乱接乱拉，提升垃圾分类水平、
提升厕所服务水平、提升庭院美化
水平、提升文明生活好习惯。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鲍明浩 文/摄

记者从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获悉，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
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线整治
修复三年行动等一系列重大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的陆续实施，使得
一些遭受破坏的海岸线、海岛生
态系统逐步得到修复，自然生态
系统总体稳定向好。

“良好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是
城乡文明建设的基底，也能唤起
市民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助力
于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宁波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沙滩、慢行步道、亲水平台，
与青山、碧海、红桥、湿地交相辉
映，一幅壮美的滨海景观呈现在
眼前……经过综合治理的梅山
湾，近海水质稳定，海域受损岸
线得到美化，海湾得到修复，生
态环境显著提升，成为市民旅
游、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海域的生态环境修复，也让

海湾的“原住民”重回家园。目
前，在梅山湾近岸海域半封闭的
海湾水体，可探知的鱼、虾、贝、
藻以及鸟类等主流生物增至80
余种。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
生态修复工程，推进山水林田湖
海生命共同体综合保护修复。
生态空间面积稳步提升，森林覆
盖率稳定在48%以上，自然湿地
保护率稳定在53%以上，河湖水
面率达到5.66%以上，生态空间
布局均衡性显著增强；重要生态
廊道修复或建设面积达到10平
方公里，生态廊道连通度明显提
升；生态空间质量显著增强，修
复重要河湖湿地200公顷以上、
废弃矿山35个，修复面积290.45
公顷；自然保护地面积陆域占比
达5.7%，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
国省重点保护物种及特有物种
有效保护率达95%以上，重要濒
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
护。”这位负责人说。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朱宁溪

昨天上午9点半，“放鱼日”活
动启动后，在渔政码头放流了一批
拟穴青蟹。随后，船队驶往开阔的
象山港野龙山海域，实施大规模鱼
苗放流。

记者看到，放流渔船上装载了
大量鱼苗。鱼槽里银鲳、大黄鱼鱼
苗成群结队，欢快地游动着。船只
到达放流地泊稳后，工作人员拎起
塑料桶，将鱼苗一桶一桶倒入甲板
上的输送槽，大量鱼苗顺流入海。

当天在象山港黄避岙的活动
主现场，放流了III-IV期拟穴青蟹

20万只；在野龙山海域放流了体长
5厘米以上的岱衢族大黄鱼450多
万尾，体长3厘米的银鲳2万尾。
象山、奉化同步在象山港开展增殖
放流活动，其他区（县、市）在甬江
流域、姚江、内河等开展了不同形
式的放流活动。

据了解，此次放流苗种全部由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繁育并
提供，全市共放流岱衢族大黄鱼、
银鲳、拟穴青蟹、日本对虾、菲律宾
蛤子、淡水夏花（鲢、鳙、草）等品种
共计5500多万尾（颗）。

昨天是全国“放鱼日”

5500多万尾鱼苗游向大海河流
今年我市将投入1217万元，增殖放流8亿多尾鱼苗

6月6日是全国“放鱼日”。上午11点多，
象山港野龙山海域，大量银鲳、大黄鱼等鱼
苗，肩负改善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丰富渔业
资源的使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跃入大海，
成群结队游向远方。

当天，宁波市2022年“放鱼日”增殖放流
活动在象山港黄避岙渔政码头举行。与此同
时，象山其他海域、奉化等地海域以及甬江流
域、姚江、内河等也开展了增殖放流，共计放
流鱼苗5500多万尾。

此次“放鱼日”活动只是今年
增殖放流的序幕。据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计划，下
一步我市各地将陆续开展多频次
的增殖放流活动，并发动更多社
会团体、企业组织等共同参与。
今年市本级将投入1217万元，预
计放流岱衢族大黄鱼、黄姑鱼、小
黄鱼、曼氏无针乌贼等13个海水
品种以及6个淡水品种和1个珍
稀濒危物种，共计放流数量 8亿
多尾。

据了解，近3年来，我市各级财

政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4500多万
元，在南韭山、象山港、姚江等水
域，放鱼30多亿尾。多年的大规模
增殖放流，使得海洋生物多样性得
到逐步修复。如我市连续11年开
展的岱衢族大黄鱼增殖放流活动，
累计已放流苗种1.6亿多尾。跟踪
调查发现，大黄鱼渔获物中一龄鱼
以上占比由本世纪初的1%上升到
2016年的23.9%，近3年其资源量
已达近20年的最高水平。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鲍明浩

5500多万尾鱼苗游向大海河流 今年将投入1217万元，放鱼8亿多尾

增殖放流现场。记者 崔引 摄

“三清三整四提升”行动推进乡村文明创建

农村处处可见洁美新风
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鄞州姜山镇陆家堰村。 梅山湾。记者 张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