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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凉协作一年来，宁波始终
聚焦产业招引，大力增加内生动
力。与此同时，根据凉山州当地
产业特点和发展战略，围绕农业
种养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
文旅产业等重点领域，因地制
宜，努力推广“宁波总部＋凉山
基地”模式，引导宁波企业赴凉
山投资。目前，宁波与凉山已共
建产业园30余个，引导98家企
业到凉山，累计为凉山引进超
300亿元的产业投资项目。

宁波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为
凉山招引大商优商，推动凉山产
业提档升级。浙能集团投资33
亿元的水电开发项目、浙江亿联
集团投资10亿元的五金汽配城
项目等已经落地，大雅文化灵山
寺旅游综合体、浙江红狮集团光
伏产业园这两个百亿元项目正
在签约推进。

谋划产业补链延链，甬凉产
业协作坚持“输血”“造血”并

重。针对凉山苹果产业，鄞州区
携手盐源县重点打造苹果产业
链，通过引进“苹果酒”“苹果渣生
物饲料”“果下养鹅”等项目，形成
全产业链发展，使苹果产业效益
最大化，带动苹果从业人员人均
增收10%以上。针对青花椒产
业，镇海区参与投资建设金阳县
青花椒产业园，帮助当地青花椒
产业做大研发销售环节、增加产
品附加值，在同质化竞争中提高
比较优势。

重视劳动密集企业，为当地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招引恒远
制衣、腆然制衣、长荣索玛服装，
以及甬德农业、志雪电科等劳动
力密集型甬企投身凉山。预计
今年8月份建成的长荣索玛服装
公司，早在2021年就依托宁波总
部在凉山甘洛县开展业务，生产
各类校服、工作服和彝族服饰，
建成后将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近180个。这些企业落户凉山，

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为凉山
脱贫解决大量就业岗位。

一些产业项目从考察到落地
凉山，也创出了“宁波速度”。去
年6月中旬，宁波与凉山州首个
产业合作项目——浙江稻季食
（越西）贸易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
落户越西县，仅用了一周时间；总
投资2600万元的中萃食用菌产
业园项目落户凉山美姑县，也只
用了18天。

产业协作是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根本之策，也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甬凉结对一年以
来，宁波安排协作资金13亿元，
围绕劳务、人才、教育、医疗、消
费、产业、农文旅等多领域实施
协作项目377个。宁波一直以来
把产业协作作为关键突破，实施
产业协作项目116个，安排协作
资金 7.2 亿元，占资金总额的
55.15%，带动 6391 户农户近 4
万人增收。

山海携手 产业协作唱主角
【 甬凉协作一年间 】

2021年6月2日，宁波25名挂职干部前往结对的凉山州，甬凉两地正式开始新一轮
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结好“山海情”，共谱“协作曲”。一年间，甬凉东西部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进展如何？近日，记者在凉山州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实地采访，感受甬凉
两地间的“山海交响”。

占地1200亩的葡萄基地已基本建成

乘坐早上9点半宁波直飞西
昌的飞机，记者一行前往凉山。
12点半落地后又驱车40分钟，
穿过一个个彝族村落，到达喜德
县鲁基乡甬德农业有限公司阳
光玫瑰葡萄产业园。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
排排大棚，走进去可以看到一株
株长势良好的阳光玫瑰葡萄苗。
大棚内，有不少来自周边村子的
村民们在做着除草、搭棚等工作。

61岁的阿牛天哈和自己的
侄子正在使用犁田机翻整土地。

“（项目）肯定好，现在路也修通
了，让我们附近的居民在家门口
干活。农忙时，每天200元的工
资。闲下来的时候，干些杂活，一

个月也能拿到2500元。在这里
做，一年起码有两三万元。”阿牛
天哈停下手中的农活说。

据介绍，喜德县鲁基乡阳光
玫瑰产业园基地从去年6月份开
始打造，总投资1.5亿元。种植
基地占地1200亩，现在已建好
的标准大棚有 1050 亩，今年 8
月-10月，将完成所有基础设施
建设。基地负责人许一帆说：

“明年的6月份，葡萄就可以挂
果，2024年达到丰产期。我们追
求的是精品，每亩1500公斤—
2000公斤的产量可以产生10万
元的收益。”

“务工的都是当地村民，给
他们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现

在正在用的有200多人，葡萄产
量上来后，要增加到300多人。
等进入销售阶段，包装、搬运等
用工人数肯定还要增加，解决当
地900多人的就业没有问题。”许
一帆补充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凉山州的
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是四
川省种植阳光玫瑰品种最多的
地区。“这里从整体来讲适合种
葡萄，这个项目是甬凉协作以
来，农业产业项目里投资最多、
建成面积最大的一个。我们拿
出了东西部协作资金920万元投
入这个葡萄种植基地。”宁波海
曙挂职喜德县委常委、副县长曹
磊告诉记者。

推广“宁波总部＋凉山基地”模式

记者 潘苗 马涛 通讯员 应雨航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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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1200亩的葡萄基地。

告别危旧房
住上安心房
江北四斢新村
20幢老房子焕新颜

“过去每年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得
紧急转移，因为我们住的是危房。现在房
子加固了，我们安心多了！每幢房子外墙
都粉刷过了，还有了健身场所，小区面貌
焕然一新！”在江北庄桥街道四斢新村住
了26年的成琼霞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四斢新村目前已经完成了老
旧小区改造，惠及住户114户。“改造中，
最大的亮点是旧改结合危房解危工程，让
旧改最多改一次，对旧改区域存在的危房
一并落实系统性治理，既宜居又安居。”江
北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旧改危改相结合
四斢新村交付于1996年，共有房屋

20幢，其中有10幢房屋因年久失修，于
2011年被鉴定为危房。

庄桥街道房管所工作人员高赞栋介
绍说：“为尽快解决小区危房问题，自去年
起，我们邀请了市内知名设计单位及专家
制定解危方案，并通过比选与召开现场听
证会的方式，最终确定了‘先进行结构补
强加固解危，后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施
工方案。因为这种方案只涉及住宅外墙，
不影响居民的室内装修。此次的四斢新
村改造方案也成为了江北区首个在老旧
小区改造中实施危改的案例。”

据介绍，去年11月危房解危工作正
式启动，以第16幢房子为样板率先进行
解危，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后，全面铺开，到
12月底前完成了全部10幢居民楼的解
危工作。“完成解危工作后，我们找了第三
方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目前10幢
危房均已解危。”高赞栋说。

杂物堆场改造为小花坛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四斢新村，外墙

焕然一新，原本发霉破损的外立面得到全
面整饰，屋面渗漏得到解决。破损的路面
进行了重新铺装，地面划定了停车位，停
车井然有序。同时，老化的雨污排水管也
得到了全面的维修更换。

在四斢新村南面，有一处约30平方
米的小花坛，居民在靠花坛的周围，摆上
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原先这里是一处杂
物堆场，经过改造后，成为了一个小花坛，
种上了花草，成为了小区一景。”

改造中，拆除的违章搭建成为了绿化
带，同时见缝插针增设了2处健身器材摆
放点。

其中一处健身器材摆放点位于在四
斢新村3幢与4幢的西侧，共摆放了4台
健身器材，邻近的花坛边还贴心地设置了
可供居民休憩的木座椅。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周巍

完成改造的四斢新村。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