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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波市镇海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积极推进信用修复工作，不断获
得人民群众好评。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受损
将对个人在贷款、子女上学等多个方面
产生限制和阻碍。市民李先生身患残
疾，曾是招宝山街道辖区内一名靠贩卖
水果谋生的流动摊贩，因涉嫌无照经

营，多次受到相关行政处罚，信用扣分
严重，导致孩子入学无法报名。了解到
该特殊情况，镇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
作人员主动帮助李先生填写信用修复
申请表、承诺书等信用修复相关材料，
使得其信用积分得以修复。

这背后得益于镇海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以《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
办法》为根据，为鼓励和引导失信主体

主动纠错，改正违法失信行为，提升自
身信用水平，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而出台
的一系列具体举措。

信用修复制度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
个重要机制，是失信主体解除惩戒措施的
制度保障。镇海区综合执法局在做好处罚
工作的同时，提升执法人员信用修复水
平，为失信主体提供高效信用修复服务。

据悉，企业可以在“信用中国”“信

用宁波”平台在线填写相关信息，递交
申请材料，再由认定部门受理审核，出
具《信用修复确认通知书》。“信用修复

‘线上办’，为企业信用服务提供了新的
渠道，帮助企业缩减办理流程，积极消
除社会不良信用影响，恢复经营活力，
实现企业信用服务‘零次跑’。”镇海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俞家嘉 林意然

让失信个人或企业“再焕新生”镇海“信用修复”服务诠释执法温度

阳春三月，层层叠叠的农田里，油菜花随
风摇摆，与青山绿水组成一幅乡村共富画卷。
在三塘村，媒体大咖们认识了这个智慧互联、
生活富裕的未来乡村。

三塘村坐落于太白山麓天童寺东首，是鄞
州区今年重点打造的“凤鸣东吴”太白共富精
品线路上的“点睛之笔”。

其实，三塘村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村”，曾获得“全国文明村”“省级美丽宜居示范
村”等20余项荣誉称号。作为浙江省第二批
未来乡村，该村建设以数字赋能为动力，着重
打造九大智慧场景。

走进三塘村，乡村会客厅、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儿童驿站、数字健身室等“一老一小”公共
活动空间，让当地村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这个乡村还内嵌“乡村大脑”驾驶舱，打造
数字党建、防灾减灾、数字健康等特色板块，布
局10大类全域感知设备，有效提升村庄数字
治理效能。同时，三塘村还利用区位优势，通
过土地流转，打造养心谷，引进第三方运营单
位，打造集研学、观光、亲子、养老、住宿等于一
体的乡村农旅产业，大大提升乡村风貌。

当天，大家置身三塘村的油菜花田，与春
天浪漫相拥。一层层、一簇簇，绵延的金黄色
包裹着泥土地，阵阵扑鼻的菜花香吸引着蜜蜂
在花间飞舞。“司马会长，来看看你是怎么拍摄
的！”美景当前，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会长司马小
萌现场“开课”，吸引一群媒体同行学习。

“很喜欢江南水乡的感觉，环境好，特别养
人。”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视觉总监徐南在
花海留下倩影，她说虽然此前没有来过宁波，
但对南方城市印象非常好，以后有机会还会来
宁波走走。

一窥烟雨江南的
文化基因
全国30余家媒体
打卡宁波“网红”景点

美景悦心，转身入画，人是画中景，景是画中
人。3月30日，在“滨海宁波 扬帆亚运”2023全国
融媒体宁波行活动中，全国30余家媒体代表打卡
鄞州区东钱湖、东吴镇的“网红”景点，在湖光山色
中一窥宁波的文化基因以及蓬勃跃动的发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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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波全力推进“精特亮”项目创建，东钱湖作
为鄞州区“绿水青山”实践线和幸福水岸风景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在用它独有的风景与人文历史，呈现出一个多
姿多彩的休闲胜地。

东钱湖湖面20平方公里，有45公里的环湖岸线，为
浙江第一大天然淡水湖，是宁波目前唯一一个以复合型
资源、综合性优势见长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200多年
前唐朝时开始开凿，历经各代的修筑，北宋王安石任鄮县
县令时，组织民众疏浚水道，把东钱湖治理得美丽如画。
2015年，这里就已成为首批17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
一，并先后斩获“国际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中国十大魅
力休闲旅游湖泊”“国内最具自驾魅力景区”等诸多荣誉。

一城山色半城湖。当天，30余家媒体代表来到东钱
湖湖心小普陀。恬静清丽、烟雨江南的风情被定格在大
家的相机里。“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没想到现在开发建
设得这么好！”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执行会长朱国顺告诉
记者，他曾来过宁波五六次，每次来都会对这座城市有新
的印象。

有旖旎的风光，也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宁波素有“中
国院士之乡”之称，院士数量达121人。位于东钱湖陶公
山南麓的宁波院士中心，吸引了众人目光。值得一提的
是，它是老楼重生，由原宁波师范学院旧校舍升级改建而
成，将青砖黛瓦的自然村环抱其中。

都说从博物馆可以了解一座城市，但走进东钱湖华
茂艺术教育博物馆，是一场艺术教育之旅。伫立于东钱
湖北岸的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是一个以“艺术教育”为
内核的主题博物馆，馆藏汇聚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先
驱作品百余件，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中国近现代美育发
展脉络，是开放、多元、无围墙的社会美育实践基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健康新闻事业中心主编陈玮一路
行，一路拍。“这是我第二次来宁波。第一次来是为了吃
海鲜，这一次才算深度游。宁波是一座有艺术感、历史感
的城市，我非常喜欢。”陈玮说。

鄞州区是“海丝宋韵起源地”，拥有无
数积淀千年历史、传承千年文脉的人文胜
地，并从宋代起，不断将宋韵文化传播至东
亚，“千年古镇”东吴正是其中优秀代表。

循着王安石走过的足迹，去年开始，东
吴镇推出了“宋韵诗路”精品文旅线路，将
小白河头、万松关、吉祥亭、候茶轩、小白
岭、小白塔、揖让亭、海丝公园、太白湖、天
童老街、天童森林公园和天童寺等人文胜
地串珠成链，并以动画、游戏等方式，让游
客全方位领略东吴文化和宋韵之雅。

去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宋史研究基
地落户东吴，寻找天童的“宋韵丝路”。今
年上半年，潜心打造的《宋韵东吴》也即将
出炉，进一步促进“千年古镇”宋韵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

当天下午，大家漫步于此，徜徉在诗画
江南的绿水青山间，迎头便与那些古风遗
韵“撞”个满怀。在这里，历史文化和现代
文明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在东吴镇太白山麓，藏着天童国家森林
公园，丛林茂密，有古树名木，也有奇石、云
雾、溪瀑……其间还有一座千年古刹——天
童禅寺。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距今已
有1700多年历史。整个建筑群体布局严
谨，重檐叠阁，画栋雕梁，庄严而古朴。

山脚下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
天童老街，它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
忆。自宋代起，天童老街就远近闻名。

“复活”老街，是近年来东吴镇打造美
丽城镇的一大手笔。老街入口处“低散乱”
的厂房，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水镜广场和
充满艺术气息的汉服霓裳馆；街上的老房成
了咖啡馆，由东吴青年企业家众筹改造运
营；1900平方米的家具加工作坊改建成了木
作研习社，成为青少年课外研习的基地。

如何避免“千街一面”？一行人看到了
艺术赋能、还街于民的创新探索。行走在天
童老街，一片喧腾景象跃入眼帘，沿线粉墙
黛瓦高低绵延，木门“吱呀”开合间飘出麻糍
的香甜、牛肉面的浓香、乌米饭的馥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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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烨 薛曹盛 王悦宁
摄影记者 郑凯侠 刘波 杨辉
通讯员 徐庭娴 丁银峰 陈琰琼

媒体大咖在鄞州三塘村油菜花海采风。

媒体大咖打卡东
钱湖湖心“小普陀”。

走进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漫步天童老街。 感受三塘村的变化。

媒体大咖在东吴镇合影留念。

在天童老街体验特色美食。

拍下天童古寺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