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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邬丹盛 冯智
颖）2月20日，大堰镇组织召开新春首
场村干部政治理论集中学习活动，聚
焦提升各村村两委党员干部的政治理
论功底，为新一年乡村工作高质量开
展筑牢思想根基。

活动伊始，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庄
严地举起了右拳，重温入党誓词。一
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整个会场，
进一步唤起了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坚
定了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
决心。

随后，村干部集中观看视频，全
面深入地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主要内容和重要决策部署，对国家的
发展战略、民生政策等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

观看结束后，交流探讨热潮涌起，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将其转化为
推动村里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积极
探索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要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解
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此次“新春第一会”，是大堰镇强
队伍、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各村村两委
党员干部经历思想淬炼，政治理论素
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大堰镇
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建立健全村干
部政治理论学习长效机制，不断提升
村干部综合素质，为乡村的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

新春首场村干部
政治理论集中学习活动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邬丹盛 金艺）
2月 20日，大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联合大堰镇成校，组织开展新年第一
场文化礼堂管理员培训课程——“古
法传承 健康相伴”古法中草药香包与
艾草锤制作。本次培训旨在增强农村
文化礼堂管理员组织、管理能力，提升
业务水平，更好地服务村民，为组织好
农村文化礼堂特色活动打下坚实基
础。

活动在后畈村的农家书屋云上书
吧举行，大堰镇成校邀请了专业老师
开展培训。课堂上，老师向大家介绍
了中草药香包与艾草锤的历史背景、
制作原理及健康功效，以及这些传统
手工艺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价值。针
对使用人群，本次制作的香包采用寿
桃形状，由各村文化礼堂管理员裁剪
并缝制，将艾叶、薄荷等多种天然中草
药材料按比例混合，填充到“寿桃”内
部。再经过细致地封口与装饰制作而
成，兼顾美观和实用。

此外，大堰镇针对村里的未就业

人群和文化礼堂管理员，开设了捏花
草、缸瓦艺术、木根雕、艾草锤、古法豆
腐、古法酿酒等一系列古法非遗系列
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展，不仅提升了
各村文化礼堂管理员的动手和组织能
力，拉近了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距离，也
为广大村民搭建了非遗手工技艺学习
平台，助力未就业人群提高手工技能、
增强信心的同时，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提供人生出彩机会，共享美好生活。

近年来，大堰镇积极打造“1+8”
生态旅游体验综合体，以箭岭环境学
习中心为中心，辐射大堰五洞桥景区
及周边，打造 8个生态研学主题体验
单元，创建生态旅游体验综合体，艾草
香包制作就是生态研学主题体验单元
之一。打造“1+8”生态旅游体验综合
体是实现保护传承与创造性开发的重
要举措，也是大堰镇文旅融合正在探
索的方向。2025年，大堰镇将继续探
索更多形式的文化健康活动，让古老
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让
健康与幸福常伴每一名村民身边。

匠心织古法香包 巧手制艾草福锤

文化礼堂管理员培训课程举行

通讯员 邬丹盛 金艺

近年来，大堰镇坚持创新志愿服
务机制，加快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强化
志愿服务品牌培育，不断推进“连山
堰情”志愿服务项目化、品牌化、专业
化、常态化。

持续优化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挖
掘各村文化特色、村民需求等，有针对
性地邀请能人走进大堰，将其培育成

“热心人”，并组建志愿者团队服务乡
里。通过一个人带动一个队伍，组建了
5支“一村一品”属地志愿服务团队，23
支属地志愿服务队，南溪村单良成带领
志愿服务队培育酵素农产品带动乡村
共富，后畈村董为飞带领志愿服务队凭
借缸瓦艺术点亮乡村使古村迸发新活
力，箭岭村刘安芬带领环保志愿服务队
开展绿色环保集市助力垃圾分类，截至
目前，已开展环保集市、志愿积分兑换
活动69期。

深入推进志愿服务机制创新。深
化“一村一品”建设，突出特色属性，形
成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志愿服务褒奖
激励机制，为志愿者提供丰富多样的
奖励措施。首创志愿银行积分兑换机
制，根据志愿者提供的服务类别和服
务时间产生的积分为主要依据，实行

积分兑换制激励措施。此外，大堰镇
积极开辟“商会+志愿者”“侨联+志愿
者”活动平台，开展“绿色环保+志愿
服务+民生点单”特色活动，2024年，

“乡村CEO”王韩含带动侨力量，组建
云边青年志愿服务队，开展绿色环保、
直播助农等志愿服务活动。成功举办

“云上大堰”村晚暨“我们的家园”最美
事迹展播活动，并表彰了康巧叶、安美
英等优秀志愿者代表。

全力彰显志愿服务显著成效。以
激发乡村内生志愿服务力量为主线，通
过打造环保志愿服务、扩面环保志愿活
动、重塑零碳环保事业，为推进乡村生态
环保事业发展注入志愿力量新动能。常
态化开展环保集市与志愿者环境清扫活
动，并通过现场督促、查后计分的方式对
镇域环境卫生进行监督检查，不断擦亮
擦新美丽乡村底色。2024年，大堰镇

“连山堰情”志愿服务队共开展志愿者培
训11次，组织环保集市20余次、志愿银
行积分兑换活动12场、志愿者“绿色环
保+志愿服务+民生点单”特色活动 10
场。由区委社工部、区侨联、大堰镇联
合推送的“云边青年”海外传播中国乡
村振兴故事项目在全省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中荣获金奖，向全球展示中国乡村
的自然风光、经济发展和文化特色。

大堰镇持续做优做深做好
“连山堰情”志愿服务

再攀生态文明新高峰 再启强村富民新征程

大堰奏响“整镇重整”2.0新乐章
通讯员 邬丹盛 赵轩浩

大堰镇箭岭村低碳生态教育示范村建设项目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
计划资金支持；箭岭环境学习中心获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授牌——“两山实践”生态环境教育研
学基地；获评全省首批低（零）碳试点乡镇；落地全市唯一的省级环境健康友好创新试点和2024年
首批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云边青年”项目获浙江省志愿服务大赛金奖。2024年，大堰镇紧密
围绕“整镇重整”这一山区振兴主线，深入实施“5620”行动，一体抓好“党建引领”“生态兴镇”“共
同富裕”“民生服务”四篇文章，加快绘就山区富美特色镇的宏伟蓝图。

“小乡镇”也要有“大作为”“大担当”。2025年，大堰镇将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紧围绕“三化”转型，锚定“三大跨越”方向和“1246”计划，进一步串联“整镇
重整”工作主线，以新一轮“5620”行动为抓手，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精神状态，加速推进山区“整镇重整”2.0
版，打好山区跨越式发展收官战。

紧盯“民生工程”“服务保障”“平安稳定”
三大主要任务，深化社会保障效能，力促镇域
和谐稳定。

重大工程压茬推进。全面完成连山快速
路（二期）工程坟墓迁移工作，完成 120余户
房屋征迁和 120余亩土地征收工作；稳妥做
好柏坑水库移民安置房屋产权办理等后续工
作；圆满保障宁波市城南实验学校维修改造
工程，顺利投入使用。推进民生实事工程，其
中镇域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污水管网改造及

终端提升工程和大堰联片水站沉淀池改造工
程已完工，大堰镇资源无害化处理中转站、溪
南线亮化工程持续推进。

公共服务持续加力。规范居家养老服
务，完成“颐养小院”等养老站点改建，新建南
溪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为老助餐量位列全区
第一。完善山区医疗急救网络，设立大堰镇
120急救点，提供转送流动医疗服务59次、服
务山区群众 189人次；常态化开展“一站式”
转送流动医疗服务，救助帮扶各类人员1056

人次。
平安防线全面压实。完成应急消防站改

建搬迁投用和省级标准化建设验收，实施农
村老旧房屋电线改造，实现防汛抗台避灾场
所全覆盖。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成功办理全区首例一级水源保护区污染
案件。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排
查，上报、流转并办结网格事件、“1234”基层
矛调问题，办结率 100%，有力保障重大会议
和活动。

围绕以进促稳 全面落实民生服务“三大任务”

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厚植低碳本色，加快
实现镇域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完成了从“生态
立镇”向“生态兴镇”蜕变。

积极打造生态改革关键焦点。与生态环
境部宣教中心达成合作，完成绿色低碳数字
化场景搭建，成功举办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学
生水科技发明比赛决赛、宁波市生物多样性
体验月启动仪式及大堰镇杭州推介会，箭岭
村列入农业农村部首批低碳乡村培育试点。

积极抢抓生态文旅流量热点。紧抓电影
《云边有个小卖部》热点，推进“云边镇”IP火
热出圈。上线一站式数字化平台“智慧旅游”
系统，完成三星级全域旅游游客集散中心创
建，谢界山村获评宁波市乡村旅游共同富裕
示范村。打造乡村美术馆等文旅新地标 5
处，新招引落成民宿2家、咖啡馆1家，旅游综
合收入同比增长9.1%，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
长13.8%，“云边镇”相关视频点击量破亿。

积极开发生态农业特色亮点。依托传统
优势产业基础，持续扩大大堰白茶、高山中药
材、酵素农业产业优势。大堰白茶种植面积
稳步增长，总产值近亿元，获评“中绿杯”四星
级产品称号。中药材产业方兴未艾，“浙东药
谷”和“宁波首个中药材种植示范区”产业定
位进一步明晰，中药材种植种类和面积均有
新的突破。着力提升瓜果蔬菜等酵素农产品
的生态附加值，较普通农产品价格翻一番。

围绕改革创新 纵深夯实生态兴镇“三个支点”

持续深入推进村域整治，集中村集体力
量增强共富势能。

顺利完成村域整治阶段目标。稳妥抓好
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有序开展拆房、验收等
一系列扫尾工作，全年共完成测绘、评估自然
村 8个，农户 350户；签约自然村 6个，农户
320户，完成230亩建设用地复垦。

有效落实重点项目要素保障。紧盯生
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需求，打造“云
边”人居新场景，乡村美术馆、人才公寓等10
余个项目建成投用；云耕大堰灵芝馆顺利竣
工；首批四明山产业项目顺利开工；云朵里酒
店按期结顶；启动常照村温泉资源评价项目，
为下步矿产资源交易开发打下基础。

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及时回笼
“飞地”企业及与城开集团合作项目投资性收
益款项，优化莼菇智慧方舱合作模式，及时跟
进光伏搬迁项目后续收益，2024年各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全面达标；来料加工人员和订单
总体稳定，总收益达1000万元。

围绕强村富民 奋力驱动共同富裕“三驾马车”

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
建抓振兴，坚定不移汇集联建合力。

坚持以学铸魂强党性。开展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10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主题宣讲60余次。推进全镇基层党组织、党
员党纪学习教育，实现党纪学习教育全覆盖，
箭岭村、后畈村创成浙江省红色根脉强基示

范村。
坚持激活“雁阵”夯基础。动员村干部和

后备力量参加大专学历提升班，每村储备后
备人选2至3名；“头雁”认领对标争先项目百
余个，“雏雁”认领村级项目完成率达 100%；

“云雁红帜”党员素养提升班事迹在人民网发
布。

坚持联建同心促振兴。深化党建联建体

制机制，新增联建单位和联建党支部 10余
个；成立“大堰白茶”共富工坊，云耕大堰白茶
专业合作社获评区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建
成“酵素农业”联建阵地，带动酵素农业经营
性增收 40余万元、农民再就业 80余人；成立

“农好”临时党支部，持续开展帮扶慰问活动，
积极落实帮扶资金；党建联建相关做法在《浙
江共产党员》杂志刊登。

围绕强基筑魂 高位凝聚党建引领“一个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