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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鼎之中，“神农鼎”是
乡村振兴领域的最高荣誉。近
日，奉化区连续 4年蝉联全省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优秀等次，
并首次问鼎“神农鼎·铜鼎”。

这份“双喜临门”的成绩单背
后，是奉化以“千万工程”为牵引，
将“盆景”变“风景”的系统变革。
这不仅是时间的沉淀，更是方法
的突破：从党建联建的“红色引
擎”到乡村 CEO的“人才裂变”，
从闲置资源的“全域唤醒”到经营
理念的“深层重构”，从和美乡村
的“沃土生金”到公共服务的“末
梢疏通”，从基层治理的“经纬相
成 ”到 家 园 建 设 的“ 幸 福 加
码”……一套组合拳为新时代乡
村振兴提供了“奉化解法”。

■党建领航：红色动能
激发乡村新活力

在尚田街道，“尚山尚水”的
生态底蕴与“福田福地”的发展愿
景，正碰撞出新的火花。去年 5
月，一场别开生面的“共富围炉
会”在这里掀起变革浪潮——区、
街道、村三级首次联动“张榜”，17
个乡村振兴项目集中亮相，浙江
云兴文旅集团等一批专业运营团
队现场签约，拉开了奉化“组织搭
台、产业唱戏、群众受益”的乡村
振兴新序幕。

走进如今的鸣雁村，蓬勃的
发展热浪扑面而来：“村巢CEO”
全域运营站、“囍潮引力场”全景
式婚创基地、“栖鸣小筑”民宿集
群、可旋转太空舱露营基地、集

“颜值担当”和“增收银行”于一身
的 50亩芍药种植基地等项目正

抓紧实施。“预计今年能带动村民就
业30人，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集体
经济增收 25万元。”村党支部书记
田海平十分期待党建联建给村庄带
来“乘数效应”。

在奉化乡村振兴的叙事中，党
建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象的生
产力。

面对“捧着金饭碗找饭吃”的困
境，我区以党建为针，以经营为线，
巧手绘就乡村振兴蓝图——建立

“比较优势、关键短板、项目谋划、意
向帮扶”四维清单机制，对全区资源
进行“CT式”扫描，精准锁定18万平
方米农房、1.8万余亩山林地、1.5万
余亩农田等“沉睡资产”，通过“党组
织+经济合作社+农户”三级联动，将
碎片化资源整合为可运营资产包，
上演了一场“资源唤醒”的革命。截
至目前，各镇（街道）已举办“以桃为
媒、引凤来溪”等共富围炉会13场，
实施林下仿野生灵芝栽培、稻虾共
养基地等合作项目45个。

如果说“共富围炉会”激活了基
层细胞，那么“乡村CEO”无疑引爆
了人才红利。

身为宁波紫金釉陶器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的邬彬旭，在竞争上岗西
坞街道庙后周村的乡村CEO后，把

村里原来的破旧废弃仓库改造成古
色古香的非遗研学基地，联动古砖
瓦烧制、紫金釉陶器、汤圆制作3张
非遗“金名片”，有机串联市集、美
食、游玩等业态，打造“非遗主题村
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村民
年增收200万元。

来自福建的陈琳琳，7年前对
溪口镇栖霞坑村“一见钟情”，果断
卖掉老家房、车，拉着发小和朋友一
起到村里创业。正式挂帅成为“运
营官”后，她将视角从运营好自家

“一亩三分地”拓宽至整村发展，相
继落地民宿、餐厅、美学工作室等新
业态，引爆古村客流量，旺季时最多
一天接待3000余人。有人气，何愁
没钱赚？村里一间农家菜店铺，年
营业额从3万元激增至近30万元。

以“人才出彩”成就“乡村精
彩”。一年多来，全区 13个签约运
营的试点村成效显著：先后吸引 65
名专家进驻，累计落地项目 37个，
吸引资金8300余万元，带动村集体
平均年增收60万元，解决闲置劳动
力就业 1600余人次。奉化全链条

“农创”服务新模式，更是入选“中国
改革2024年度案例”。

当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奉化正在证明：最硬的党建，就是带
着群众实实在在地挣钱。

■产业蝶变：全链升级
撬动共富新支点

初夏时节，萧王庙街道云溪村

的桃园里，青翠的枝叶间缀满硬币
大小的果实，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
光泽。再过月余，这里将迎来一年
中最甜蜜的丰收季。“桃三代”骆雷
鑫正穿梭在桃林间检查果品。12
年前，他毅然放弃都市繁华生活，回
到家乡投身“甜蜜事业”，借“互联
网+”东风，开启“云端”新赛道，让
每一颗水蜜桃都成为传递奉化特色
的“美味使者”。去年，他不仅让自
家水蜜桃实现了年销售额250万元
的佳绩，更带动周边50户桃农增收
150万元，“以前卖桃靠天吃饭，现
在‘奉化桃’成了‘奉化 IP’，这张

‘金名片’愈发闪耀”。
作为“中国水蜜桃之乡”，奉化

将这颗“致富果”培育成十亿元级
“土特产”全产业链：农业主推技术
到位率达 99%，衍生出桃胶、饮品、
糕点、桃花酒等 10余种深加工产
品，2024年综合产值突破 12亿元。
而随着农产品加工科创园、水蜜桃
文化博览园等项目建成投用，这条

“甜蜜”产业链正加速向“微笑曲线”
两端延伸。

当然，乡村振兴不能只靠“明星
产业”单兵突进。面对资源禀赋不
均的发展瓶颈，我区创新探索“飞地
经济”模式——莼湖、尚田、萧王庙、
江口、方桥、裘村、松岙 7个镇街的
69个相对薄弱村，通过镇街级强村
公司平台，抱团投资舍辋净斗山小
微产业园矿地综合利用项目。这套

“国企提供项目担保+强村公司统
筹资源+村集体按股分红”的方式，
2024年为参与村平均增收11万元，
让“弱村”也能分享产业红利。

在“二轮攀高”政策的推动
下，这样的片区组团发展已成燎原
之势——截至2024年年底，累计带
动 10个镇街 116个行政村联动发
展，推动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行
政村占比达 88.3%。今年的目标
是：实现“二轮攀高”政策全覆盖，经
营性收入 50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
95%以上。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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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东北到
东风 2~3 级，夜里转东南风 3~4 级，16℃~
27℃。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4级。

区气象台5月6日16时发布

预报日期

5月7日

预报站点

桐照
湖头渡

第1高潮
潮时
05:48
05:46

潮高
1.6
1.41

第2高潮
潮时
18:26
18:22

潮高
1.36
1.13

第1低潮
潮时
13:12
12:57

潮高
-0.53
-0.77

第2低潮
潮时
转潮
转潮

潮高
转潮
转潮

潮汐预报 注：潮高基准面为85国家高程，潮高单位为米。

预报日期

5月7日

预报区域

奉化沿海海域

浪高

0-0.2米的无到小浪

浪向

偏东

表层水温

19.0-20.5℃

海浪和水温预报奉化区海洋预报

发布单位：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 宁波市海洋预报台

发布时间：2025年5月6日16时
联系方式：0574-27898691

责编：郑媛媛
版式：江佩泓
校对：俞佳梨

电话：88585607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邢昊
臻 实习生 汪书乐 通讯员 刘
畅）5月 4日，宁波市奉化区兴达海
产食品有限公司的一批货值约 10
万元的袋装油焖笋装船完毕，发往
加拿大，这是奉化油焖笋首次出口
海外。

奉化油焖笋制作技艺是宁波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让一袋油焖
笋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绝非简单的
装箱出口，其背后是工艺标准、口
味、文化的多重考验。“为了迎合这
次出口的需求，我们在制作工艺上
做了调整，在包装上进行了改版和
升级。”兴达海产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裘丽娜介绍道。

去年下半年，一家外贸公司向
裘丽娜抛来了合作的“橄榄枝”。原
来，该公司经过前期市场调研，发现
奉化油焖笋凭借其独特风味和突出

口感获得了加拿大当地消费者的高
度认可。裘丽娜坦言，作为一家以
奉化特色农产品为主打的食品企
业，这次出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这不仅是对奉化油焖笋口味和品质
的认可，还让这项非遗美食有机会
迈入国际市场，让更多外国友人借
此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

为保障此次奉化油焖笋顺利“出
海”，提振出口信心，奉化海关积极落
实“亲清直通车·企需关应”助企发展
机制。针对春笋这类时令性较强的
农食产品，奉化海关实施“产季监管”
模式，加强原料源头管控，指导企业
完善生产关键控制点，帮助企业落
实食品防护计划，提供技术指导，传
达技贸风险信息，同时提供“提前申
报”“云签发”等便企措施，根据企业
需求，提供“即到即检”服务，助力油
焖笋等笋类产品通关提速。

袋装油焖笋远销加拿大
奉化海关助力特色农食产品出口“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林
威 通讯员 陆喆俊）5月 1日 12
时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
期。为深入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区
海洋与渔业执法队迅速行动，通过

“早部署、严排查、强监管”工作机
制，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4月下旬起，区海洋与渔业执
法队加强海上渔船动态监管。针对
象山港海域特点，要求 186艘小型
渔船于4月30日15时前全部返港，
有效避免与大型渔船碰撞风险。同
时，联合宁波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
调度中国渔政 33201船等 3艘执法
船，在南韭山等重点海域开展护航
行动，累计巡航200余海里，成功防
范多起碰撞险情。

“五一”假期前，执法队对全区

渔港、渔船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排查
“渔船锚泊”“维修作业”“临水作业”
“人员接驳”“硫化氢中毒”等5类风
险隐患。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对渔民开展安全宣传教育，累计
培训320余人次。

“五一”假期期间，执法队严格
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制度，增派值
班力量，严防渔船违规出海。同时，
与莼湖街道等单位密切配合，严把
接驳安全关，严格执行“超载不接、
无救生衣不接”规定。向各镇（街
道）下发专项提示单，要求加强码头
巡查，重点管控小型渔船和纳规船
舶。共出动执法人员57人次，检查
船舶 3艘次，查获“三无”船舶 1艘，
有效维护了渔区秩序。

多管齐下守护伏休期渔业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
讯员 竺舒）为积极响应国家和
省市区稳外贸战略部署，切实帮
助外贸企业应对各项挑战，今年
以来，奉化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地
方金融主力军作用，创新推出“稳
外贸九条”硬核举措，以精准金融
服务助力外贸经济行稳致远。

建立小微外贸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成立上下联动、多跨协同的
工作专班，加强与国家外汇管理
局宁波市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奉化监管支局、区商务局

等部门的沟通对接，加大政策支持，
优化资源配置，全力做好小微外贸
企业金融服务保障。

开展外贸企业大走访，通过“客
户经理+产品经理”网格服务模式，
对辖区内400余家外贸企业走访问
需，深入了解企业在订单履约、汇率
波动等方面情况，提供“一企一策”
精准服务。

在资金支持上，奉化农商银行
设立超 5亿元外贸专项信贷资金，
以充足的额度、优惠的利率、高效的
服务，与外贸企业共克时艰。创新

推出“区块链秒贷”“关贸E贷”等专
属产品，今年已累计为外贸企业发
放贷款 3.19亿元。全面落实“无还
本续贷”政策，累计办理续贷金额
1.47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转贷压力，
全力保障企业资金链稳定。同时，
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业务流程，
实现从受理到办结不超过3个工作
日，大幅提升办贷效率。

为优化服务质效，护航企业发
展，奉化农商银行以“丰收E汇通”
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为载体，搭建多
元服务渠道，实现跨境结算、外汇存

款、贸易融资、政策咨询等服务“一
站式”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
1498.26 万元，同比增长 75.61%。
通过实施汇率最优报价、减免跨境
费用、差异化利率定价等减费让利
措施，已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
180.68万元。加强“汇率风险中性”
理念宣导，为企业定制套期保值产
品，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下一步，奉化农商银行将继续
推动“稳外贸九条”政策落地，以金
融力量助力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中
稳健发展。

奉化农商银行亮出“九条硬招”
赋能外贸企业破浪前行

“四连优”“神农鼎”双喜临门

解码奉化乡村振兴的“优”“鼎”之道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特色区的征程中，奉化正用“千万

工程”的金钥匙，打开缩小“三大差距”的密码锁，书写着城乡共融的
新叙事。

即日起，本报推出“共富路上‘奉’楫争先”专栏，将聚焦产业升
级的强劲动能、文化滋养的精神家园、民生优享的幸福底色等维度，
全景呈现这片热土的探索与突破。这里记录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
更是发展的温度：当都市繁华与田园诗意共生共荣，当历史底蕴与
创新活力相互激荡，一幅具有奉化辨识度的共富画卷正徐徐展开。
让我们共同探寻，奉化如何以独特的解题方式，为共同富裕的时代
答卷提供生动的地方注脚。

开
栏
的
话

本报讯（记者 邬怡灵 王
林威）昨天，奉化城市文化中心迎
来一位“新员工”——由浙江捷达
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引进的全区首
个户外扫地机器人UDEER AI130
正式投入使用。这一新型智能设
备的上岗，标志着奉化城市公共
空间清洁工作开始向智能化、高
效化迈进。

当天下午，一台通体黑色的
机器人沿着城市文化中心广场缓
缓前行。它的底部边刷高速旋

转，将散落的落叶和纸屑迅速卷入
腹内的垃圾箱。一路清扫过后，地
面干净如新。机器人默默穿行在广
场，自动避让行人和障碍物，与现场
环境自然融合。

据悉，UDEER AI130扫地机器
人具备强大的清扫能力，每小时可
覆盖6500平方米区域，日常作业覆
盖面积可达 2至 3万平方米。记者
现场观察发现，该机器人在10分钟
内完成了百米主干道的落叶清扫。
每天上午、下午各作业一次，即可完

成相当于3名保洁员的工作量。“以
前扫落叶又累又慢，现在轻松多
了。”城市文化中心的保洁员说，“我
们可以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更细
致的清洁任务上。”

“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环境感
知、路径规划、垃圾识别等多种能
力。”捷达物业城市文化中心项目负
责人徐莉君介绍道，机器人依托大
模型算法，能够实时判断垃圾密度、
自动调整清扫策略，实现全天候、全
路况、无人值守作业。行人靠近时，

可及时暂停清扫；车辆驶过时，能够
灵活避让，保障作业安全。设备还
支持24小时语音唤醒功能，可通过
全语义识别实现“随叫随扫”，解决
了非工作时段的清扫难题。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AI技术在
物业服务中的应用，提升服务品
质。”徐莉君表示，该机器人清扫效
率高、操作便捷，未来将在更多管理
区域推广使用，助力构建“科技+服
务”的智慧物业管理新格局。

智慧清洁“上岗”

城市文化中心启用全区首个户外扫地机器人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层
裕 通讯员 段凌云 卢泽 邬璐
远）初夏来临，西坞街道亭山村的
430亩茭白迎来首茬收割旺季，日
均1万公斤农田“水中参”摇身一变
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

昨天早上，亭山村的茭白田里
一片忙碌。数名头戴斗笠、脚踩胶
靴的农户弯腰穿梭在齐肩高的茭白
丛中，看准鼓胀的叶鞘，一掐，一提，
鲜嫩的茭白便滑出茎秆。

茭白基地负责人董建波指着连
片的“绿浪”算起经济账：“目前茭白
已进入了收割黄金期，亩产有 1500
至2000公斤，平均每日可以收割近
10000公斤，批发价稳定在6元每公
斤左右。由于运输距离短，本地茭
白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24小时，最
大程度保留了鲜甜口感，深受消费
者青睐。”

随着一筐筐茭白被运往村里新
建的分拣、冷藏一体化仓库，几名村
民也忙碌起来。村民李大姐一边麻

利地分拣茭白，一边告诉记者：“以
前农闲时只能打零工，现在在基地
干活，一天能赚200多元，一个月下
来能多挣不少钱。”据了解，该基地
已带动 50余名本村及周边村庄村
民就业，人均年增收 2万余元。村
党支部书记董勇浩介绍：“在街道

‘一村一品’政策的支持下，原本分
散的50余亩低效农田被整合流转，
配套修建了灌溉水渠，不仅让‘死水
田’变成‘聚宝盆’，还为村集体每年
增加了 10多万元的收入，真正让

‘绿叶子’变成了‘钱袋子’。”
“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董勇

浩坦言，转折点在“山海牵手”。去
年，在区农业农村局与西坞街道的
牵线搭桥下，亭山村结合本村资源
优势与缙云前路生态强村集体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引进丽水
市缙云县成熟的茭白种植技术，开
展茭白全产业链集成服务合作，有
效解决了亭山村茭白种植管理与产
品销售的后顾之忧。

亭山村茭白抢“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