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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北到东北风
3级，24℃~27℃。明天阵雨或雷雨转阴
到多云，偏北风2~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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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坞街道庙后周村，整
洁的村道、热闹的共富工坊、欢声
笑语的老年食堂，处处洋溢着生
机。翻开村监会主任周军浩的笔
记本，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村
庄多年来的财务收支变迁，也见
证了这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村庄通
过“后陈经验”实现华丽转身。

“晒”出来的信任：

一本“明白账”，赢得村民心

2017年前的庙后周村，集体
经济长期入不敷出。“那时账目如
同雾里看花，经常出现‘其他支
出’项，村民总觉得这部分钱花得
不明不白。”周军浩回忆道，2017
年，村集体收入仅 45万元，支出
却高达 70万元，负债超过 25万
元。由于财务不透明，村民对村

“两委”信任度持续走低，村务公
开满意度不足 70%，财务迷雾使
庙后周村深陷发展困局。

转机始于2017年。在西坞街
道纪工委及三资管理办公室的指
导下，庙后周村借鉴发源于金华市
武义县的“后陈经验”（注：“后陈经
验”起源于武义县后陈村的民主监
督实践），创新建立“月度晒账”机

制：每月10日前，财务收支明细准时
张贴于村务公开栏。此外，重大事项
实行“四议两公开”决策程序。

“现在连买扫把的钱也会公示，
村民随时可以查证。”庙后周村党支
部书记周小川介绍，村监会全程参
与项目监督，确保每分钱花在明处。

2021年老年食堂建设项目成
为检验治理成效的试金石。面对
220万元的建设资金，部分村民心
存疑虑和担忧。村监会立即组织

“三查”行动：查市场行情、查施工方
案、查同类项目。通过精细化核算
项目建设成本，逐项梳理人工、材
料、机械等各项费用支出，最终推动
项目顺利落地。目前，该食堂每天
中午和晚上提供爱心餐，惠及全村
大部分老年人，70岁以上的村民每
餐只需4元。

“活”起来的资源：
古村+非遗，蹚出共富路

2017年的庙后周村面临资源
分散、产业薄弱的问题，如何利用有
限的集体资金实现“造血”？村“两
委”和村监会经过多方调研，决定发
展农文旅产业。“村里有非遗资源，
还有闲置农田，能不能把两者结合
一下，打造特色工坊？”周小川的这
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
于是，在村监会的监督下，庙后周村

探索“古村+非遗”文旅发展模式，
开发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主题，吸
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

毛美儿是最先参与其中的村民
之一。早在2015年，毛美儿就在村
里建起了“王妈汤圆”作坊，将制作
本地非遗美食的技艺传授给同村妇
女，鼓励大家一起参与制作、销售美
食。2019年，她被认定为非遗项目
（宁波汤圆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2022年，“王妈汤圆”共富工坊
成立，带动 60余名村民共同创业，
实现人均年增收约 2万元。如今，

“王妈汤圆”共富工坊已成为庙后周
村的一张美食文化名片。

截至目前，庙后周村已引入市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个、区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3个，建成“王妈汤圆”
共富工坊和“非遗集市”共富工坊，
共带动百余留守劳动力就业。2024
年，两个共富工坊共为村民带来超
过 200万元的收入。今年，村里还
将引入6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议”出来的合力：
村民当家，治理有方

乡村发展离不开村民参与。近
年来，庙后周村通过“村务听证会”

“村民议事会”等形式，让村民参与
决策和民主监督。2022年，村里计
划开发粉黛花海网红打卡地，部分

村民担心投资回报周期长，村监会
便组织村民代表赴外地考察类似项
目，并邀请专家评估可行性，最终促
成项目落地。2023年至2024年，庙
后周村每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
同时带动周边农特产品销售。

此外，关于各种民生项目的设
计，村“两委”和村监会广泛征求村
民意见，确保符合实际需求：扎实做
好枫溪河道清淤工作，使其重现水
清岸绿，让村庄重焕生机；改造后的
村文化礼堂年均举办50余场活动，
成为村民休闲娱乐、传承乡土文化
的精神地标……

8 年来，庙后周村累计投入
3200余万元实施民生工程：老年食
堂、3A级公厕、千米滨水步道、文化
广场等相继建成；非遗研学、露营经
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随着“阳光
治理”深入推进，庙后周村实现可喜
蜕变：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95万元，较2017年增长111%，其中
农文旅产业贡献率达47.4%。村民
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从 2017年的
70%提高到现在的98%。

从“负债村”到“共富村”，庙后
周村的蝶变印证了“后陈经验”的生
命力——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监
督、共享成果，乡村振兴才能行稳致
远。庙后周村正以“善治”为笔，绘
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从“后陈经验”中解锁基层善治新路径
——西坞街道庙后周村以“善治”为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2024
年，宁波市印发《在全市推广“暖
暖的新家”志愿服务项目实施意
见》，我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
新推出“暖暖的新家·一房三居”
志愿服务项目，通过“专业社工+
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模式，为困难
家庭提供精准化、长效化帮扶。
今年，区委社会工作部进一步深
化项目内涵，围绕困难儿童、老
人、新就业职工等群体，实施“阳
光书房”“适老宜居”“暖新安居”
等专项行动，将单一房屋改造升
级为系统性民生工程，切实提升
困难家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房屋改造涉及专业性强、需
求多样，如何实现资源高效整

合？我区以党建为纽带，联动区民
政局、区总工会、区慈善总会等单
位，吸引区蜜蜂志愿服务协会、区小
草电力志愿服务队等社会力量，形
成“党委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的帮扶网络。

溪口镇六诏村 75岁的困难党
员孙友良居住的 40年老旧木房存
在电线裸露、墙体支撑不足等问
题。在“亮化美居”工作中，区蜜蜂
志愿服务协会联合区小草电力志愿
服务队，不仅为其加固房屋、更换门
窗、改造厨卫设施，还彻底解决了用
电安全隐患，改造计划于7月完成。

本年度的项目服务中，区委社
会工作部还强化专业社工力量，让
帮扶从“硬件改造”延伸至“生活提

质”。尚田街道 8岁的小叶（化名）
因为家庭条件受限，长期以来不得
不与父亲拼住在一间卧室。为此，
区乐享成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

“阳光书房”项目为她打造了独立学
习空间，并购买了相应的学习和生
活用品。社工在走访中还发现，小
叶家因无厕所需每日往返公厕，隐
私与安全难以保障。中心立即启动
专项筹款，计划增建卫生间，并链接
爱心人士与小叶结对帮扶。“我们要
让孩子有尊严地成长。”中心主任林
松权表示。小叶一家的帮扶过程正
是“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模式下的一个暖心缩影，专业社工
凭借敏锐的感官，捕捉到硬件匮乏
背后更深层次的生活困境和尊严缺

失，让社会关爱直抵人心。
为避免帮扶“昙花一现”，我区依

托专业社工定期入户评估，志愿服务
团队按需响应，职能部门提供政策支
持，建立“需求发现—资源对接—跟
踪回访”闭环机制。截至目前，今年
已完成14户“阳光书房”改造，50户

“亮化美居”项目即将竣工。“党建引
领下的融合模式，让志愿服务更可持
续，真正暖到群众心坎里。”区委社会
工作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
战”到“集团攻坚”，我区坚持党建引
领，以专业为基，书写着“暖暖的新
家”民生答卷。未来，这一模式还将
拓展至更多领域，为共同富裕注入
红色动能。

党建引领聚合力 专业融合暖民心

“暖暖的新家·一房三居”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升级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邢昊
臻）为深入培育青年宣讲团队，6月
19日至 20日，我区举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青年说”主题宣
讲活动。来自各镇（街道）、区级机
关、国资、教育、卫健、公安系统的
80后、90后和00后青年宣讲员代表
齐聚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开启为期
两天的蹲点宣讲活动。

本次主题宣讲活动紧扣“两山”
理念核心，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宁
波市宣讲名师冯钧嶂为全体宣讲员
开展专题授课，他从演讲与宣讲的
区别、宣讲内容的抽象性特点、宣讲
员的通病、宣讲的表达力、宣讲舞台
统筹的领导力等五方面入手，结合
自身经历，现场教授宣讲技巧和稿
件撰写技能，为学员精准把握理论
精髓、提升宣讲能力提供专业指
导。此外，溪口武岭宣讲团团长仇
洁、知羞宣讲名师工作室骨干成员
王翔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宣讲经历，
为青年宣讲员加油打气。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宣讲员
们不仅开展了“循迹溯源”实地研
学，在鲜活场景中深化对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的认知，还围绕“两山”理
念本土实践，深入研讨并动手撰写
主题鲜明、感染力强的宣讲稿件。

该活动还为青年宣讲员搭建了
交流互鉴、展现担当的舞台。在 6
月20日上午的分享会上，宣讲员们
将本次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和学习
成果转化为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
传递出了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

接下来，我区还将结合“星耀四
明 掌声响起”公益展演活动，组织
骨干青年宣讲员开展巡回宣讲。“本
次活动旨在锻造一支理论扎实、表
达出众的青年宣讲生力军，通过青
年视角和青春话语，生动讲好奉化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的实践故事，推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绽
放光芒。”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区举行青年宣讲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卓博寅 通
讯员 任曙东）6月20日上午，区
发改局、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
专家前往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漈镇
长垄民族村的“共富桃园”，为当
地桃农带去了一场生动的“田间
课堂”。

眼下正值水蜜桃成熟的关键
期。在长垄民族村的“共富桃园”
里，大批桃树挂满了果实。“当水
蜜桃果面开始泛红，肉质有弹性
时，便是最佳采摘期。”区水蜜桃
研究所所长陈妙金向当地农户详
细讲解早熟水蜜桃的采摘标准，
并现场指导采摘。她同时指出，
果园在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标准化
管理技术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特
别是针对 7月底成熟的批次，需
要在果实管理、疏果套袋前的病
虫害防治以及精准修剪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针对当地桃农“舍不
得疏，舍不得剪”的心理，专家团
队现场演示修剪疏果技巧，指导

桃农将枝头果实间距控制在 15厘
米左右，避免挂果过密影响品质，并
推广“开心形”树形修剪法，确保果
树通风透光。除了种植技术，专家
还就采后处理提出建议：推行分级
包装、优化物流方案，并针对电商销
售特点定制运输模式。

“未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延长产业链，结合当地的旅

游资源，打造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为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推动水蜜
桃产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长垄民
族村党支部书记钟国强介绍，长垄

民族村的桃园面积已达200余亩，目
前，多个品种的桃子已进入成熟期，
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3万余公斤。

随后，我区农技专家赶赴文成
县巨屿镇稠泛村桃园，现场指导桃
农科学管理。在我区技术帮扶下，
该村主动发展的桃园面积已达 150
余亩，正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来源。

自 2021年奉化区与文成县建
立山海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在农业
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此次农技专
家的指导，正是双方携手推动产业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
未来，奉化与文成将继续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产业发展、人
才交流、技术共享等方面开展更多
务实合作，携手勾勒山海协作共富
新图景。

我区农技专家赴文成“传经送宝”
助力水蜜桃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徐琼 虞金
辉 通讯员 林盛吉 杨世军）近
日，奉甘东西部协作办携手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职业技术学
校、县人力社保局、县妇联等，将奉
化“七彩巧妇”促进妇女就业增收的
成功经验引入大凉山，开展2025年

“索玛巧妇·缝纫衣匠”技能培训项
目。30余名来自甘洛县各乡镇的
妇女齐聚凉山州长荣索玛服装智造
有限公司，开启为期 7天的封闭式
集中学习之旅。

此次培训共计68课时，其中12
课时聚焦理论知识，涵盖禁毒防艾、消
防安全等重要内容，增强学员的综合
素养；56课时侧重操作技能教学，从
工业平缝机、熨烫设备的规范使用，到
多种缝型工艺、开袋缝制、拼缝技术等
实操要点，再到成衣规格检验标准的
系统学习，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
能。“这几天的培训太值了！我学会了

操作各种机器设备，以后找工作底气
十足。”学员阿支什金难掩喜悦地说。

凉山州长荣索玛服装智造有限
公司是此次培训的承办场地，同时
也是奉甘东西部协作的标志性成
果。这家于 2023年 2月投产的企
业，年产校服达 30万件（套），为当
地累计创造近200个就业岗位。该
公司负责人蒋雨雨满怀期待地表
示：“此前我们举办的服装缝纫工技
能比赛备受员工欢迎。这次培训
后，期待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共同营
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推动员工技能
实现质的飞跃。”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政府引导、
职校承训、企业吸纳”的“培训+就业”
一体化模式，把奉化“七彩巧妇”在
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产业融合等方
面的成熟经验“移植”到甘洛，为当
地妇女打造更高效、更完善的就业
服务体系。

东西部协作赋能“她力量”

“索玛巧妇·缝纫衣匠”技能培训开启就业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层
裕 通讯员 李雪）昨天，伴随着机
械的轰鸣声和施工人员的忙碌身
影，S312 北嵊线大堰段（K101 +
895~K104+525）新增省道路面提升
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当地群
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便
捷、安全的交通保障。

记者在大堰镇常照村村口的施
工现场看到，挖掘机、运输车等大型
工程机械齐上阵，近20名施工人员
各司其职、紧张忙碌。

作为连接大堰镇与周边区域的
重要通道，原四级公路标准的北嵊
线段因年久失修，路面裂缝、沉陷等
病害频发，通行能力已无法满足需
求。该工程总投资1736万元，将按
三级公路标准对2.63公里路段实施

“全要素改造”，从常照村村口延伸
至二级电站三岔口，通过病害根治、

技术护航、全域补强和行车优化等
四大核心举措实现道路“脱胎换
骨”。

“工程重点路段有 200米涉及
水渠改道，机械和物料的进场运输
难度较大，因此需要借用原有的交
通要道。”现场监理工程师杨寅杰告
诉记者，“针对建设过程中可能带来
的交通压力，我们已在沿线设置多
处指示牌，并配备交通协管员，确保
群众出行、农贸运输等重点时段畅
通。”当前，各方精心组织、齐心协力
统筹资源配置，在确保安全、质量的
前提下，抢抓有利工期，确保工程于
今年11月底顺利完工。

该工程竣工后，不仅将消除原
有道路病害，提高道路寿命，大幅降
低交通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条焕
然一新的民生通道，将成为展示大
堰镇山水魅力的“新名片”。

S312北嵊线大堰段新增省道
路面提升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陈妙金陈妙金（（左三左三））正在指导桃树修剪正在指导桃树修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