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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新）暑期
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提升小学生
的交通安全意识、自我防护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暑假期间涉
及学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
日，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尚田中
队走进尚田中心小学开展假期交
通安全宣教活动。

宣教过程中，交警通过讲述
发生在学生们身边的交通事故典
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细致地讲
解了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闯红灯、横穿马路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后
果，引导学生在乘坐汽车时要规范
系好安全带等，把出行安全放在心
上，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引
导学生夜晚出行，要穿鲜亮衣服，
走文明路，牢记出行安全。

此次活动，使学生们体会到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提高交通安
全教育活动的有效性。同时，让
学生们成为文明交通的实践者和
传播者，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家长，
带动家庭共同重视交通安全，遵
守交通法规。

交警进校园
开展暑期交通安全宣传

日前，随着蜜桃季来
临，尚田乡创联盟党支部利
用尚田青农创客平台、尚田
乡创联盟共富直播间等，为
20 余名青农创客开展线上
直播销售技能培训，备战蜜
桃季。

通讯员 裴庚益

通讯员 裴庚益

2024年，尚田商会正式组建
“阳光”志愿服务队，促进志愿服
务活动扩面提质；2025年 5月 7
日，尚田商会组织辖区农创客、农
业特色村党支部书记赴浙江大学
农业试验站学习先进技术；5月
11日上午，宁波市乐清商会与尚

田街道许家村举行结对共建签约
仪式，正式开启“商会+村社”合
作新模式……

尚田商会社会服务的转型升
级，正是抓住了尚田街道开展

“益路尚”志愿服务提升行动的
契机。2024年，尚田街道积极
探索专业化的社会志愿服务之
路，通过党建引领，强化社会服

务项目指导，出台《尚田街道“益
路尚”志愿服务提升行动方案》，
深化推进农村基层志愿服务队伍
建设、制度建设和能力水平，组建
了“志愿服务帮带团”，联合区蜜
蜂志愿服务协会、区红十字博爱
志愿服务协会等专业志愿服务团
队，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和团队孵
化。

从2024年至今，尚田街道新增
基层志愿服务团队 10支，现有党
员、新奉化人、文艺团队、行业志愿
者等志愿服务团队 45支。专业化
程度和精准化服务能力均得到大幅
提升。如印家坑村志愿服务队专业
开展为老服务的“三老”服务项目，
尚田甬德老兵志愿服务队开展的退
役军人及军属精准服务活动。

年增队伍10支，尚田志愿服务扩面提质

通讯员 裴庚益

随着暑期的临近，尚田街道
“乡音工作队”又忙碌起来了。连
日来，他们来到街道中小学校，广
泛开展暑期防溺水、反诈骗宣
传。这是尚田街道近年来通过党
建引领奋力打造一核多元平安体
系的小小缩影。

作为我区“家园理事”制度先
行试点地，尚田街道坚持党建统
领，完善工作制度，打造基层治理
的实践样板。近年来，为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构建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尚田街道在大岙村等 3
个村试点新时代枫桥式基层治理
示范村庄创建，以“小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为目
标，探索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一
站解纷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今年，

尚田街道还将在杜家村、尚东村、
尚三村等 5个村，开展新时代枫
桥式基层治理示范村庄创建。

除了平安示范创建这一核心
外，街道还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
式。街道联合派出所成立“兴尚
人”功能型党支部，对流动党员建
档建册管理。同时，为便于信息
互通，尚田组建了“兴尚人”流动
党员之家微信群，不定期发布工
作任务。以“兴尚人”党支部为核
心，组建以信息、调解、反诈、巡
防、宣传、帮扶为职责的六支“乡
音工作队”，常态化开展矛盾调
解、反诈宣传等社会治理工作。
目前，“乡音工作队”参与治安巡
逻 450人次、帮助清查流动人口
4300余人、参与矛盾调解 32起、
开展反诈宣传 27次，“共建、共
治、共享”的新格局正逐步实现。

一核多元打造平安尚田

通讯员 厉佳璐

近年来，尚田街道坚持党建
引领，以“星火尚苗”年轻干部成
长培养工程为抓手，通过“选育管
用”全链条机制，为“90后”机关干
部和村后备干部量身定制成长路
径，让“尚苗”在实践中拔节生长，
为街道发展注入蓬勃青春动能。

为破解年轻干部“培养无迹
可寻”的难题，尚田街道建立“一
人一档”动态管理机制，将个人基
础信息、政治素养、工作实绩等
20 余项内容纳入档案，既记录

“静态画像”，更跟踪“动态成
长”。通过日常走访、谈心谈话、
考核评价等方式，实时更新干部
在联村工作、重点项目中的表现，
为选人用人提供“数据支撑”。

尚田街道创新实施“薪火工
程”，为每名年轻干部配备“思政、
联村、业务”三位导师，构建“1+

3”结对模式：思政导师聚焦政治
引领，帮助扣好“第一粒扣子”；联
村导师传授基层经验，助力走好

“田间小路”；业务导师精耕专业
领域，有效提升“解题能力”。导
师们通过定期谈心、案例教学、项
目带练等方式，将多年积累的“土
办法”“真功夫”倾囊相授。以年
轻干部余玥为例，其业务导师针
对她“信息写作”特长，指导她将
基层调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信息
稿，助力她获评区政务信息先进
个人。

近年来，街道坚持“以学促
干、以干促学”，一方面通过“四个
一”理论学习、“周二夜学”、“科长
上讲堂”等载体，夯实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搭建“赛马会”平台，组
织跨岗交流、一线压担、“微课
堂”、“微竞赛”等实践活动，让年
轻干部在“打硬仗”中练出“硬本
领”。

“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
锻造年轻干部队伍

本报讯（通讯员 胡航婷）6
月17日，尚田街道安全生产月会
议在尚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召
开。辖区内企业、宗教场所、特殊
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回顾了尚田街道近
期的安全生产工作，分析了当前
安全生产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并对下一阶段的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明确各

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为有效增强各类自然灾害和

消防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会后街
道还组织开展了防台防汛演练、
公共场所消防演练和企业安全生
产知识竞赛。

通过一系列活动，激发与会
人员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提升安
全技能的积极性，营造“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尚田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

通讯员 林珈竹

在梅山本草古道，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师生与村民俯身共植中草药；山脚下，返乡青年的共富工坊直播间里，“莓好冷
饮套餐”订单正刷新着屏幕……近年来，尚田街道通过党建引领，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正酿出最醇厚的“甜”。

尚“甜”青年的“留”量密码

产业“甜”
吸引青年“向下扎根”

尚田的沃土，孕育着令人向
往的“甜蜜经济”。鸣雁村的“雁
禧尚缘”婚俗基地，将传统婚庆与
田园风光结合，打造别具一格的

“甜蜜村”，吸引着新人打卡与相
关业态入驻。广阔的田野上，草
莓、水蜜桃、火龙果、蓝莓等多彩
农业特色产业，构筑起一条贯穿
四季的“甜蜜链”，为深加工、采摘
体验提供了有力基础。通过“环
梅山梅湖组团片区”“横山源野”
等党建联建机制，尚田精心串联
起古道探秘、果园采摘、民宿体
验、亲子研学等乡村旅游线路，形
成充满活力的“甜蜜游”网络。这
一切，最终汇聚成“甜蜜富”的源

泉——依托草莓、桑葚等特色农
产品建立的尚美农创共富工坊等
一批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成
为带动村民增收、吸引青年返乡
创业的实体平台。

政策“甜”
专治青年“水土不服”

为了让青年真正“下得来、留
得住、干得好”，尚田街道精准施
策，送上贴心的“政策甜点”。针
对创业初期资金瓶颈，深化“政银
联建”，推出“青创贷”“乐创基金”
等专属金融产品，提供便捷低息
的信贷支持，为青年创业注入源
头活水。设立农业技术推广与新
产品研发专项奖励基金，鼓励青
年引进新品种、应用新技术（如草
莓高架栽培、水肥一体化），提升

产业附加值。深化校地合作，成
功“引流”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等高
校师生资源，在梅山本草古道旁
设立“本草研学实践基地”，不仅
为古道活化注入青春力量，也为
青年提供了产学研结合的平台。
梅山文化节、尚田草莓文化节、乡
村招商路演、青年艺创大赛……
一系列精心搭建的平台，成为招
引“青年入乡”的强磁场。同步发
布、解读最新的扶持政策“红利
包”，让青年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支
持与保障，有效化解创业初期的

“水土不服”。

团队“甜”
陪伴青年“向尚生长”

留住青年，更要温暖人心，营
造浓厚的归属感。针对青年创

客、新村民等群体，着力打造“候鸟
村民”的温馨家园。通过“尚田乡创
联盟”建立常态化的组织运行机制，
定期举办“乡创书友会”“头脑风暴
沙龙”“创业导师面对面”等活动，将
散落的创客星光汇聚成炬，在交流
碰撞中激发灵感、共享资源、解决难
题。夏日乡村纳凉音乐会、端午国
际友人“泡山”体验游、古道徒步交
友会……这些充满乡趣与时尚感的
活动，成为联结青年村民、本土企业
家、返乡创客、基层干部的纽带。大
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距离，
在共同参与乡村建设中凝聚起深厚
的乡土情怀和团队认同感，让青年
在尚田找到了情感依托和发展后
盾，激励他们在这片热土上“向尚生
长”。

党建搭台，助力青农创客备战蜜桃销售季

通讯员 林珈竹

5月30日，“2025奉化梅山文
化季”活动在尚田街道方门村梅
山启幕，宁波首条校地共建中医
药研学路线——梅山本草古道揭
开面纱。这也为尚田街道“环梅
山梅湖组团片区”，拉开了“山水
相依、产村共荣”序幕。

片区包村：
党建“一根针”穿起千条线

曾经，环梅山周边的11个村
庄习惯了各自为战，这里资源分
散、产业薄弱，留守村民守着绿水
青山却难寻致富门路。2025年年
初，尚田街道将这11个村庄串联
成“共富共同体”，组建“环梅山梅
湖组团片区”，牵头与21家机关单
位、高校院所、国企民企及社会组
织成立联合党委，“拧成一股绳”推

动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为了给沉
寂的山村带来新的增长极，尚田受
全区乡村CEO招募行动启发，创
新推出“全域乡村运营”计划，面
向社会各领域招募专业化运营团
队，以“村村都有CEO”的管理理念
激发村庄蓬勃生机。目前已有 9
支队伍、30余名人才投入到“环梅
山梅湖组团片区”的深度运营中，
他们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高校资
源，挖掘片区特色，重塑乡村定
位。“单个村的资源难免片面，几个
村优势互补才是新出路。”片区组
团运营官薛琼说。

带资进村：
沉睡资源变“流量密码”

运营官们带来的资源，是理
念、社群与资源的深度交融。鸣
雁村乡村 CEO黄君琳为解决通
往“状元泉”500米土路的修缮资

金难题，独创“修路咖啡”公益村
咖项目，仅用几个月就为村募集
5万元启动资金，让每一位顾客
都成为“修路合伙人”。面对濒临
倒塌的农房，浙江云兴文旅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人童斌利用家乡商
会资源，改造“鸣雁归谷”民宿部
落。张鱼艺术团队依托原有古村
风貌，投资百万打造“山茶叙事”
文化阅读空间。设计师桑小玲在
村里创办的“桑田 SUN TEA”制
造社，每逢周末都会有泥塑陶艺
体验、稻田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
演。今年端午假期，位于桥棚村
的奉化羊羔仔农场迎来一批“洋
客人”，国际友人与当地村民载歌
载舞，边体验边消费，打开了尚田
乡村走向世界的“微窗口”。

聚力兴村：
多元共奏“致富交响曲”

尚田梅山，一条千年本草古道蜿
蜒而上，沿途生长着黄精、茯苓等数
十种中草药，原本无人问津的“野
草”，现在被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师生
逐一附上“名片”，打造成“康养梅山”
农文旅打卡新 IP。政校共建仅仅是
尚田开发资源合力的一个缩影，街道
还联合奉化农商银行推出“乐水尚
田”青创基金等专项扶持产品，为乡
村运营官、农创客争取来真金白银
的“政银联建”福利。在乡村青年共
富纳凉夜的音乐会上，全域乡村运
营CEO们接力拼接，共同点亮了尚
田共富工坊青创“版图”。在多方合
力下，尚田街道特色活动遍地开花：
春季“茶文化节”吸引游客品尝茶味
幽香；夏季“桑果派对”将高山桑果
一售而空……“环梅山梅湖组团片
区”组团式发展道路，让片区村庄“摆
脱薄弱”，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
口端起“生态碗”、吃上“文旅饭”。

尚田街道：区域党建联建凝聚“抱团共富”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