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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宁波

实习生 顾佳诚
记 者 孙吉晶 沈天舟

走进 余 姚 市 泗 门 镇 谢 家 路
村，树荫葱郁，溪流环绕，凉
意扑面而来，仿佛误入“桃花
源”。

“我们的村庄，祥和温馨。
一 行 行 脚 印 ， 踩 出 聚 宝 的 金
盆 。” 悠 扬 的 歌 声 越 过 村 文 化
礼堂的大门，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

正在唱这首歌的，是余姚市
泗门镇谢家路村原党委副书记陈
新尧。作为最早加入村歌队的

“元老”，他和村歌一起见证了谢
家路村的蝶变。

谢家路村，一个面积仅有
6.08 平方公里的滨海村庄，得益
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从一个
贫困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和乡村振兴样板
村。

“早在 1998 年，我们就建立
了村级农贸市场，带动了周边区
域的商贸发展。”回忆过去，陈
新尧的脸上难掩自豪。但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由于缺乏集体活
动，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
到满足。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
调 发 展 ， 不 能 ‘ 瘸 着 腿 ’ 前
进。”谢家路村党委敏锐地意识
到这一点。为了凝聚人心，2005
年，在余姚市文化馆原馆长朱德
孚的协助下，村歌 《我的谢家
路》 诞生了。

伴着歌声，谢家路村一条新
的发展道路就此铺开。

乡亲们的村歌队

乡里关系，是影响乡村发展
的一大关键。

记者见到村民姚文雅时，她
正忙着搬运纸箱。姚文雅经营着
一个家庭作坊，主要从事手套等
外贸生意。走进屋内，记者看到
三个音响、一个调音台、数个话
筒，在一众纸箱之间，它们显得
很特别。

由于热爱唱歌，她成了村歌
队 中 早 期 的 成 员 之 一 。“ 平 常
忙，和人交流的机会少，加入村
歌队后，终于找到了一批志同道
合的朋友。”姚文雅说。

在村广场排练，到各地演
出 ⋯⋯久而久之，姚文雅被越
来越多人认识。交流多了，她也
愈发理解村歌背后的意义。

“唱村歌是集体活动，大家
聚在一起歌唱，能缓解工作带来
的压力。”姚文雅说，于是她想
发挥自己的特长，为谢家路村做

些事。
和村里商量之后，姚文雅创办

了“姚剧班”。她负责课程设计，
村里提供场地并帮助宣传，一传
十、十传百，“姚剧班”队伍日益
壮大。

每周三晚上、每次两个半小
时，小小的“姚剧班”成为村民在
工作之余寻找自我的“钥匙”。“我
们一起唱姚剧，一起参加比赛，有
了兴趣、有了朋友，生活就不再单
调。”姚文雅自豪地说。

村歌所带来的“蝴蝶效应”远
不止于此。村计生联络员翁维娟开
设了“健美操班”，陈新尧参与了
小板凳宣讲团的组建⋯⋯他们都是
村歌队的一员，如今正通过各种方
式“反哺”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艺、体育、党史学习⋯⋯各式活
动如雨后春笋，在谢家路村涌现。

唱好产业发展之歌

发展，是村歌里蕴藏的又一个
愿望。唱好产业发展之歌，走好共

同富裕之路，这是谢家路村早已明
确的方向。

走进谢家路村的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基地，一茬茬早稻已经低下了

“头”，不久之后，这些早稻就要开
镰。而在几年前，这里几乎见不到
水稻。

榨菜原本是谢家路村重要的
经济作物，近八成村民靠种榨菜
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但长期种榨
菜导致土壤肥力流失，面对支柱
产业存在的弊端，谢家路村选择
用稻菜轮作实现增产增收。“不甘
于现状，才能把握机遇，这是村
歌传唱的发展硬道理。”谢家路村
第五前哨支部书记施柏千总把这
句话挂在嘴边。“现在，我们上半
年种植水稻，下半年种绿花菜，并
结合小龙虾养殖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模式。”他告诉记者，谢家路村还
引入新大陆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建
起了千亩柑橘生产基地、休闲鱼
庄，致力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2023 年，该村村民人均年收
入超 6 万元。

一首村歌，让谢家路村人心凝
聚，找准了前行方向，增强了发展
信心。

19 年来，谢家路村陆续获得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等国家级荣誉。2022
年，该村又成为浙江省首批未来乡
村试点村之一。“未来，谢家路村
会进一步探索数字化乡村治理模
式，致力打造一个更加智慧、宜
居、便民的未来乡村。”谢家路村
党委书记唐华军说。

“谢家路，杭州湾之星，永不
满 足 创 业 跑 ！” 恰 如 《我 的 谢 家
路》 所唱的，谢家路村的共富之路
正越走越宽⋯⋯

余姚谢家路村：

传唱19载，“村歌”越唱越嘹亮
文化行

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黄天远

集市里，志愿者扮成瓜农拉着
木板车卖力“吆喝”，车上放着碧
绿滚圆的西瓜。孩子们见状，上前
围成一圈，买瓜、切瓜、吃瓜⋯⋯

前晚，一场别开生面的纳凉活
动在慈溪市附海镇东海村文化礼堂
广场举行。现场，50 余名志愿者
模拟 20 世纪 80 年代慈溪乡村集市
场景，邀请新老村民“打卡”，并
向他们推介太阳地西瓜，共享乡村

“甜蜜盛宴”。
说起太阳地西瓜，上了年纪的

慈溪市民并不陌生。20 世纪 70 年
代，这款产自附海镇太阳地的西瓜
人气颇旺，畅销杭州、上海等地。

“200 多年前，太阳地还是一
片滩涂。历经岁月变迁，这里慢慢
变成肥沃的土地。附海农民在盐碱
地里试种西瓜，逐渐打响了太阳地
西瓜品牌。”东海村党总支书记朱
威迪告诉记者。太阳地西瓜花皮脆
瓤、鲜甜可口，曾是余慈地区的名

瓜之一。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太阳地西瓜种植面积逐年缩
小，直至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于部
分慈溪人而言，太阳地西瓜不仅是
消暑解渴的时令水果，也寄托着他
们的乡愁。

从 2022 年起，在农技专家帮扶
下，附海农民重新种植太阳地西瓜。
今年夏天，50 亩西瓜迎来丰收。

前天上午，记者在东海村商会
共享农场看到，3 名瓜农正在地里
浇水，并将成熟的西瓜采收装筐。

农场负责人严培兵捧起一只西瓜
说，通过这几年科技育种、试种，
太阳地西瓜品质不错。眼下正值太
阳地西瓜采收高峰期，下单采购
的，既有本地市民，也有一些来自
外地的“吃瓜群众”。目前，太阳
地西瓜每公斤批发价约 4 元。

以西瓜为媒，去年以来，当地
志愿者推出了西瓜味冷饮、小吃，
还举办西瓜拍卖活动，并将拍卖所
得用于公益事业，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双丰收。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年代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慈溪太阳地西瓜慈溪太阳地西瓜““甜蜜归来甜蜜归来””

▶纳凉活动现场。
（陈章升 黄天远 摄）

记者 孙肖 通讯员 阮筱

“打竹板，有套路，我今天专门
来说路⋯⋯”昨天下午，在绿意盎然
的北仑区春晓街道三山村双狮社，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宣讲活动拉开
序幕，市级文化特派员、高级文艺人
才张红坤以其独特的快板书艺术，
为村民带来了一场关于路的变革史
话。

随着清脆的快板声响起，张红
坤站在那棵见证岁月变迁的老树
下，手中的快板仿佛被赋予了生
命，跳跃出欢快的旋律，瞬间吸引
了所有人的目光。“现如今，改革
的春风洒雨露，新中国，为民造福
来修路。改了土路修柏油路，打通
了多少断头路。你看那，村村寨寨
乡乡镇镇山区海岛田间地头高原隧
道通公路⋯⋯”张红坤的表演直击

人心。
村民柯阿姨笑得合不拢嘴，她

说：“这样的宣讲，我们喜欢！看表
演、听快板，一下就懂了！”她的感
慨，不仅是对张红坤创新宣讲方式
的认可，更是对文化深入基层、贴
近群众的期待与欢迎。

作为“李派快板书”艺术的第三
代传人，张红坤深知文化的力量，更
懂得如何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

人。“三山村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
特的乡村魅力，我将充分利用这些
优势，结合‘大树下故事会’这一品
牌，让党的政策、时代的精神以更加
贴近群众、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走
进每个人的心里。”他说。

张红坤及其团队还带来了情景
魔术《正气》、脱口秀《村咖飘香》、群口
快板《浙风十礼》、戏曲名段联唱⋯⋯
活动现场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张红坤说，作为市文化特派员，
他和团队将深耕三山村，致力挖掘
整理乡村民俗文化，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品牌，并积极培养乡村
文化人才，激活乡村文化发展的内
生动力。

快板声声话“三山巨变”
文化特派员为乡村赋能

▲西瓜雪糕。

谢家路村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沈天舟 摄）

本报讯（实习生水蓝薇 记
者王博 通讯员陈飒） 一湾碧
水，流淌着美丽生态和幸福生
活。记者从前日举行的宁波全域
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获
悉，我市已建成幸福河湖 9 条、高
品质水美乡村 36 个、城乡亲水节
点 43 个。

今年是宁波全域建设幸福河
湖工作的关键之年，涌现诸多

“幸福成果”。
北仑将幸福河湖、水美乡村、

文旅风景区等“串珠成链”，已打
造 水 文 化 景 观 节 点 、风 情 景 点
120 处。走进北仑梅山湾，只见海
水荡漾，海面上帆船点点，沿岸的
沙滩公园、露营基地人流如织。

“以前，人们来梅山湾往往只停留
个把小时，看看海就走了。如今，
梅山湾一步一景一画卷，人们在
这里一玩就是大半天！”宁波爱尚
梅山湾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玉礼说。

此外，北仑鼓励各类社会主
体向生态水利建设投资，在小浃
江 水 系 整 治 中 引 入 社 会 投 资
2000 余万元，已建成一批具有
地方特色的滨水旅游产业带。

在建设幸福河湖中，宁波汇聚
多 方 智 慧 ， 合 力 守 护 一 汪 清 水 。

“ 目 前 ， 宁 波 已 打 造 河 长 制 联 络
员、民间河长、志愿者三支队伍，
实现多方协同、共治共享，不断提
升河湖管护质量和治理效能。”市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鄞州云龙镇为例，依托“二
月二龙舟巡游”“端午龙舟民俗文
化”等文化载体，以村（社区）为单位
已组建 21 支民间龙舟护河队，进一
步强化民间河长履职能力。

镇海通过河岸沿线提升改造，
盘活山水、田园资源，谋划滕山湿
地公园、沿山大河水上观光游线，
逐步带动农场研学、水街集市、露
天营地等业态。

“我市围绕打造‘十廊百河千
村’的全域建设幸福河湖总体格局，
正积极推进水利、水旅、体育融合发
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认同感。”市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说。

下一步，宁波将持续深化改革
创新，在项目谋划、要素保障、融
合立项、投融资等方面探索具有地
方特色的体制机制，建立幸福河湖
建设新模式、新体系。

宁波幸福河湖建设
进入“快车道”
已建成幸福河湖9条、高品质水美乡村36
个、城乡亲水节点43个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张文婕）“通过相关部门提供消
费券违法案件关联比对，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你存在买卖
消费券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请
及时归还相关非法获利。如未及
时纠正，将被列入消费券不诚信
使用人名单，并影响此后政府发
放消费券的再次领取⋯⋯”近
日，鄞州区有 3000 余人被列入
政府消费券“黄名单”，为自己
的违法行为“埋单”。

鄞州区检察院在办理相关诈
骗案件中发现，自 2022 年底以
来，不少违法行为人利用消费券
核销中的监管漏洞肆意骗取国家
补贴。“个体违法所得金额虽说
仅有几十元、上百元，但消费券
违法买卖链条源头的个人处于监
管盲区，可以说是‘人多案小追
赃难’。”鄞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张
雪倩说。

今年 5 月，鄞州区检察院特
别邀请相关法律专家召开研讨

会，与会专家认为市民买卖消费券
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法律的相关
规定，不加以规范和监管，势必造
成财政资金的损失。为补上这缺位
的一环，鄞州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首次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督
促监管部门设立消费券“黄名单”
制度，对普通市民买卖消费券这一
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并建议银
联设立违法资金退款账户。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已
与检察机关、银联机构进行联席协
商，将违法买卖消费券的个人正式
列入“黄名单”，限制其再次申领
消费券，并以违法行为提示函及短
信通知方式告知其个人，要求其纠
正违法行为。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相关工
作，协同行政机关将处于空白监
管 区 域 的 违 法 个 人 纳 入 监 管 体
系，推动形成消费券发放过程中
违法行为人责任追究闭环，共同
净化消费券市场，使其更好地发
挥提振信心、促进消费、稳定预期
的作用。

套取政府消费券，违法！
鄞州3000余人被列入消费券“黄名单”

本报讯 （记 者冯瑄 周科
娜） 昨日上午，市住建局公布了
2024 年第二季度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项目“红黑榜”名单。其
中，宁波明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接管的大时代小区今年第二次上
了“黑榜”，因涉嫌违法已被江
北区住建局立案调查。

据悉，此次列入“红榜”的
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项目经理，
将在宁波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
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上予以信
用分加 2 分，列入“黑榜”则将
被减 2 分，并列入物业重点监管
对象。

“黑榜”项目所涉及的物业
服务企业中，市级信用等级为 D
级的有宁波明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宁波市家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金北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其中，成都合能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在我市只接管了枫丹新

悦和宁玥府两个项目，本季度齐上
“黑榜”。有关部门建议谨慎选择上
述物业服务企业。

此外，“黑榜”项目中，慈溪
务实物业有限公司和西藏新城悦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郑建民、陈
静、周梁勤、李军、陈程 5 名项目
经理，未在市物业信用信息管理平
台上注册登记，已被属地物业主管
部门建立临时档案，采取只扣分不
加分的信用管理措施，此次信用分
被扣 5 分。

市房屋安全和物业管理中心物
业服务管理科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对于列入“黑榜”的项目，将
由各地物业主管部门对照物业服务
合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抓紧整
改，确保整改闭环，推动物业服务
水平有效提升。同时，建议各建设
单位和业委会将“红黑榜”结果作
为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重要参考依
据。

第二季度住宅小区物业
“红黑榜”发布
大时代小区再上“黑榜”，已被江北区
住建局立案调查

北仑梅山湾。 （水蓝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