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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殷 聪

“5G+工业互联网”正成为宁
波制造的一张新名片。

昨天，工信部结束了 2024 年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
城市名单的公示。在全国首批 10
个城市中，宁波成功入选。

宁波“5G+工业互联网”有何
新打法？未来“5G+工业互联网”
将如何布局？

显然，宁波已经做好了准备。

“5G+”的新打法

在宁波，得益于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越来越多的工厂打通了“任
督二脉”，呈现各类智能制造的新
场景。

“如果说消费互联网缩短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工业互联网
就是将世界上各种机器、设备、设
施，与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和应用
软件相连，通过数据的归集与应
用，让企业生产更有效率、更加智
能。”宁波联通工业互联网部相关
负责人潘璐杰说，工业互联网就像
企业的“大脑”。

特别是 5G 与工业互联网相加
后，激发了宁波“智造”的新潜力。

走进方太厨具的生产车间，这
里的多功能六轴机器人、RFID 采
集系统、CCD 视觉系统等数十种
智造系统与设备，在数据网联的基
础上，配合越发紧密。加上虚拟仿
真、物联网感知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应用，方太厨具的生产变得越发
智能、高效。

以集烟罩全自动冲压线为例，
这里的 11 道生产工序已全部交由
13 个协同机器人完成。13 个协同
机器人相互配合，生产效率明显提
升。

“从制造到‘智造’，这一切的
背后，是‘5G+工业互联网’实现
设备、软件互联互通后，基于数据
的归集与应用。”潘璐杰说，当数
据成为新质生产力，方太厨具集烟
罩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30%，每 13
秒，就有一台集烟罩下线。

在一批龙头企业的先行先试
下，目前，宁波已培育形成以未来
工厂为引领、以“5G+工业互联
网”为试点、以智能工厂 （数字化
车间） 为主体的新“智造”企业群
体，累计列入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18 个、省级智能工厂 （数字
化车间） 84 个、市级“5G+工业互
联网”试点 81 个、市级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 361 个。
这些智能制造“急先锋”的生

产效率平均提高了 39.6%，企业运
营成本平均降低了 24.9%，产品研
制周期平均缩短了 36.6%。

“‘5G+工业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离不开宁波 5G 网络的快速
布局。”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宁波历来重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宁波不仅入选全国首批 5G 商
用城市、“千兆城市”，也是首批完
成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统二级节
点部署的城市之一、全国第二个开
通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的非省
会城市，连续两年拿下全国重点场
所移动网络质量第一，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超 37 个，全国领先。

2019 年，宁波更是在全国率
先以“8+1+1”模式开展“5G+工
业互联网”试点，贡献了“5G+工
业互联网”宁波经验。其中，化
工、服装、模具等 6 个平台已迭代
升级为省级产业大脑。

核心技术的新突破

据悉，“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先导区是发挥“5G+工业互联
网”新技术、新设施、新场景、新模
式、新业态优势，紧密服务地方产业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具有
全国、区域示范效应的产业集群。

先导区试点旨在激发地方创新
发展活力，加快推动“5G+工业互
联网”规模化应用，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可复制推广的先行先试样
板，建成以先导区为核心，辐射周
边、引领全国的“5G+工业互联
网”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

根据 《“5G+工业互联网”融
合应用先导区试点建设指南》，试点
地区可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夯实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融合应用创新、
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强化公共服务能
力等举措，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助力新型工业化。

在行业应用先导方面，可立足
地方主导和特色产业，锚定“5G+
工业互联网”发展好、见效快、后
劲足的优势行业，开展重点培育、
重点支持、重点攻关工作。引导工
业企业加快提升 5G、云计算、边
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集成应用水平，
充分释放“5G+工业互联网”行业

赋能效应。
“ 宁 波 入 选 ‘5G + 工 业 互 联

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仅仅是个开
始。”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按
照计划，我市将聚焦新技术、新基
建、新场景、新业态、新服务五大
方向，在技术集成、网络互联、应
用深化、产业培育、服务创新等五
个方面，力争攻克一批“5G+工业
互联网”关键技术，打造“5G+
AI”新技术融合赋能标杆工厂 25
家以上，推动重点 （细分） 行业中
小企业“5G+工业互联网”应用全
覆盖，奋力打造先导区样板。

比如，我市将高水平建设甬江
科创区，聚焦工业互联网、未来网
络等主赛道，打造世界一流科创策
源地；深入实施“科创甬江 2035”
工程，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新
材料等领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加快5G赋能新兴未来产业，探
索“5G+工业互联网”在人形机器
人、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我市还将加强宁波“1+1+N+
X”生态型数智化模式创新，夯实

“数据底座+行业平台”，推行“工
厂数字工程+工业互联网平台服
务”的全面总包模式，基于“共
性+个性”改造需求，打造低门
槛、易部署的“5G+小快轻准”产
品，支持中小企业平台化赋能、轻
量级改造。

入选全国首批“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

宁波如何擦亮“智造”新名片？

本报讯 （记者沈莉 通讯员郭少
山） 记者昨天从中铁大桥局获悉，西堠
门公铁两用大桥 5 号主塔建设施工现
场，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搭建横梁施工支
撑架，为下一步下横梁施工做好准备。

据了解，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 5 号
主塔采用“A”型桥塔，高 294 米，是
世界公铁两用跨海大桥海上第一高塔。
目前，5 号主塔建设高度已达 46.8 米。

5 号主塔下横梁长 44 米、宽 10 米、
高8米，这不仅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首
个施工的主塔下横梁，也是全桥设计跨度
最大的横梁之一，计划年底完成施工。

中铁大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横
梁施工的完成，意味着 5 号主塔墩的建
设驶入“快车道”，距离甬舟铁路建成
更近了。

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是甬舟铁路
及甬舟高速公路复线跨越西堠门水道的共
用跨海桥梁，连接舟山金塘岛和册子岛。

图为施工现场。（通讯员供图）

深一度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穆静） 在近日落幕的第六届全
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我
市选手马建波、朱涛过关斩将，
分获水产技术员、农机驾驶操作
员一等奖。

今 年 以 来 ， 宁 波 以 新 时 代
“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实施现
代“新农人”培育行动，不断壮
大乡村人才队伍。在全市范围内
梯次布局 1 个市级农民学院、10
所区 （县、市） 级农民学校和 N
个基层农民田间学堂，形成“1+
10+N”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同
时，强化农民培训机构专业化建
设，建立省、市、县农民机构逐
级认定、层层选拔机制，配强培
训力量。今年，已有 2 家培训机
构入选浙江农民大学省级专业院。

围绕产业所需、人才所盼，

构建乡村人才培育新链条。各地
探索政校联手、产教联动、校企
联合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如市本
级以浙江万里学院现代农学院为
基础成立宁波现代农学院，在宁
波开放大学设立宁波农民学院培
训基地；慈溪市依托宁波大学科
技学院成立慈溪现代农学院。目
前，全市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2 个、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 3 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5
个，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坚持以产聚才、多向发力，
创新培训模式。如宁海县一市镇
青蟹养殖户陈仲创新“基地+电
商”运营模式，成功打响“蟹大
人 ” 品 牌 ， 带 领 养 殖 户 增 收 致
富 。 奉 化 区 招 引 50 多 名 “ 乡 村
CEO”运营村庄，平均带动村集
体年增收 60 万元。

我市构建“1+10+N”
乡村人才培育体系

本报讯 （记 者俞家嘉） 昨
天，记者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
悉，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
资对接活动日前举行，活动期间
公布了浙江省重点文旅招引项目
推介名单，宁波共有 2 个项目成
功 上 榜 ， 分 别 为 中 国 海 影 城 项
目、宁波现代影视产业园项目。

中国海影城位于象山县新桥
镇，毗邻象山影视城，一期项目
于 2017 年投入试运营，成功打造
文化活动、特色街区、研学 IP、
团队党建等特色文旅产品，形成
了以“红色体验”为重点、特色
研学为核心的运营模式。目前，
海影城三期项目正高效推进中，
预计于 2025 年初亮相，涵盖星梦
工场、蓝星港湾、秘境部落、冒
险奇域、蔚蓝梦想等重点板块，
推 出 25 个 体 验 感 丰 富 的 游 玩 项

目。中国海影城建成后，将成为
浙江首个前沿综艺线下体验和高
端数字艺术相结合的文旅项目。

宁波现代影视产业园位于北仑
区，现有摄影棚 10个，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配有剧组宿舍、食堂、
道具库、材料中心、特殊车辆、群
演单位、LED虚拟拍摄单位等，另
有外搭景预留地 7 万平方米。自
2018年运营以来，已接待200余个
影视项目，包括《大江大河2》《七
月与安生》《护卫者》《小巷大总
理》《风吹半夏》等。

“接下来，宁波将继续实施项
目招引推进行动，坚持‘招大引
强’，梳理文旅产业重点招引方
向，大力引进优质文旅企业，储
备大型主题公园等重大支撑性项
目。”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
人说。

宁波两项目上榜
省重点文旅招引项目推介名单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恺旎） 我国加入 《取消外国
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至今逾一
周年，该公约的实施，给企业办理
涉外公证书的领事认证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便利。近日，宁波市外办携
手市司法局、市贸促会等单位进一
步采取措施，深化涉外公证和领事
认证“一件事”联办工作，切实提
升公文书“出海”效率。

“实现领事认证 （附加证明
书） 系统与全省司法公证业务系统
实现跨部门数据联通共享，这是我
市深化涉外公证和领事认证‘一件
事’联办的一项重要举措。”市外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

市 9家公证处已陆续启用涉外公证
和领事认证数据联通共享系统。

据介绍，自此，企业或个人
的涉外公证书信息可以直接通过
司法公证平台同步报送至领事认
证 （附加证明书） 系统，从而减
少文书流转环节，降低行政管理
风险和涉外安全风险。

市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保障我市公文书跨国流转持续提
质增效，市外办与司法公证、贸
促等单位将巩固拓展我市涉外公
证、领事认证“一件事”联办机
制成果，全面推进联办机制标准
化建设，为全省涉外公证与领事
认证联办提供“宁波样本”。

涉外公证和领事认证“一件事”联办

全市9家公证处
启用数据联通共享系统

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
将开启下横梁施工将开启下横梁施工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虞
颖） 市邮政管理局数据显示，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1 日，宁波市快递
业 务 量 约 1.1 亿 件 ， 同 比 增 长
4.17%，投递量约 1.3 亿件，同比增
长 26.81%。其中，最高日处理量
达到 800 万件。以2023年末宁波常
住人口969.7万人计，平均每人收件
13.4件。

今年“双 11”电商大促时间
变长，快递业务量持续高位运行。
激增的业务量，既是检验行业发展
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观察消
费市场活力的重要窗口。

“快递进村”走向深入，农村
市 场 潜 力 加 速 释 放 。“ 鱼 苗 、 小

鸡、化肥⋯⋯这几天，村民网购的
快递包裹更多了！”在宁海县岔路
镇高塘村，集士驿站站长陈菊华告
诉记者，“如今的快递包裹数量是
3 年前网点设立时的 4 倍多。”

宁波邮政管理部门积极联动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依
托沿线农村公路建设，满足村民、游
客的寄递需求。目前，宁波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覆盖率逾60%。

快递“出海”步伐加快，激活
多样化的跨境需求。

据宁波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数据
显示，10 月 21 日 20 时至 11 月 11
日 24 时，宁波跨境电商企业接到
消费者订单约 1132 万票，销售商

品金额达 41.56 亿元。
“最高峰时，单日有 100 多万

个包裹通关，以保健品、美妆类产
品为主。此外，数码类产品销量大
幅增长，我们仓库甚至一度出现缺
货情况。”菜鸟全球供应链宁波关
务负责人胡萧竹说。

为确保旺季期间服务质量不下
降、安全保畅通，市邮政管理局检
查组赴各邮政快递企业分拣场所，
围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寄递安全
管控、“四不”问题整治、车辆运
输安全风险排查、消防安全管理等
方面开展逐项检查，确保重大事故
隐患动态清零。

此外，宁波还加强对快递员的

关心 爱 护 ， 科 学 调 配 人 力 资 源 ，
合理安排作息，落实防寒保暖相
关保护措施，保障快递员身体健
康和安全。据悉，宁波有 3 万余名
快递员参与今年“双 11”电商大
促。

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市邮政业务
总 量 超 过 13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7%，高于全省平均增速约 15 个百
分点，增速居全省首位；全市快递
业务处理量达 26 亿件，同比增长
逾 20％。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完善寄递
物流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更好地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双11”，宁波人均收件13.4件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婧霞）
昨天，宁波市政协委员一行 30 余
人赴奉化开展集体视察。

在 视 察 中 ， 通 过 丰 富 的 照
片、雕像、壁画、书籍及现代化
声光电技术的展示，委员们领略
了当地文化的魅力。

座谈会上，在听取奉化区工
作 汇 报 后 ， 委 员 们 积 极 建 言 献
策，围绕智慧旅游提升、吸引年
轻人留驻、传承发扬奉化地域文
化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市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屈晓萍以游客
身 份 ， 从 购 票 的 便 捷 性 、 年 轻
人和老年人群体偏好及就餐的便
利性、文创产品研发等四个角度

表达了她的感受。她希望通过打
造网红打卡地为景区引流，可借
鉴山西大同市的景区直通车、福
建泉州市的小白车，安排旅游路
线，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市政协委员、镇海口海防历
史纪念馆的严辉则建议：因地制
宜 ， 有 效 借 鉴 外 地 文 化 旅 游 经
验；探索将奉化当地文化与旅游
消费场景相结合。

宁波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高质量做好“历史文化探源护
脉”和“传承创新”两篇文章，积极
引进高层次的论坛、展会、赛事，
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宁波特色的文化
地标，更高质量推进“三化”（数智
化、新能源化、国际化）转型。

共话文化旅游发展
市政协委员赴奉化开展集体视察

宁波现代影视产业园。 （俞家嘉 摄）

宁水集团的自动化、智能化产线。 （殷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