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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严唐严 摄摄））

“阿拉”携手
共赴心中那片海
——宁波舟山谱写一体化
发展新篇章

港口一体，支撑更硬核

11 月 22 日，正值小雪节气。朔风起，寒意浓，
却掩不住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澎湃热潮。

“起吊！”上午 9 时 16 分，随着远控桥吊司机
缓缓摇动手柄，1 公里外，梅山港区今年第 1000
万标准箱稳稳落至“达飞马可波罗”轮。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宁波舟山港梅山港
区起吊今年第 1000 万标准箱，标志着自穿山港区
实现“千万箱级”后，宁波舟山港第二个“千万箱
级”码头诞生。自此，东海之滨，穿山、梅山“双星
闪耀”格局已形成，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唯一拥
有两个“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的港口。

观察中国港口的改革，宁波舟山港是一扇重
要的窗口。

这不仅因为它坐拥全国规模领先的铁矿石
码头、亚洲最大原油码头及全球唯一双“千万箱
级”单体集装箱码头，是全球唯一年货物吞吐量
超 10 亿吨的超级大港，更因为这个世界第一大港
的前身，曾是两座独立的港口。

“合体”，让“世界第一”照进现实，也让此后
无数次的自我超越成为可能——

去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3.24 亿

吨，同比增长 4.9%，连续 15 年问鼎全球。
今年 8 月，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

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4）》显示，在全球国
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成功前进一
位，位列第八。

11 月 21 日上午，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
转码头前沿“宾客”盈门，一派欢腾。伴随着矿船
鸣笛声响起，7 台卸船机把钢铁巨臂伸向并排停
靠在码头的两艘世界最大的 40 万吨矿船——“矿
石天津”轮和“阿空加瓜”轮的船舱，将来自南美
洲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接卸至后方堆场。

这是一个里程碑时刻——两艘世界最大的
40 万吨矿船首次同时靠泊在同一单体码头进行
接卸作业。“最大港”同泊两艘“最大船”，标志着
宁波舟山港开创了全球港口运营的新篇章，成为
全球首个实现双 40 万吨世界最大矿船同靠接卸
的港口。

从各自为战到勠力同心，从世界大港迈向世
界一流强港，宁波舟山港聚焦港口生产再加力、
项目建设再攻坚、强港改革再加速，创造“1+1>2”
效应，昂首阔步通天下、链全球。

交通联通，“阿拉”共奔赴

观星、揽月、望山、见海，这是一条海岛理想
生活风情海岸带，也是舟山的“星辰大海”。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委会副主任白希
勇已经习惯了带上最新的文旅产品，来宁波“走
亲”。“跨越山海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
次蜕变。作为甬舟一体化合作示范区的六横与宁
波，一水之隔，地缘相近，民风相似；也是因为‘宁
波，来了就欢喜’的召唤，我们来借力。”说到这
里，他不由憧憬起未来，随着六横公路大桥的加
快建设，未来一桥架两地，甬舟之间人流、物流必
将进一步加密，这也为六横的文旅产业发展创造
了更多商机。

如今，六横公路大桥建设仍在快马加鞭，不断
刷新着“进度条”：一期梅山至柴桥段进展顺利，有
望今年底完工，二期已完成主墩承台施工等。

甬舟高速公路复线亮出“新成果”：近日，随
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灌入桩孔内，甬舟高速公路复
线东岙大桥最后一根桩基完成浇筑。这是该项目
陆域段首座完成桩基施工的桥梁，也标志着东岙
大桥施工由地下基础施工全面转入地上施工。甬
舟高速公路复线一期项目陆域段共有主线桥梁
12 座，截至目前，陆域段 8 座主线桥梁已开工，共

完成 766 根桩基施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万众瞩目的甬舟铁路跑出“加速度”：西堠门

公铁两用大桥主墩基础结构正在抓紧施工，金塘
至北仑两侧海底隧道同时全面开工。西堠门大桥
5 号主墩完成第二节塔柱施工，4 号主墩基础钢沉
井完成沉放及外侧回填，进行井内封底施工。

其中，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甬舟铁路
金塘海底隧道从宁波和舟山两端同时相向盾构
掘进。随着舟山侧海平面下 42 米深处“定海号”盾
构机成功穿越海堤，由陆域段进入海域段掘进施
工，其正式开启“穿海之旅”。

宁波舟山供水一体化紧锣密鼓：浙东水资源
配置通道（丽水—宁波、舟山）工程前期方案正在
积极推进。舟山大陆引水一期、二期工程项目完
工并顺利运行，三期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对缓解
舟山水资源紧缺状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北仑峙头车客渡码头项目初步建成并
投入运营；六横—宁波北仑 LNG 项目已取得省
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省发改委项
目核准批复，开展春晓阀室勘查作业并启动专项
评估报批。

阿拉宁波，阿拉舟山⋯⋯共赴互联互通！

产业协同，人才一体化

人才因事业而聚,事业因人才而兴。
甬舟两地深知，促进产业发展，必须牢固树

立“产才融合”理念，围绕“产业链”精准布局“人才
链”，依托“人才链”优化提升“产业链”，方能以产
业带动人才集聚、以人才集聚助推产业升级发展。

此前，省委人才办与宁波市委、舟山市委联合
发布《推进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2020-
2025）》。

根据方案，到 2025 年，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
将取得实质性成效，一体化的高端人才引育、人
才平台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和生态服务体系趋于
完善，人才引领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加明
显，成为区域人才发展合作的示范样板。

多年来，两地加快推进人才平台共谋、资源
共享、机制共谋、生态共建，以人才同聚为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比如，依托浙江创新中心，完善飞地运营管
理模式，建强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飞地。建立甬
舟人才专家库、开通互通型人才识别码，方便专
家人才通过“扫一扫”畅享甬舟两地多项便利服
务，形成同城化人才服务网，为专家人才提供景
区景点、酒店民宿、交通出行、体育场馆、餐饮购
物等方面的互享优惠服务。目前，甬舟人才一体
化发展飞地已吸引 14 家舟山高层次人才企业入
驻，两地 1.8 万名专家人才享受交通出行、景点、

健身、住宿优惠等同城化待遇，两地专家享受对
方各类扫码场景服务 2000 余次。

又如，作为宁波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科创
“栽树工程”，甬江实验室自 2021 年 5 月挂牌至
今，已组建 20 个科研团队。甬江实验室材料分析
与检测平台投用两年，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
获批国家长三角先进材料及器件失效与可靠性
验证平台，已服务全国高校院所、企业 800 余家，
深度解决客户问题 100 余例，其中包括浙江海洋
大学、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德荣
化工有限公司等多家舟山高校及企业。

以人才联动为先导，两地牢牢把握发展主动
权，协同创新产业体系构建。

在“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期待之下，这里的创新
突破，不是单边突进，也不是简单的量的叠加——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两地正共同建设
世界一流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开展油品全
产业链开放合作。未来，还将深化甬舟石化产业
发展联动，促进镇海、北仑、鱼山、金塘等石化产
业片区协同发展，推动原料互供、链条互补。

更多好消息正在传来。今年，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所（舟山）岱山新材料研究和试验基地建成，
首批落地先进新材料中试项目7个。两地联合召开
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对接会，万华化学、东方电缆、
舜宇光学等企业签订了上下游合作协议⋯⋯

公共服务，共享同城化

甬舟两地持续推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一
网通办”、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件事”通办。截
至目前，政务服务通办事项拓展至 211 项。

今年，两地深化采供血事业协同发展，在
血液检测和输血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宁波已为
舟山献血者完成超 11 万人次的血液标本核酸检
测。深入推进无偿献血的宣传招募和血液保障
联动机制建设，近 5 年，两地间已实现百余次血
液调剂，构建起高效的血液联动保障体系，为
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
血液资源支持。

甬舟两地急救指挥中心建立联合救援工作
机制，突破属地限制，明确院前急救任务的首
接负责制，确保甬舟毗邻地区群众的院前急救
需求得到迅速、有效响应。建立院前急救病人
转运机制，精准对接群众的健康需求。在此基
础上，甬舟两地院前急救机构在人员培训、质
控检查和急救技能竞赛等多层面开展深入交
流，按照工作联络机制，多次举办院前急救专
家交流研讨会，共同推动两地院前医疗急救业
务水平的协同发展。未来，还将推进社会保险
业务经办一体化，强化劳动人事争议协同处
理，深化社保卡“一卡通”应用，拓展市域公
共交通、医疗结算等便民服务功能。

深化教育领域合作。甬舟 6 所普通高中开展
一对一“结对”，深化特殊教育“甬舟共育”。
海曙区跨地区教共体优质发展案例—— 《海曙
区“三化”模式推动跨地区教共体优质发展》
获评第二批浙江省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区域和
学校典型案例。开展甬舟联合教研活动，宁波
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舟山开放大学 （舟山
蓉浦学院） 共同举办语文、外语、财会、建

筑、护理、化工等多学科专业多频次的联合教
研活动，深入推动甬舟职业教育一体化。

推进养老服务一体化协作。围绕两地养老
服务合作交流，继续实施“海岛支老、一起安
好”行动，推动建立宁波与对口地区养老机构
服务管理人员业务交流学习机制，促进养老服
务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据悉，宁波市已
选派骨干赴普陀区乡镇 （岛屿） 开展服务，根
据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为岛上机构及老人提
供必要的电器设备及生活物资。

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甬舟两地正
携手并进、联防共治。当前，两地正持续强化
甬舟区域环境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联合出台

《甬舟一体化生态环境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
动工作方案》，建立甬舟两地“三库一队”环境
应急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协同开展应急处置演
练。

更多的联动机制也创设起来了：两地建立
警医消一体化高效联动机制，实现高速公路应
急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开展渔政联合执法行
动，对存在安全问题的船舶责令现场整改，对
涉嫌违规船舶查扣处理⋯⋯

跨越山海，宁波与舟山之间“阿拉”的故
事仍在继续。一连串成果的背后，是对前进方
向的坚定不移——

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宁波与舟
山将继续合力落实国家战略、建设一流强港、
促进产业融合、深化同城共享等，共同推进一
批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 努 力 形 成 更 多 合 作 成 果 。

“甬”结同心、风雨同“舟”，携手谱写甬舟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浙江“勇当先行
者、谱写新篇章”多作贡献。

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郑佳

“阿拉宁波！”“阿拉舟山！”甬舟铁路的脚步越
来越近了。

在舟山，随便问一名出租车司机，他都能绘声
绘色地把工程要点讲得一清二楚。

比如，正在紧锣密鼓修建的金塘海底隧道段，
位于东海海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下方，西
起宁波市北仑区，东至舟山市金塘镇，全长16.18公
里，施工人员正日夜不休从宁波与舟山两端相向盾
构掘进。

就在不久前，随着盾构机成功穿越海堤，这一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正式开启“穿海之旅”。未
来，甬舟铁路开通，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火车的
历史，从宁波乘坐高速列车只需30分钟便可到舟
山……

人人如数家珍，个个翘首以盼。
自2019年宁波舟山一体化正式写入浙江省《政

府工作报告》起，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宁波、舟
山两座同样自称“阿拉”的城市，正按照“边谋
划、边推进”的思路，推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
等领域的全面合作，高效推进现代海洋城市共建，
激荡起磅礴的蓝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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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四局甬舟铁路项目建设了盾构行业首个智能配送中心，
面积 3300平方米，采用工厂化管理模式，通过遥控器控制 AGV智
能小车，将管片自动转运到施工现场。 （沈莉 宋新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