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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煜 通讯员
谢乐 施佩汶） 全省首批电力

“网格云电话”日前在宁波慈溪正
式投运。该系统为每个社区配置
了专属虚拟号码，并与对应社区
经理建立动态绑定。用户仅需拨
打虚拟号码即可直联专属社区经
理，实现服务需求“一键通达”，
切实解决供电服务“最后一百
米”难题。

据介绍，“网格云电话”是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数字技术开发的成果，创
新应用数字化技术优化供电服务
流程，构建“云端受理—智能分
派—闭环管控”服务新模式，推
动供电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转
型升级。

“相较于传统服务电话，电力
‘网格云电话’能实现‘人走号
留，换人不换号’，当社区经理岗
位发生调整时，通过后台账号解

绑与重新绑定操作，构建服务连
续性保障机制；其次，可实现

‘一键制单，全程管控’，社区经
理通过 i 国网 App 一键生成工单，
并在数供平台闭环流转，打造工
单全流程可视化管控模式。”国网
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副
主任郑思航向记者介绍，它还具备
定制化服务功能，可针对不同社区
和用户特性，灵活开通精准话单、
双呼模式、企业名片展示等特色功
能，极大提升服务的灵活性。

为加快服务模式推广，国网
慈溪市供电公司构建“线上网格
群 + 线 下 宣 传 栏 ” 双 轨 宣 传 模
式，双管齐下推广电力“网格云
电话”。

目前，电力“网格云电话”
已在慈溪市 6 个试点社区落地，
预计 2026 年实现“一网格一电话
一社区经理”478 个社区的全覆
盖目标。

全省首批
电力“网格云电话”上线
解决供电服务“最后一百米”难题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严舒玮） 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联合公布 2024 年度全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结
果，宁波市连续七年获评优秀等
次，并成为全省首批获得“神农
鼎·银鼎”的城市之一。

“神农鼎”是目前浙江省乡村
振兴领域的最高荣誉。据了解，
累计三次获得“神农鼎·铜鼎”
的获颁“神农鼎·银鼎”，累计五
次获得“神农鼎·银鼎”的获颁

“神农鼎·金鼎”。此前，我市已
两次获得“神农鼎·铜鼎”。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新时代
“千万工程”为引领，着力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奋力打造更多共同
富裕示范先行标志性成果。

培育特色产业。创新“链主
企业+产业联盟+农户”模式，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地标产品”

双轮驱动体系，持续做深“十桌
百鲜”乡土文章。目前，累计培
育省级“土特产”全产业链 13
条，总产值286亿元。

建设和美乡村。创新和美乡
村联建联创机制，整合市级 17 个
部门资源要素向 100 个试点村集
聚；以山区、沿海农村为重点，
推动 91 个村庄引入国企、乡村
CEO、强村公司等主体开展运
营。全市累计创建省级未来乡村
125 个，数量居全省第一，建成
艺术赋能村156个。

拓宽增收渠道。开展全市首个
乡村增收促富试点，辐射带动试点
区域12个村、超过5000户农户和
900户低收入农户增收；全省首创
覆盖全市低收入农户的“共富慈善
基金”，募集捐赠款物 1025 万元。
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5.12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1.62，连续21年呈缩小态势。

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连续七年获评优秀

宁波首夺“神农鼎·银鼎”

本报讯（记者张芯蕊 袁先
鸣 通讯员毕夏）“周周有好戏、
场场都精彩”，前晚，2025 宁波
市精品戏剧季开幕式暨法语原版
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 主演见面
会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行。4
月底至 9 月底，50 余部国内外顶
尖剧目、超百场演出将在宁波观
众的一片热望中，贡献一场戏剧
的盛宴，助力打造“宁波有好
戏”金名片。

作为戏剧季的开幕大戏，法
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 备
受瞩目。这部被誉为“法语第一
音乐剧”的传世之作，自 1998 年
巴黎首演以来，以 55 首金曲、震
撼舞美和史诗叙事征服全球观众。

如果说 《巴黎圣母院》 是戏
剧季的“序曲”，那么由六大板块
构成的艺术盛宴便是一部多元立
体的“交响曲”。

从经典话剧到先锋舞剧，从
传统戏曲到爆笑脱口秀，戏剧季
以“艺潮涌动”“名家荟萃”“雅
颂传薪”“声声入耳”“童梦飞
扬”“欢韵流芳”六大板块，为不
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定制了
艺术“菜单”。

聚焦国内外经典的“艺潮涌
动”板块，以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开篇。此后，包括
俄罗斯舞剧 《雨中》、现代舞秀

《无名之辈》、话剧《雷雨》、中文
版音乐剧 《摇滚浮士德》 等在内
的国际经典与知名 IP 大戏，都将
在戏剧季中精彩呈现。

在聚焦名家名作的“名家荟
萃”板块，交响乐剧 《罗密欧与
朱丽叶》 由著名乐评人焦元溥担
任剧本改编、王耀庆主演，指挥
家张洁敏带领的宁波交响乐团同
台献演；话剧 《断金》 由“铁三
角”张国立、张铁林、王刚联袂
出演；明星版话剧 《暗恋桃花
源》 由黄磊、何炅主演；粤语版
荒诞喜剧 《驴得水》 将由朱茵、
罗家英倾情演绎；舞台剧 《太白
金星有点烦》 由祖峰主演；刘昊
然接棒靳东出演话剧 《温暖的味
道》⋯⋯

关 注 传 统 文 化 的 “ 雅 颂 传
薪”板块，将呈现融合舞台、影
像、科技等多维艺术的舞剧 《天
工开物》，越剧 《何文秀》《柳
永》，首次来甬的“新·国风”音
乐剧《锦衣卫之刀与花》，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等经典名作。

此外，还有聚焦音乐艺术的
“声声入耳”板块、聚焦儿童剧的
“童梦飞扬”板块、主打年轻态的
“欢韵流芳”板块。

据悉，2025 宁波市精品戏剧
季优秀剧目较 2024 年同期翻一
番，其中，国际原版剧目占比近
20%，创历史新高。此外，本次
戏剧季还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举
措，进一步激发市民观剧热情。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戏 剧 季 期
间，主创见面会、艺术家“大师
课”、高校艺术巡演等“艺术零距
离”互动活动将在全城开展，邀
请市民观众深度“入戏”。

2025宁波市精品戏剧季启幕

破解乡村同质化难题

乡村旅游的开发主要依托
当地自然人文资源，但往往会
存在开发手段、形式较为单一
的问题，导致旅游产品大同小
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者
的消费体验。因此，实现乡村
差异化发展至关重要。

不久前，位于象山县新桥
镇的全新文旅地标——中国海
影城“奔跑吧乐园”，官宣将
于5月1日正式开园。

“‘影视+文旅’是新桥
镇‘出圈’的秘诀。如今，镇
上每年有超百万人次的游客
量 。” 谈 起 乡 旅 共 富 的 生 意
经，象山县新桥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樊梦佼十分自豪。

该镇坐拥象山影视城、中
国海影城等高能级旅游景区平
台，影视氛围浓厚、影视配套
齐全，景区人气也带动了乡村
旅游经济。

上盘村邀请“修以为常”
等编剧工作室入驻，创造剧景
共融的体验场景，将村庄打造成

“30°N编剧村”；黄公岙村积极
完善“影视第一村”的配套设
施，改造升级美食“夜经济”一
条街，增加影视烟火气⋯⋯

“瞄准长三角地区客源市
场，我们在周边村差异化精选
影旅赛道，谋划了一批城里城
外联动的乡村旅游场景，争取
把 游 客 体 验 延 长 到 ‘25 小
时’，能够在村庄玩一天、在
民宿住一晚。”樊梦佼说。

而位于宁海县的葛家村，
则抓住了当地最亮的名片——
艺术特色村。

“我们坚持‘人人都是艺
术家，家家都是创业户’的运
营理念，让更多的人认识葛
家村。”葛家村书记葛万永表

示。通过引进第三方运营、鼓
励在外企业家回村创业等措
施，实施艺术兴村，葛家村面
貌焕然一新。

村内聚集着票证博物馆、
山边农庄、巾帼画院、仙人掌
酒吧、仙绒美术馆、手工艺
馆 、 巧 娘 工 作 室 、“ 溪 山 桂
语”民宿等 30 余处风景，带动
35 户村民共同创业，经营手工
艺品制作、文创产品销售、葛
家特色小吃等业态，实现以大
带小、整村推进，村集体收入
几近翻倍。

如
何
更
有
看
头
更
多
盼
头
？

寻一处村景，逛一场村
集，品一回村宴……四月春
恰好，“到乡村去”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旅游“导向”。

4月23日，“四明三千
里，醉美是乡野”2025宁
波市乡村旅游季在东钱湖畔
举行。我市各乡村紧抓“春
日经济”发展契机，围绕村
景、村集、村宴、村晚、村
游、村K六大乡旅主题，因
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涵盖生
态、采摘、研学等内容的乡
村旅游项目。

“自 2020 年起，宁波
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乡村旅游
季活动，持续带热乡村休闲
旅游市场。”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据
不完全统计，去年，我市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5000
万人次。

如何增加乡村旅游的
“看点”和“卖点”？“百
变”乡村，又如何让村游更
有看头？

唤醒乡村沉睡的“宝藏”

当春日的暖阳笼罩陶麓街
区，各式商铺林立，重现旧时

“无陶不成市”的热闹场景；
漫步韩岭老街，保存完好的明
清建筑群依湖而建，青石板街
巷纵横交错，飞檐翘角间尽显
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

“东钱湖镇部分村历史文
化悠久，古建遗迹众多，我们
将‘古建新生’作为切口，在
原有基础上修旧如旧，以‘古
建+产业’模式打造富有历史
感的特色街区。”鄞州区东钱
湖镇党委书记杨洪波说。

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
韩岭村通过政企联动开发韩岭
老街，打造商旅综合体，带动
100 户村民就业，实现村集体
资产增收40万元。

同时，巧妙注入现代艺术

元素，将街头演艺融入日常场
景，非遗传承人、独立音乐
人、行为艺术家在此碰撞出灵
感的火花。据统计，韩岭街头
演艺已吸引超 50 万观众，并成
功获评浙江省“文艺赋美”街
头演艺精品点位。

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建
设村，则保留了传统民居特
色，盘活 140 余间闲置农房资
源，引入轻奢民宿、精致餐
饮、创意市集、网红品牌等 60
余个新业态，打造陶麓特色示
范街区，构建“湖畔·漫生
活”休闲度假目的地，已实现
年增收超120万元。

从东钱湖镇的实践中，不
难发现，唤醒乡村沉睡的“宝
藏”，需要“内外兼修”，既要
留住古村的肌理与乡愁，又要

植入现代时尚基因。
走进奉化区东山村，一座

山村土坡“变身”咖啡屋，面
朝山谷的落地大窗，将溪口古
镇和四明群山的美景尽收眼
底；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来到
镇海区九龙湖村，经过精心改
造的“念青闲庭”民宿，融入
越窑青瓷文化元素，设计感十
足⋯⋯在宁波，一座座“传统
村落”实现蜕变，成为游客竞
相造访的“网红打卡地”。

宁波全域旅游研究院执行
院长、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
李华敏说，宁波要积极推进乡
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深度开
发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建
立起集古村落保护、乡村旅
游、地方特色商品销售于一体
的文旅产业。

打造乡村运营新范式

“运营是乡村的造血干细
胞，是乡村振兴的密码之一。”
省级乡村旅游运营团队、宁波
小懒农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任朝辉说。
2018 年 以 来 ，

他带领团队扎根乡
村 ， 坚 持 “ 运

营前置”，通

过“资源转化+流量深耕+数字
化运营”三位一体模式，激活
乡村旅游的造血功能。

日前，他的新项目——“云
龙牧云文化创意区”在鄞州区
云龙镇云龙村落地，结合云龙
地域文化特色，将周边农田发
展为观光农业，以彩色油菜花
田、云下牧场及咖啡屋打造全
新的周末打卡旅游点。

在 海 曙 区 新 后 屠 桥 村 ，
“星野里农场”也收获不少研
学团队的青睐，“农旅+研学”
让 40 亩农田变身“大地教科
书”，让土地从生产端跃升为
教育、旅游的复合载体。该农
场年接待学生超 2 万人次，带
动周边农户增收20万元。

“今年，我们还将重磅推出
‘星游迹’项目，降低亲子游学
门槛，实现乡村深度游，重新
定义‘游学’。”任朝辉说。

在慈溪市龙山镇王家路村
党总支书记、慈溪传统家具制
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沈建江
看来，乡村旅游运营不仅能让
乡村富起来，还能让非遗传出
去。

这座小村，依托“一村四
非遗”的独特优势，将文化与
三产融合，挖掘盘活非遗资

源，“非遗+”成为乡村致富、
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途径。

这背后，离不开沈建江为
王家路村量身打造的运营方
针。此前，他的公司成功入选
文旅部公布的 2024 年度乡村文
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由他筹建并运营的徐福红
木博物馆，年接待研学游团队
超 200 批次，榫卯体验工坊创
下单日 3.8 万元的消费记录。
村里还经常举办非遗展演和民
俗活动，不仅促进村民增收与
就业，也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我们还将实施‘非遗振
兴 2.0 计划’，让每个来到王家
路村的人，都能触摸时光的温
度，看见乡村振兴的‘诗与远
方’。”沈建江说。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和‘县城—中心镇—重点村’
发展轴的大力推进，乡村旅游
也 将 迎 来 新 一 轮 快 速 发 展
期。”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宁波
将持续围绕“乡旅共富路”特色
品牌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共富示
范区、共富示范村、共富工坊，
将宁波打造成全省乡村旅游发展
高地、长三角乡村旅游首选
地，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新闻聚焦

记者 俞家嘉
见习记者 孙佳骏

2025宁波市精品戏剧季欢迎广大市民及艺术爱好者共赴艺术之约。
（张芯蕊 袁先鸣 摄）

“念青闲庭”民宿。 （受访者供图）

中国海影城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奔跑吧乐园””。。（（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村
景
、村
集
、村
宴
、村
晚
、村
游
…
…

九龙湖九龙湖。。（（丁文豪供图丁文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