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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本报讯（记者王佳辉 通讯员
严舒玮 竺颖盈） 4 月下旬，位于
江北区慈城镇半浦村的“浦溯”茶
餐厅正式开业，该店与对面的“浦
溯”茶咖一样，均由“95 后”青
年“农创客”陈先权主理。

自去年上半年与半浦村结缘以
来，陈先权以“文艺村长”的身份
扎根于此，参与村庄建设。今年春
节期间，他创作的哪吒主题大型墙
绘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这一年，村里的业
态越来越丰富，慕名而来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半浦村党支部书记陈
卡男说。

青年“农创客”往往学历较
高，对新理念、新技术的接受程度
高、学习速度快，具备赋能乡村建
设的先天优势。

在宁波，像陈先权这样的青年
“农创客”还有很多。2022 年，我
市启动实施万名农创客培育行动，
吸引优秀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截至
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农创客 9849
人，其中青年群体占比 80%以上，
成为“农创客”的骨干力量。

在海曙区集士港镇，青年“农
创客”任朝辉打造了集农文旅功能
于一体的星野里农场，还主动联系
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建立了一支
懂 乡 村 、 会 运 营 的 “90 后 ” 团
队；在慈溪，王侠浃重新定义了葡
萄产业发展模式，建立了葡萄特色
共富工坊示范基地；在奉化，应姗
蓉聚焦美丽乡村，助力奉化芋艿
头、油焖笋等特产远销，同时带动
当地就业⋯⋯

宁波还以“大人才观”牵引拓

宽乡村发展路径，推进“青年入
乡”生态圈建设。

去年以来，奉化、鄞州等地积
极试点乡村职业经理人参与推进乡
村振兴，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了 300
余名以青年为主的专业人才。这批
懂管理、善经营的乡村职业经理
人，在盘活当地乡村资源、对接市
场、做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与青年“农创客”一
起，成为宁波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城乡共富的排头兵。

比如，宁海深甽镇清潭村引进
乡村运营主理人张芝铭团队，打造
了“南溪楠温泉文化大院”“大里妙
食集美食文化大院”等项目，形成数
座融合当地特色资源的农文旅综合
体。宁海县还与东华大学合作搭建
了全国联合毕业设计平台，近 4 年
时间吸引全国百余所高校的千余名
大学生扎根乡村，实现双向赋能。

据了解，宁波今年将打造 120
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并推出 450
余个就业或实习岗位，为青年提供

就业指导、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等
服务，同时通过农文旅研学、土地
租赁、农产品销售、劳动雇佣等方
式，带动周边农户和村集体经济增
收。

推动青年入乡，离不开政策的
支持。近年来，我市银行保险机构
在信贷投放、保险保障等方面，向

“新农人”、“农创客”、返乡大学生
等乡村人才给予重点支持。最新出
台 的 2025 年 宁 波 市 委 一 号 文 件 ，
将“推进青年入乡发展”纳入建设
共同富裕先行市重点行动，提出要
强化青年入乡“引育留用”全链条
政策供给，建设人才链、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融合发展集聚区。

“人才是最关键、最活跃的因
素，青年与乡村能够互相成就、共同
成长。”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 年 宁 波 计 划 培 育“ 农 创 客 ”
2000 名以上，组织“奔甬而来”系列
农业农村专场招聘会，同时持续推
广乡村职业经理人新模式，以人才
振兴引领乡村振兴、共富先行。

宁波今年计划打造120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培育逾2000名“农创客”

青年入乡，点亮乡村未来

记 者 徐丽敏
通讯员 蔡芳洁 赵敏敏

“ 平 安 巡 防 活 动 通 常 周 二 发
布，这都周三了，怎么还没有看到
呢？”日前，记者在慈溪桥头镇五
姓村采访时，碰到村民李秋月，她
正不断刷新文明实践平台“群治
分”首页。

每周，李秋月都会和几十名村
民组成巡查队，对全村进行“大检
查”，捡拾垃圾、排查安全隐患等。

“平台里发布的志愿活动很火，名额
靠抢。”作为“群治分”的忠实粉丝，
李秋月参与活动几乎全勤。

打开“群治分”，在线学习、
志愿服务、文明监督等活动丰富多
样，村民每参与一场活动可积 10
分或 20 分，积分可用来兑换生活

用品、医疗服务、信用贷款等。
“虽然我们村村民的整体文明

素质较高，然而几年前，大伙参与
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却不是很高。”
村党委书记毛佳文说，过去参加村
里活动的，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张熟
悉的面孔。

如何让“少数人”变成“大多数
人”？2020 年，五姓村开始推行“桥
头分”，也就是“群治分”的前身。

让村民“唱主角”，首先得把
他们“请上台”。对此，村里打出

“组合拳”：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
品，让大家尝到“甜头”；量身定
制个人二维码，网格员帮助录入活
动参与和积分信息，让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村民也能参与到村庄建设
中来。

随着平台的推广，参加村里活

动的不再只是那几张老面孔，先用
者带动后用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
动报名。“我是最早一批用户，还
曾当过环境美化、光盘行动的发起
人呢！”56 岁的孙景芬笑着展示手
机里的活动记录。

村民在参与活动时发现，这其
实是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好机会。
于是，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日积月累，一场由外而内的改
变悄然发生：村民在共建中共享家
园 美 好 ， 参 与 积 极 性 更 加 高 涨 。

“参加清爽行动时，明明是在我面
前的垃圾，刚要去捡却被其他人抢
先捡走。”村民何伟庆面带笑意地
说。

现在，村民参加家园建设不仅
仅是为了积分，让村庄变得更美好
成为他们内心的责任。

“停车场旁边的绿化带是村民
自愿认领管护的，大家主动承担拔
草、修剪任务，门前屋后的杂草地

也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得 到 了 妥 善 整
治。”毛佳文由衷高兴，几乎家家
户户都用上了“群治分”，改变的
不仅是村容村貌，还有村民积极向
上的精气神。

记 者 手 记

美好家园建设，是一场人人参
与的“长跑”，需要内生动力持续
赋能。

五姓村通过文明实践积分制撬
动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更多
人从村庄建设的“旁观者”变为

“参与者”。当志愿活动变成“香饽
饽”，文明理念在潜移默化中融入
村民的生活，促成洁净美丽、邻里
和睦等可感可触的变化。

正如许多村民所言，大家已不
再仅仅为了积分，而是出于对村庄
建设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这，正
是家园共建的内生动力。

小积分“撬动”家园共建内生力
文明力量·共耕家园

记者 李睿清 通讯员 张甘秋

方圆脸，个不高，永远一身蓝
色工作服，初见罗明浩，很难将他
与半导体三个字联系起来。就是这
么一位看似普通的技术工人，书写
下中国半导体靶材的“逆袭”传
奇，更成为行业发展的推动者。

罗明浩与半导体靶材结缘，源
于 20 年前的一场“巧合”。电工出
身的他本在协助江丰电子搭建车
间，却因一手过硬的技术被委以重
任。

“都没听说过超高纯金属溅射
靶材。”罗明浩说，刚接到任务，
他属实有点懵。但在逐渐了解到该
技术对国产芯片发展的重要性后，
罗明浩下定决心，开启了他的“跨
界”之旅。

靶材生产对温度控制、金属纯
度要求很高。为了控制 1 摄氏度的
温差，罗明浩带领团队设计过 12 套
方案，画的图纸有上百张；为了让金
属纯度达到 99.9999%，他又专程
跑了趟东北，向铝业专家请教⋯⋯

“7 点起，3 点睡，是那段时间的常
态，我跟团队成员基本长在了实验
室。”罗明浩说。

实现了技术突破，罗明浩又操
起 了 行 业 发 展 的 心 。“ 只 有 家 家
强，行业才能真正壮大起来。”秉
持着如此初心，罗明浩带领团队成
员开始“保姆式”帮扶——大至设
备采买，小至水电管线铺设，只要

企业有需求，一个电话或一条微
信，罗明浩就免费上门服务。

宁波一家专注于高纯材料领域
的企业正是在罗明浩的指导下有了
如今的面貌。“公司在上海起步时，

‘罗大师’为了帮我们研究电子级高
纯铝生产工艺，足足半年没回家。现
在来了宁波发展，我们遇到问题第
一反应还是找他。有好几次线下帮
扶，我们还没上班，他就到了。”企业
副总经理余伯森说，如今企业生产
所用的技术、设备及不少技术人员，
都是由罗明浩一手搭建培养的，“行
业里能有这么一位‘指明灯’，真是
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如今罗明浩所帮扶的企业已有
百余家，最长的帮扶时间达十余
年。

与此同时，罗明浩还先后成立
余姚市工会惠企技师服务队、浙江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浙江省高技能

（劳模） 创新工作室，为 71 家企业
培育超 200 名高技能人才。

“有些企业说要给我钱，都被
我拒绝了。我选择义务帮扶，是希
望能发挥我自己的能力，为企业解
决技术瓶颈，让更多企业、行业驶
上发展‘快车道’。”他说。

从“破冰者”到“引路人”，
如今罗明浩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
坦言自己肩上的“担子”因此更
重 ，“ 这 项 荣 誉 是 认 可 ， 更 是 鞭
策。今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发挥
自身引领带动作用，激发更多基层
劳动者成长成才，帮助更多半导体
企业发展建设”。

跨界勇闯新赛道
——记全国劳动模范罗明浩

劳动“模范生”

编 者 按

“五一”假期，消费热潮在
甬城火热升腾。当县域经济活
力迸发，乡村消费正成为乡村
振兴的强劲引擎。

宁波日报报网端今起推出
“乡村消费燃起来”栏目，以小
店、摊位、集市等微观切口为观
察点，透过鲜活故事与创新场
景，破解乡村消费升级密码，展
现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章天璐 施宜卿

草木葳蕤，万物并秀。镇海骆
驼街道朝阳村西大河畔，稻田气息
和咖啡香味交织。

记者昨天来到村咖“鲤朵小
院”时，来自江北的郑女士正拿着
一杯拿铁，看着两岁半的儿子在小
院草坪上玩滑梯。

“ 这 里 有 沙 坑 、 滑 梯 ， 适 合
‘放养’孩子，我们也能偷得浮生
半日闲。”郑女士说。

“五一”假期，像郑女士这样
带着孩子来“鲤朵小院”的顾客络
绎不绝。主理人吴先生和妻子汪女
士 忙 着 为 客 人 端 咖 啡 、 送 小 食 ，

“平时日营业额在 5000 元左右，周
末和节假日有 1.5 万元左右，像昨
天‘五一’，营业额就超过了 1.5 万
元。”

“鲤朵小院”开了 8 年，前阵
子从鄞州姜山搬到了骆驼朝阳村。
为何要选择一个在全市知名度不算
高的村庄扎根？小院又凭什么拥抱
乡村消费这轮“朝阳”？

“ 村 咖 大 多 离 城 市 较 远 ， 但
我们毗邻中心城区，同时又有乡
村 气 息 。” 吴 先 生 指 了 指 附 近 高
耸 的 世 纪 大 道 高 架 ，“ 高 架 镇 海
段下来就是小院，江北区及东部
新城、高新区的市民过来，车程
只 要 20 分 钟 至 25 分 钟 ， 非 常 方
便。”

相比其他村咖，小院的区位

优 势 远 不 止 此 。 记 者 环 顾 四 周 ，
西大河、稻田左右相依，场地开
阔，适合设置较大的儿童游乐设
施。

“所以我们村咖的玩法和别家
不同，主打亲子友好。”作为一名
母亲，汪女士深谙家长的消费心
理，“除了玩具外，我们为孩子准
备了宝宝餐，没有预制菜，这是家
长最关心的。”

如今，小院三分之一的客源来
自亲子家庭。

村咖要提振乡村消费，除了找
到自己的独特定位，更要与所在的
乡村“共生”。这种“共生”或者

“互动”，可以“藏”在一份甜品
中、一道餐食里。

交谈间，顾客点的番茄肉酱
意面、草莓蛋糕“出炉”了。“你
看，意面里的当季小番茄摘自村
里的杰盛生态庄园，蛋糕上的草
莓来自‘隔壁邻居’阿欢草莓园
艺 场 。 水 果 才 下 枝 头 、 就 上 桌
头，最快只需 10 多分钟。”吴先
生笑着说。

“用城里的说法，这是一种供
应链。但我觉得，村里卖咖啡的、
种水果的、养鸡的，都成了‘同
事’。”吴先生如此形容“共生”。
而小院产生的咖啡残渣，也被农场
回收用于堆肥。

这种“在地共生”，正在更广
的消费圈层荡起涟漪。“小院有的
亲子家庭会来庄园体验采摘，而一
些客人摘完水果后，会顺路去小院
喝杯咖啡、吃顿饭。”杰盛生态庄
园负责人翁建江认为，这是相互引
流、双向赋能。

据统计，全国有逾 4 万家咖啡
馆开在村里。可以说，村咖已成为
链接城乡的消费新场景。

“ 村 咖 要 持 续 激 发 乡 村 消 费
活力，关键不在于咖啡本身，而
在 于 乡 村 。” 汪 女 士 道 出 了 自 己
的 感 悟 ，“ 无 论 是 村 咖 还 是 其 他
业 态 ， 不 应 突 兀 或 强 行 植 入 乡
村，而是要自然‘生长’在村庄
的 脉 络 里 ， 成 为 乡 村 的 一 部 分 ，
使其既能承接城市潮流文化，又
能保持乡村质朴气质，从而带动
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城乡间
流动。”

与乡村“共生”

村咖激活新消费

乡村消费燃起来

扫码看全文

青春应在哪里绽放？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答案。

“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中举足轻重”“好青年志在四
方”“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做成一番事业、做好
一番事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西部发展和青年工作，勉励广

大青年服务西部、报效祖国。
在总书记指引下，新时代青

年挥洒青春活力、
汇聚西部发展强劲
动力，让青春之花
在 西 部 热 土 绚 烂
绽放。
（据新华社北京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青春筑梦西部
挺膺时代担当

“五一”假期不停工，在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施工现场，4号、5号主塔建设如火如荼推进，建设者穿梭于钢筋铁骨间。甬舟铁路项目
预计2028年建成，届时将成为中国跨海铁路的又一标志性工程。 （唐严 姚峰 郭少山 摄）

百米百米之上之上
筑通筑通途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