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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王姿添 林丹蕾）“‘浙里办’系
统内查不到您的个人信息，别着
急，我们马上联系省里的后台技术
人员帮您解决⋯⋯”昨日，记者来
到镇海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看到
该区“娜”里有“解”工作室首席
服务专员王维娜成功协助一名外籍
人士解决了子女入学报名难题。

事事有回应、件件能落实，让
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好办、快
办、贴心办”。“‘娜’里有‘解’
工作室是我们今年针对政务服务疑
难杂症打造的创新平台，直指群众

和企业办事中的‘模糊地带’。”镇
海区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无论是职责边界不清的“三不
管”问题，还是涉及多部门协调的

“连环扣”难题，或者是老年人、外
籍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均被纳入工作室兜底服务范畴。

市民王女士便是受益者之一。
2015 年，她在骆驼街道保利城购
买车位，却未办理产权证。今年她想
补办产权证时，发现合同遗失，且当
时在镇海的开发商公司已注销，连
不动产初始登记凭证都无处可寻。

该工作室接手后，启动“特事

特办”流程，陪同王女士到房管窗
口重新出具合同，通过“企查查”联
系异地开发商本部协调补盖章，最终
用10个工作日助其拿到产权证。

“‘娜’里有‘解’工作室的
目标，就是不让任何一名办事主体
带着‘无解’的困惑离开。”王维
娜告诉记者，以民为本，急群众之
所急，是工作室的服务初心。

以四川万源籍务工人员王先生
为例，他因行动不便且经济困难，
办理完社保退保业务后，滞留镇海
无法返乡。对此，工作室联合民政
窗口，启动紧急救助：协调返乡车

票、安排途中饮食，并主动对接王
先生家乡的民政局做好衔接。“你
们不仅帮我回家，还让我感受到了
第二故乡的温暖。”王先生临行前
连连致谢。

让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变 成 “ 最 暖 一 公 里 ”。 自 成 立 以
来，该工作室已成功为 55 人次妥
善办理 27 个难办事项，涵盖外籍
人士账户问题、社保补缴、异地就
医等，涉及公安、医保、市场监管
等 11 个部门，其中包括跨省协调 2
起、跨区协调 2 起，并为特殊群体
提供上门帮办服务 11 次。

“娜”里有“解”工作室:

让“模糊地带”没有“无解题”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蒋梦婕） 近日，2025“寻找宁
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30 强名单
出 炉 。 这 场 由 宁 波 股 权 交 易 中
心、市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行业协
会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联手主办的
活动，吸引了 660多家本地企业报
名 ， 历 经 “600 进 120”“120 进
60”等多轮筛选，决出30强。

入 围 企 业 个 个 有 绝 活 ： 像
“伏尔肯”深耕碳化硅陶瓷材料，
自主研发出碳化硅 3D 打印技术；

“赛墨科技”研发的石墨—铝轻质
高导热复合材料，攻克了金属基

复合材料行业的老大难问题。据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介绍，30 强企
业覆盖先进制造、新材料、半导
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从前
沿技术突破到实际场景应用，从
产品迭代到“研发+服务”模式
创新，处处透着宁波企业的创新
劲儿。

接下来，大赛将从 30 强中选
出特别奖“智创之星”和行业奖
项。获奖企业不仅能拿到知名基
金投资，还能获得银行最高 5000
万元的贷款额度，更有机会优先
进入全市拟上市企业培育库。

“寻找宁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30强出炉

本报讯 （记 者孙吉晶 王
博 通讯员陈飒） 昨日，鄞州区
亭溪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项目签约，标志着全市首
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
目正式落地。

亭溪小流域面积 46.29 平方公
里，以丘陵地貌为主，在强降水
条件下，流域一带曾频发自然灾
害，水土流失严重。

治理溪沟 2.8 公里，铺设引水
管道 2.56 公里；新建拦沙堰 3 座、
人行桥 3 座、泵房 1 座⋯⋯这几
年，鄞州区深入实施“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在亭溪小流域城
杨段相继实施幼林抚育、溪坑整
治、水生态修复等项目，不断巩固
和提升小流域水土保持功能。

此举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
价值转化创造了条件。鄞州区水
利局积极探索转化路径和收益反
哺机制，与东钱湖镇政府、宁波
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城
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单位密切
配合，促成了该项目的落地。

当天，鄞州区水利局向城杨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宁波城杨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颁发了水土保持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认证书；城杨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与宁波城杨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就开发经营签署了协议。

根据协议，作为出让方的城
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出让亭溪
小流域城杨段 20 年的水土保持生
态产品开发经营权，每年获得 10
万元固定回报及营收分红的 1%。

“ 公 司 前 期 已 投 资 1800 万
元，用于城杨区块小流域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今后每年还要投入
不低于 100 万元用于日常管护。”
作为受让方的宁波城杨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能说，通过项
目开发，把这里的生态“好水”
转化为经济“活水”。

记者看到，宁波城杨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引进的漂流项目已竣
工，全长 2.8 公里，落差 168 米，
沿途翠竹葱郁，风光旖旎，本月
开始试营业。“漂流项目开业后，
能 为 村 民 提 供 至 少 30 个 就 业 岗
位，同时带动民宿、餐饮等产业
发展。”城杨村党支部书记杨孝春
说，绿水生“金”，前景可期。

以往，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通
常要靠政府出资，该项目是水土
流失治理引入社会资本的创新实
践 ， 构 建 了 “ 开 发 收 益 反 哺 治
理”的可持续机制。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李国勇） 镇海区人民法院审结的
一起农田租赁合同纠纷案，因创
新援引民法典绿色原则平衡双方
权 益 ， 日 前 入 选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为涉农纠纷审理提供了示范
性参考。

自 2014 年起，原告潘某将 6
亩 农 田 租 赁 给 被 告 陈 某 种 植 蔬
菜，前期租期 5 年，后改为一年
一签。2021 年双方签订的 《租地
协议书》 约定租赁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期
届满前，潘某以农田自用为由通
知陈某不再续租，并要求租期一
到立即腾退，遭到陈某拒绝。陈
某认为，以往租期将满之际，双
方都会顺利签订续租协议，在接
到原告不再续租的通知时已投入

种子、育苗及大棚覆膜，主张作
物尚在生长期，强行腾退将导致
重大损失。

法院现场勘查后认为，合同
虽到期，但双方将租期截止日设
为自然年度结束，未考虑农作物
生长周期特殊性。鉴于双方存在
8 年长期租赁关系，陈某续租准
备 具 有 合 理 性 ， 若 强 制 铲 除 未
成 熟 作 物 将 违 反 民 法 典 绿 色 原
则 ， 造 成 资 源 浪 费 。 最 终 判 决
陈 某 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 前 腾 退
土地，并按每月 500 元支付逾期
使用费。

据专家介绍，民法典将绿色
原则确定为民法基本原则，是中
国法治对生态文明保护的时代宣
言 。 本 案 突 破 机 械 适 用 合 同 条
款，直接援引绿色原则对具体规
则进行矫正，既保障农民合法权
益，又避免农业生产资料浪费，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涉农纠纷处
理提供了司法样本。

援引绿色原则
巧解租地到期作物未收难题
镇海法院一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鄞州城杨村。（周斯佳供图）

全市首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项目落地

绿水生“金”

邬大为的来信。
（张芯蕊 摄）

一封“家书”，寄给

桃花盛开的地方
编辑同志您好：

我叫邬大为，今年 92 岁，是歌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词作者。2016 年，应奉化市政府之邀，将此曲作为当时奉化市
市歌，并热情地同唱此曲……

昨日，记者收
到了一封手写“家
书”——著名歌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的词作者、92岁
奉化籍艺术家邬大为
先生，用3首最新创
作的歌词，向家乡宁
波奉化献上了真情告
白。

4页信纸，语言
凝练却情怀真挚。邬
大为写道：“乡情绵
长，乡愁难忘，虽因
年岁过高难以回家，
但对故乡的情常萦绕
心间……”

于是，《重回桃
花盛开的地方》《奉
化蜜桃缘》《想吃蜜
桃到奉化》3首歌词
“流淌”而出，那份
对故乡的思念与热爱
也随之融入字里行
间。

记者 张芯蕊

《重回桃花盛开的地方》，
只 要 看 到 这 首 歌 词 的 名 字 ，
就 会 明 白 邬 大 为 想 要 为 那 首
经 典 歌 曲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再 续 桃 花 情 缘 的 良 苦
用心。

“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
有我迷人的故乡，桃园荡漾着
孩子们的笑声，桃花映红了姑
娘的脸庞⋯⋯”

上世纪 80 年代，由邬大为
作 词 的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这首歌刚刚“出世”，就
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
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无数人心
中的经典。

据邬大为回忆，其创作灵
感源于与一名驻守边疆小战士
的对话。

1969 年底到 1970 年初，当
时正好是“三九天”，屋外零
下 40 摄氏度，条件十分艰苦。
邬 大 为 看 到 一 名 小 战 士 ， 问

他 ， 最 冷 最 苦 的 时 候 在 想 什
么？小战士回答：“我在这里
看到的到处是雪花，而现在我
的 家 乡 马 上 是 桃 花 盛 开 的 季
节，想到那片片桃花，再冷再
苦也不觉得了。”

“看到雪花想到桃花，身
在边疆心想家乡。”邬大为灵
感迸发。十年后，几经斟酌，
他写下了这首 《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既表达了保卫边疆
的豪情，又写出了思念家乡的
温情。

时间一晃几十年，歌词中
所描述的地方，一直是一个未
解之谜。直到 2015 年，据知情
人透露，这名小战士心心念念
的家乡正是宁波奉化。

有趣的是，奉化也是邬大
为的故乡。

“ 桃 树 倒 映 在 明 净 的 水
面 ， 桃 林 环 抱 着 秀 丽 的 村
庄。”或许也是邬大为对家乡

的深情描述。
1933 年，祖籍浙江奉化的

邬大为出生于杭州。在他读小
学时，全家辗转到上海生活。
15 岁那年，邬大为随父亲、哥
哥第一次回到家乡浙江奉化禾
家桥村。从那时起，他对故乡
的 深 情 便 深 种 在 心 底 。 再 后
来，历经世事变迁，求学、工
作，邬大为在辽宁沈阳定居。

家乡虽然遥远，却是心中
永远的牵挂。

在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中，邬大为曾深情咏叹：

“ 啊 ， 故 乡 ， 终 生 难 忘 的 地
方。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
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

在 《重 回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里，“啊！故乡，我魂牵
梦绕的地方。任凭边疆雪花漫
天飞扬，我总能闻到故乡桃花
的芬芳”成为对家乡桃花情缘
的续写。

再续桃花情缘A

“告别雪花纷飞的北国边
疆 ， 回 到 桃 花 盛 开 的 美 丽 村
庄 ⋯⋯ 最 惊 喜 当 年 贫 困 的 山
区，今天变成了富饶的果乡。”

除了遥想故乡，邬大为的
3 首歌词，记叙了家乡变美、
变富的模样。

2015 年，阔别家乡 67 年，
邬大为再次回到故乡奉化禾家
桥村，发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村 中 桃 树 成 林 、 桃 花 如

海，风景美不胜收，更因当地
特产水蜜桃而闻名。如此情景
给邬大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回到沈阳，仍让他难以忘
怀。

在《奉化蜜桃缘》中，他写
道：“你的土温柔，你的树俊
秀，你的花清幽，你的果风流，
看一眼魂丢，尝一口美透。”

在 《想吃蜜桃到奉化》 里，
他写道：“三月春风到，桃树
发新芽；枝头一点红，芳馨满

园洒；香甜蜜桃未尝到，那口
水滴滴答答掉地下。”

这份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的巨变，在他笔下化作了更真
挚、更具象的表达。

“如果这些歌词能让更多
人知道家乡奉化的桃林、水蜜
桃，这也算是一件好事。”邬
大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白发苍苍，故园情深。正
如 邬 大 为 的 歌 词 中 所 写 ——

“终生忘不了，一生寄乡愁”。

再现家乡模样B

奉化桃林奉化桃林。。（（奉化区委宣传部供图奉化区委宣传部供图））

再续桃花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