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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优一先”风采录

见习记者 郭婷茜
通讯员 叶青 叶丽苹

【名片】
慈溪市古塘街道科技路社区

党总支，下设 6 个党支部，有 85
名正式党员和 1 名预备党员。不
久前获评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近日，金仕华庭二期红色物
业二楼活动室里，孩子们在认真
地制作落叶贺卡。“这样的活动我
们每年都会举办，不光有青少年
暑期活动，还有亲子互动、社区
共建等活动。”慈溪市古塘街道科
技路社区党总支书记邬月孟说。

科技路社区成立于 2018 年，
是个“新”社区，面积约 1.15 平
方公里，现有住户 4215 户、居民
8600 余人。社区流动人员多，治
理难度大。

近年来，社区党总支坚持党
建 引 领 ， 紧 扣 “ 红 线 织 网 ” 思
路，将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
业公司、网格员、党员、业主代
表及各类社会组织有机联结，依
托“红色物业联席会”实现组织
覆盖和工作协同，共同维护社区
治理秩序和稳定。

一套机制搭建起来，治理也
就有了“落点”。但如何将机制运
用起来，解决居民的操心事、烦
心事，考验的则是社区党组织的
耐心和智慧。

垃圾投放点改造，曾一度演变

成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拉锯战”。
“当时我们初步选定的点位一

公布，就有业主提出反对，有的
甚 至 直 接 把 车 横 停 在 预 定 施 工
区。”邬月孟回忆道，为妥善推进
项目，社区启动了“业主提议—
业主代表汇总—业委会核议—联
席会商议—党组织审议—业主大
会决议”的“六步工作法”，一步
步厘清诉求、协调矛盾。

“六步工作法”让原本矛盾激
烈的垃圾投放点设置，变成了一场

“共识的达成”：群众的意见被听
见，合理化建议被采纳。最终，14
个垃圾投放点顺利完成改造，实现
了“落地不扰民、使用更便利”。

社 区 治 理 ， 关 键 得 服 务 于
民。立足“年轻家庭占比 65%”
的结构特征，科技路社区党总支打
造 “1 + 3 + N” 服 务 矩 阵 ， 建 设

“幸福学堂”、儿童之家、邻里盒子
等多功能场景，形成红色议事、文
体活动、心理疏导等“全龄友好”
体系，尽可能让不同年龄段居民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社区刚成立那会儿，有活动
无阵地、有服务无人气，有时我
们开展工作还会被居民‘赶’出
来。”邬月孟说，从“被拒之门
外”到“群众主动敲门”，科技路
社区的角色已悄然发生转变。下
一步，社区将启动未来社区创建
工作，围绕“美好科技路，青创
共未来”的建设理念，打造更多
契合社区结构的特色场景。

慈溪市古塘街道科技路社区党总支：

服务凝心，
“新”社区有新活力

本报讯 （记 者徐丽敏） 昨
天，市政协举行重点提案办理工
作“三见面”协商会，围绕致公
党宁波市委会和周瑾委员、吴善
尚委员提出的 《关于加快我市人
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建议》 重点
提案，组织办理单位与提案人面
对面交流，推动提案办理工作进
一步落实。

该提案由副市长领办、市政
协副主席督办。提案提出，作为
未来产业的前沿领域，人形机器
人正经历从概念验证到应用落地
的技术拐点，发展势头强劲。然
而，宁波人形机器人产业存在核
心技术需加快突破、整机企业数
量偏少、应用场景尚需加快拓展
等问题。提案建议，集聚创新资
源要素，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引
育整机及关键零部件企业，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衔接；推进典
型 场 景 应 用 ， 加 强 产 业 生 态 培
育，更好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提案主办单位市数字经济局
（市经信局） 和协办单位对提案办
理情况作了答复。据介绍，我市
通过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强化技
术 创 新 引 领 、 前 瞻 布 局 创 新 中
心、拓展场景示范应用、构建产
业生态建设、加强整机企业引培
等举措，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创
新发展。目前，宁波已形成涵盖
关键零部件、大小脑算法、整机
制造、创新平台及系统集成应用
等的全产业链体系。下一步，我
市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支
持、加强动态评估，力争产业协
同发展、关键技术创新、场景应
用 示 范 、 生 态 要 素 集 聚 走 在 前
列，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形机器人
产业集群和以人形机器人为引领
的全国具身智能创新高地。

致公党宁波市委会相关负责
人和委员对提案办理工作及办理
结果表示满意，并进一步提出意
见建议。

市政协举行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三见面”协商会

加快推动
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

社区开展“清风有韵、诗咏廉香”廉政诗词主题活动。（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陈飒） 近日，宁波市水利抢险
物资管理中心宁海分中心挂牌成
立，主要承担宁波南部市域水利
工程抢险的物资保障职能，提升
市级水利工程抢险物资救援辐射
能力，拓宽抢险服务渠道。

据介绍，宁波市水利抢险物
资管理中心宁海分中心主要服务
宁海、象山、奉化及周边区域，
与现有的市级水利抢险物资储备
中心形成互补，缩短应急物资调
配 时 间 ， 提 升 区 域 协 同 作 战 能
力。物资储备以山区水库堤防抢
险救援为主，首批储备物资包括
冲锋舟、汽油泵、船外机、自发
电照明灯、编织袋、土工布等。

宁波市水利抢险物资管理中
心宁海分中心是宁波市水利局成

立的第二个水利抢险物资储备分
中心。至此，宁波市水利抢险物
资储备形成了以县级储备为主、
以市级储备为补充，上下联动、
区域互助的物资保障体系，全市
水利抢险物资应急救援 1 小时辐
射圈基本形成，一旦遭受超标准
洪水侵袭，能有效解决因交通中
断导致的抢险物资短缺问题，确
保水利救援物资第一时间到位。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本级储备了金额 484 万元
的水利抢险物资。今后将进一步
探索水利抢险物资管理中心与企
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合作储备
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
多层次、广覆盖的抢险物资储备
网络，提升宁波水利抢险整体应
急响应能力。

宁波水利抢险物资应急救援
1小时辐射圈基本形成

心愿·桃花盛开的地方

延续邬大为笔下的那份赤子之情
宁波音乐人吕明谱新曲：“要让观众一听就想起那片桃花”

一首经典，几代传唱！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续篇
《重回桃花盛开的地方》启动全球征曲以来，一篇接一篇的投
稿接踵而至……宁波日报报网端刊登的“心愿·桃花盛开的地
方”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为《重回桃花盛开的地方》谱曲，不仅是致敬自己的青
春，更是为邬老圆梦。”宁波音乐人、象山县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吕明在投稿中写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的是自己
的家乡，贯穿自己的青春，更是一曲烙印在记忆中的旋律。”

记者 廖惠兰

“ 前 奏 响 起 时 ， 要 让 观 众 一
听就想起那片桃花。”谈起为 《重
回桃花盛开的地方》 谱曲的创作
思 路 ， 吕 明 说 ， 前 奏 部 分 用 了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中脍炙人
口的旋律，能够迅速唤醒大家的
音乐记忆，并将两代“桃花”紧
密联结。

吕明坦言，这次创作的最大
挑战在于“既要延续邬大为笔下
的那份赤子之情，又要赋予新时
代的审美表达”。

他选择将“民族唱法”作为
创作基调，延续原曲抒情、优美
的风格。

整 首 作 品 采 用 四 四 拍 节 奏 ，
以 F 调铺陈，速度控制在每分钟
72 拍，营造“娓娓道来”的叙事
感。

“‘桃树招手呼唤当兵的亲

人 ’‘ 桃 花 含 笑 迎 接 探 家 的 儿
郎’，这两句歌词特别打动我，它
们承载着军民鱼水情和游子乡愁
的双重重量。”在谱曲时，吕明通
过 音 阶 的 起 伏 ， 模 拟 情 感 的 张
力，刻意强化了“边疆雪花”与

“故乡芬芳”的意境对比。
作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

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吕
明对音乐结构有着严谨的把控。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经历让他
熟稔民族音乐理论，而 40 余年群
众文化工作的积淀，则赋予他的
作品独特的感染力。

“可以说，这是一次酣畅淋漓
的创作。”吕明透露，谱曲仅用了
一个夜晚，“可能是因为 《在那桃
花盛开的地方》 承载着几代人共
同的情感回忆，而且邬老的歌词
写得很好，表达的意境很美”。

一次酣畅淋漓的创作

“我们这代人谁不会唱 《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谈起与这首
歌的渊源，吕明笑着回忆起他的
青葱岁月。

上世纪 80 年代，《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 火遍大江南北。作为
一名文艺骨干，吕明常常在职工
文艺汇演中演唱这首歌。

“那个时候，条件相对简陋，
大伙儿扯着嗓子唱，眼里有光。”
吕明说，“这种感染力，现在想来
还是很振奋。”

吕明的艺术人生，恰似“桃
花”般绽放。从一名从镇海中学
毕业的“文艺”学霸，到进入镇
海炼化工作后被单位保送至上海
音乐学院深造，再到代表作 《我
在老街等你》《石浦老街》《女孩
真可爱》《生命的担当》 等拿下国
家级、省市级奖项 40 余个，非科
班出身的他凭借热爱闯入音乐殿

堂。
吕明个人也获得宁波市“五

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首批民间
文艺人才、浙江省“千名群众文
艺骨干”等荣誉。

从 企 业 文 艺 汇 演 的 台 前 幕
后，到 2014 年举办个人作品演唱
会，再到如今仍然活跃在宁波文
艺舞台上，吕明一直保持着旺盛
的创作力。

吕明多年来致力于挖掘本土
音 乐 元 素 。 他 创 作 的 《石 浦 老
街》《我在老街等你》《捕鱼归》
等作品，延续的正是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那种“用音乐传递
乡音乡愁”的风格。

“一首好歌就像桃树一样，年
复一年开出新的桃花。这次征曲
活动，期待更多年轻人参与。”在
他看来，经典之所以经典，正因
其能融合时代特色。

一个宁波文艺舞台上的“老顽童”

吕明

吕明谱的曲。

这里的早稻亩产
刷新全市纪录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李浙灿 周凌峰） 昨天，地处鄞
州区姜山镇的宁波市种业公园传
来捷报：经抽样测定，鄞州姜山
联兴粮油专业合作社早稻亩产达
757.4 公斤，刷新宁波市纪录且暂
列全省首位。

当天，由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专家、省内各地水稻种植专家
等组成的测产团队，在宁波市种业
公园完成了地块测量、机械收割、
现场称重等一系列测产流程。工作
人员接连抽样了 3 个地块，最终测
定早稻亩产为 757.4公斤。“种了 38
年水稻，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
该合作社负责人卢方兴难掩喜悦。

他坦言，早稻能创造高产纪
录，离不开姜山镇对农田进行高标

准改造建设和农技推广部门的“良
种良法”——从高产品种“甬籼
844”的选用，到叠盘暗出苗育秧、
精确定量栽培等技术的落地，再到
水肥管理、绿色防控等技术应用，
每个环节都透着“技术范儿”。

据了解，这一突破并非偶然。近
年来，宁波持续推进粮食单产提升，
通过设立高产示范方推广新技术，全
市范围内已设立高产示范方65个。

“目前，该产量暂列全省第一，
最终能否刷新全省纪录，需待全省
早稻收割结束后确认。”宁波市农
技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说，此次高
产印证了全市粮油技术服务的成
效。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推广高
产示范方经验，让更多农户掌握增
产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757.4公斤

测产现场。（王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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