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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工向新记

记 者 李睿清
通讯员 王 頔 周国全

“看到他们带着方案进来，
就看到了希望！”尽管时隔大半
年 ， 但 回 忆 起 那 场 “ 技 术 救
急”，宁波捷尔克数控刀具厂总
经理杨元著感慨万分。

捷 尔 克 是 一 家 小 微 企 业 。

去年底，企业接到一个定制喇叭
腔体件的订单。若能生产出合格
品，企业将获益一两百万元。然
而，该产品要求一体成型，对企
业的挑战不小。

投入 15 万元成本、一个月研发
期将至，达标样品仍未出炉，杨元著
渐渐没了信心。好在匠领“帮帮团”
及时介入，为企业“疏通”了阻碍。

匠领“帮帮团”，是一个由
宁海县总工会推动成立的义务助
企团队，专门帮助小微企业攻克
技 术 难 题 。 目 前 团 队 成 员 118
人，平均从业年限 22 年，其中
不乏劳模工匠、高级技师、高校
教师。团队年均帮助企业百余
次，仅去年就为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超 310 个，助企节约技术服务
支出 2000 余万元，拓展订单 1.2
亿元。

创新是企业发展之本。在当
地工会努力下，“帮帮团”成为
宁 海 创 新 生 态 中 的 重 要 一 环 。

“本来我们都快放弃了，但从县
总工会得知，有这么一个‘帮帮
团’，就抱着最后的希望一试。
没想到上报需求的第二天，几位
大师就上门了！”杨元著说。

为了帮助更多像捷尔克这样

的小微企业，宁海县总工会依托
“职工说事”品牌，构建起企业需
求库，分级分类收集企业技术难
题。目前，已有 3628 条技术难题
入库对接。此外，宁海县总工会还
通过入企走访的形式，摸清企业需
求。目前，当地工会已服务企业
1200 余 家 次 ， 收 集 需 求 超 1850
项，匹配链接匠企 30 余对。

前期对接有渠道，后续服务
有 保 障 。 目 前 ，“ 帮 帮 团 ” 确 立
了最少入企两次的回访制度，对
遇到特难技术攻坚的企业，入企
次数增加。在捷尔克，从调整模
具到改进工艺，甚至润滑油的涂
抹 方 式 ，“ 帮 帮 团 ” 都 帮 企 业 一
一调试。最终，历时 4 个月，捷
尔克的样品通过质检，多批产品
投 入 生 产 ， 专 利 申 请 也 提 上 日
程。

“点单”：上门服务助企业攻坚克难

如今，“帮帮团”成员肩上
的责任又多了一项——以人才培
养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力。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缺乏人
才是创新之困。以宁海县新梅工
业社区为例，辖区内 220 家中小
微企业或多或少面临技能人才不
足问题。“没钱、没时间是企业
难以培养人才的两大原因。”社
区书记陈祎祺说。为此，“帮帮
团”与社区联合筹备了模具工高
级工培训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免
费为首批 50 名小微企业职工提
供技能指导。依托县劳模工匠学
院、企业工匠学堂、职工学校等
阵地，相关技能培训仅去年就开
展了 110 场次，47 名劳模工匠兼

职成为技能导师。
此 外 ，“ 帮 帮 团 ” 还 走 出 宁

波，用“1 名劳模工匠结对 1 名技
术工人，辐射 N 名一线职工”模
式，帮结对地区的企业发展。位于
丽水的浙江浩南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就受益于此。通过 5 次集中培训，
该企业职工成功掌握新技术，现在
公司产能实现翻倍。凭借该方法，

“帮帮团”培育出 1000 名一线技术
骨干。

“用帮扶解企业一时之急，以
培 训 解 企 业 长 久 之 需 。 从 企 业

‘点单’到上门‘破题’，我们希
望能用这些方法，激发更多企业
的创新活力。”宁海县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说。

“破题”：人才培养激发创新内生力

“帮帮团”成员助企解决问题。 （受访者供图）

宁海匠领“帮帮团”
助企破难

本报讯（记者林昱辰 通讯
员曹珊珊 孙梦莹） 记者近日从
市税务局获悉，截至 7 月征期，
宁波共征收水资源税 1.3 亿元，
其中 10 家工业企业因达到国家
用水定额先进值标准，享受减免
优惠。

水资源税是国家对直接取用
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征
收的特定税种，根据水资源状
况、取用水类型和经济发展等情
况，设置差别税额，引导企业合
理承担用水成本，主动优化节水
措施，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据悉，我国水资源税改革于去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宁波市首
笔水资源税申报业务于 2025 年 1
月完成。

“今年上半年，我公司废水

处理设施保持高效运行，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显著提升。我们成功申
报‘工业企业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
进值标准’，累计享受水资源税减
免 15 万元。”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蒋道军认为，水资
源税政策对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引
导作用，“公司计划将减免税款专
项用于节水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研
发，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形
成节能降耗的良性循环”。

自水资源税实施以来，我市
税务部门联合水利、财政等部门
协 同 推 进 改 革 ， 通 过 数 据 共 享 、
系统优化、专窗服务等举措，加
强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保障改
革顺利实施。其中，税务部门通
过 交 叉 比 对 取 水 许 可 、 取 水 计
量、税收优惠类型等信息，构建
动态税源数据库，并据此梳理重
点服务对象名单，为企业提供水
资源税合规性辅导、解读减免税
水量计算等复杂事项，目前已服
务企业超 1200 户次。

水资源税推动绿色转型
宁波10家工业企业享减免

本报讯（记者沈莉 范洪 通
讯员马婧波） 记者昨日从中铁十四
局获悉，在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道
宁波侧地下 64 米深处，“甬舟号”
盾 构 机 啃 下 入 海 第 一 块 “ 硬 骨
头”——从全断面硬岩地层转入上
软下硬组合地层施工。

全断面硬岩地层中，岩石最高
强度达 177 兆帕，相当于普通混凝
土强度的 6 倍。

上软下硬组合地层中，上层软
土强度低、稳定性差、阻力小，易
被“掏空”；下层的硬岩硬度大、
强度高，阻力大，难以“切削”。

“在这种地层掘进，就像是‘嚼口
香糖’的同时还要‘啃铁’。”“甬
舟号”盾构机机长彭超说，“难度
极高。”

地 层 转 换 加 上 受 力 不 均 匀 ，
“甬舟号”的掘进姿态最难控制。
为此，项目团队依托智慧管控中
心提供的海量盾构掘进数据及超
前 地 质 预 报 系 统 反 馈 的 最 新 数
据，提前计算刀片切口压力，精
准设置各项掘进参数，确保“甬
舟号”上下左右偏差保持在正负 2
厘米之间。

此外，相较陆域段，海域段水
土压力增大，对“甬舟号”的密封
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地层转换
前，我们主动停机，对盾构机进行
预防性维保及刀具更换。”彭超介
绍，确保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盾构机处于最佳状态。

金塘海底隧道盾构段长 11.21
公里，“甬舟号”负责掘进宁波侧
的 4940 米。目前，“甬舟号”已经
掘进 2220 米，平均以每天 6 米的速
度由西向东向海中对接点掘进，预

计明年年底与舟山侧始发的盾构机
“定海号”在海中对接。

据悉，全长 16.18 公里的金塘
海底隧道是甬舟铁路的关键控制
性工程，最大埋深 78 米，是世界

最长海底高铁隧道。甬舟铁路建
成通车后，可实现宁波至舟山 30
分钟铁路通达，杭州至舟山 1 小
时铁路通达，结束舟山不通铁路
的历史。

盾构机一边“嚼口香糖”一边“啃铁”
“甬舟号”成功转入上软下硬组合地层施工

“甬舟号”施工现场。 （通讯员供图）

突目高鼻的三星堆青铜人
头像，是神秘而狞厉的美；曲
线婉转的金沙金人面像，是抽
象而深刻的美；纤长规整的战
国铜剑，是锋利而简约的美；
场景写实的古滇国铜贮贝器，
是生动而丰富的美……

今日，宁波博物院“吉金
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
明特展”正式开展，记者昨日
现场探营看到，展览已经布展
完毕，在宁波博物院（宁波博
物馆院区）一楼东特展馆，现
场汇集了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广西地区的17家文物单
位共计 165 件 （套） 文物精
品，以被称为“吉金”的青铜
器为中心，同时展示玉器、金
器、陶器等类型的文物，生动
而全面地展现商代至汉代中国
西南地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
明。

中国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
聚居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长江上游文明、中原文明、
东南亚乃至南亚文明在此碰撞
融合，由此诞生了或奇绝或灵
动或神秘或绚丽的青铜文化。
本次展览的三大核心展区依据
地理位置划为川渝、云南、黔
桂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呈
现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
的古蜀文明；第二部分集中展
示蕴含独特信仰与审美的滇文
化器物；第三部分展示技艺成
熟、风格兼容并包的贵州、广
西地区青铜器。

今日
开展

进入展厅，最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件呈开放
式展示的青铜人头像。它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2
号祭祀坑，同时也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发现
之一。

在它的后面，则是长度达 37.5 厘米的青铜
中型面具。不管是人头像还是面具，都有着外
突的大眼睛、形同外星人的耳朵、高耸的鼻
梁，以及带着漫画般微笑的宽阔嘴唇。这种在
中原地区从未出现过的造型，自面世以来，就
引发了无数的猜想，直至现在，依然充满争
议。

现场展出了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
18 件文物，其中包括青铜人头像和面具，以及
青铜眼形器、铜眼泡、陶鸟头勺把、鱼形金箔饰、
玉器等，主要反映了古蜀国的信仰与崇拜。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
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 《蜀道
难》 准确地描述了古蜀国的神话与历史。这个
笼罩在迷雾中的古蜀国，因为接连不断的考古
发现而震惊世界。

本次展览中，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文物
共有 39 件，其中包括工艺精湛的各类金箔
饰、有领铜璧、玉璋、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实用
兵器等。

其中一件战国时期的巴蜀月牙形心纹青铜
印章，仅有拇指大小，月牙形状的印面上，分
别有树枝、心、三角等图案——这被称为“巴
蜀图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器物上，出
现了各式各样的图像和符号。

和巴蜀之地出土的诸多文物同样，它也带
来了各种谜团：由人形、动植物形、几何形等
单独或组合出现的器物纹样究竟有什么含义？
是不是代替了文字的作用？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重构了中
国 青 铜 时 代 的 文 化 图 景 ， 更 证 实 了 3000 年
前，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性文明。它谜团重重，充满魅力，观众在参
观时，能够感受到古老文明的震撼与探索未
知的乐趣。”宁波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主任徐
琴说。

跟随展览的叙述路径继续往西南走，呈现
在观众眼前的是丰富多元的云南、贵州、广西
地区青铜文化。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萌芽于夏
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尤以滇中地区的考
古发现最集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本次展览展出了来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
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主要有铜剑、铜矛、
铜戈等兵器，以及云南地区的典型器物青铜贮
贝器。

贮 贝 器 是 古 滇 人 用 于 储 存 海 贝 的 “ 存
钱 罐 ”， 器 盖 上 生 动 写 实 的 立 体 雕 塑 群 像 ，
内 容 涉 及 牺 牲 祭 祀 、 播 种 祭 祀 等 ， 就 像 微
缩 的 “ 史 书 ” 一 样 ， 记 录 了 当 时 社 会 的 重
要场景。

展览中的一件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表
现了古滇人在头领的指挥下，集体驯马的场

景，正中间是奴隶主，一个奴隶呈半跪状，整
体刻画细致入微。另一件立牛铜贮贝器则是古
人的“炫技”之作——它需要拿出牛足片座下
的插销，插到对应的孔中，旋转牛身到特定的
方向，盖子才能打开。

与云南相邻的黔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既具
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体现了中原、巴蜀、滇、
楚、南越等文化的影响。

本次展览展出多件贵州地区在战国秦汉时
期的重要青铜器——曲刃兵器，以及广西地区
独有的羊角钮钟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重点
文物。

黔桂地区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下，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青铜文化，既保留了本土特色，又
吸收融合了周边文化的精华，展现出强大的文
化包容性与创造力。

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项聪颖

从传说到历史：一醒惊天下的巴蜀青铜器A

B 从神圣祭祀到人间烟火：古国文化的异变与融合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黄银凤 摄）

探营现场。 （唐严 摄）

三星堆、金沙文物首次亮相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