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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西部协作从单
向帮扶向协同发展转型的关
键突破。通过构建‘数字赋
能+民生优先’的协作新模
式，以‘云端窗口+属地审
批’为架构，形成可复制的民
族地区政务服务改革经验。”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建立数
据共享互认、异地代收代办
等数字化协同机制，数万在
甬凉山州务工人员可便捷办
理家乡不动产业务，两地企
业投资效率将显著提升。

凉山州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与宁波市
建立不动产“跨省通办”服务
模式，有效解决企业、群众跨
地区办事难点，抓好办成可

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用扎实
的改革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增添更强动力。

未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将以此次合作为起点，
联合更多对口城市共建政务
服务协作联盟，持续扩大“跨省
通办”覆盖地域与事项范围。

这场跨越2500公里的
政务服务“链接”，不仅重塑
了东西部要素流通渠道，更
开创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数字
化新路径。当东海之滨的智
慧政务与西南彝乡的发展需
求深度交融，一幅“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现代治理
图景正徐徐展开。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徐小俊

东西部协作新机制：

一场跨越2500公里的
不动产登记服务“链接”

6月25日，宁波市与凉山彝族自治州自然资源部门
正式签署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标志
着全国首个东西部协作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成功落
地。此项改革突破地域壁垒，通过政务服务创新协作，
将国务院“跨省通办”部署转化为东西部协作实践，为
民族地区政务服务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创新范式。

有效破解群众“跨省跑”“多头跑”难题

作为东西部协作机制的
战略升级，此次合作聚焦民生
高频需求，率先纳入个人新建
商品房买卖、企业新建商品房
买卖、个人存量房买卖、企业
存量房买卖、夫妻间房屋转移
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抵押
权变更登记、抵押权注销登
记、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9类
高频业务，惠及宁波市海曙
区、江北区、鄞州区、高新区
（含贵驷街道）及凉山州西昌
市、会理市、德昌县、越西县、
冕宁县、会东县、宁南县、盐源
县、昭觉县共13个区（县、市）
的企业与群众；通过构建“线
上通办为主、线下帮办为辅”
的双轨机制，实现标准化业务
全程网办、复杂事项“一事一
议”协商办理，有效破解群众

“跨省跑”“多头跑”难题。
以在甬凉山州务工人员

要办理一套凉山州新房的不
动产转移登记业务为例，原
先，他必须千里迢迢赶回凉
山州办理，来回一趟费时、费
钱又费力。但现在，他只需
到宁波不动产登记中心的

“跨省通办”窗口，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登录凉山州网上办
事服务平台，提交线上申请，
并协助凉山州不动产登记机
构完成业务办件办理工作。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凉山州
不动产登记机构会有专人在
线解答和视频援助，通过电
话、微信等进行沟通联络，确
保流程顺利。然后由凉山州
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完成线
上受理、办理且审核通过后，
申请人只需再通过线上缴清
税款和登记费，便可即刻领
取电子证照，如需纸质证书
或证明也可选择邮寄送达！

开创区域协同发展的数字化新路径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仪式现场。。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用生物防治手段对抗虫害

这个公园上演
“虫虫特攻行动”！

江北滨江体育公园，位于姚江北岸，拥有1600余米的景观长廊。这
里绿意盎然，柳树、桃树、红叶李、海棠、紫薇等植物错落有致，是居民们
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但随着气温升高，天牛、叶甲等虫害进入高发期，这
片宁静的绿色天地面临着严峻挑战。

6月2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虫虫特攻行动”在公园拉开帷幕，工作
人员在植物上投放一批批小昆虫，通过生物防治手段对抗虫害，保卫公
园的绿色生态。

以生物防治手段取代化学农药

“以前对付害虫，我们都是往树上喷
洒化学农药。虽然能快速见效，但弊端不
少。”江北区住建局市政养护中心副主任
范世敏说，“化学农药容易误伤蜜蜂、蝴蝶
等有益昆虫和鸟类，长期使用还会让害虫
产生抗药性，影响市民的健康游园体验。
现在我们采用‘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手
段，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困境。”

在投放现场，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
人工繁育的蠋蝽投放到柳树上。叶甲的
成虫和幼虫都会啃食柳树叶片，严重时甚
至能将叶片全部吃光。而蠋蝽会主动搜

寻叶甲，利用刺吸式口器刺入叶甲体内吸
食体液，精准遏制害虫繁殖。这种防治方
式，不仅能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降
低对环境的污染，还能避免误伤其他益
虫，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害虫防控。

“别小看这些小家伙，它们可都是精
挑细选的。”工作人员笑着说，“虫子的投放
量，是根据公园内树木数量、受害程度、害
虫虫口密度等多方面因素，经过科学计算
得来的。”针对危害柳树的叶甲类害虫，他
们对266株柳树投放蠋蝽成虫平均不低于
5头/株，这次共计投放蠋蝽1400多头。

“以虫治虫”有哪些优势？

工作人员表示，“以虫治虫”能减少对
其他益虫的误伤，整个过程无污染，不使用
化学药剂，保障了市民的健康游园体验。
而且，蠋蝽等捕食性天敌在环境适宜时还
能自然繁殖，形成持续控制，无需频繁投放。

不过，投放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养护
工作才是关键。养护工作的核心是“保
护”和“观察”，最重要的是在投放区域及
周边，严格限制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避免

伤害这些“治虫小卫士”。同时，还需要定
期监测观察蠋蝽、叶甲的活动情况，重点
检查柳树叶片被取食的损害是否减轻、叶
甲成虫和幼虫的数量是否下降。

据了解，今年是江北区开展生物防治
的第五个年头，“以虫治虫”的成效如何？
据介绍，通过持续监测发现，江北区投放天
敌的区域已经逐步形成了稳定的生物群
落，最终形成了“有虫无灾”的生态格局。

生物防治的强大魅力

江北区市政养护中心对公园树木的
生物防治始于2021年。

2021 年至 2023 年，连续在槐树公
园、兰江公园开展批量投放。通过持续跟
踪调查，他们确认释放的天敌昆虫在这些
区域已经成功定殖，天牛、蚜虫、红蜘蛛等
害虫得到了稳定控制。

2024年，在滨江体育公园投放了花绒
寄甲40000头、瓢虫2700头、蠋蝽2660
头、捕食螨5400包，综合防治效果良好。

今年，在滨江体育公园共计投放
27660头花绒寄甲、1400头蠋蝽，以及瓢
虫等天敌，持续为公园生态保驾护航。

范世敏所说：“这场‘虫虫特攻行动’，
让我们看到了生物防治的强大魅力。我
们有信心，继续用这种环保、可持续的方
式，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让市民们能
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中享受自然之
美。”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徐彤 朱义妮 文/摄

工作人员展示即将投放到柳树上的蠋蝽工作人员展示即将投放到柳树上的蠋蝽。。

能捕食叶甲能捕食叶甲
类害虫的蠋蝽类害虫的蠋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