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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宁波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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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云骞 通讯员 王纯纯 共享联盟慈溪站 鲁奕呈

葡萄丰收时节，慈溪市新浦镇六塘南村又迎来不少观光客。
该村投资 380 万元的河道景观建设项目也于近日竣工，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

“放在十年前，咱村要实施这么大的项目，真是想也不敢想。”
村党总支书记叶江回忆，当时六塘南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到10万
元，村里软硬件上不去。“没钱给百姓办实事，村干部都不好意思去
村民家。”他说，好在现在村里仅经营性收入一年就超 60 万元，终
于改变了这一面貌。

六塘南村的变化，多亏了新浦镇创新机制，通过要素资源重组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去年以来，新浦深化全域片区组团发展，通过
镇村共同出资、入股组建公司的方式，引导各村加快资源整合、区
域联结，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镇村合力进行公司化、项目化
运作，不但能统筹挖掘海涂等辖区特有潜力资源，还可实现镇村利
益共享、要素高效保障。”新浦镇党委书记李建赞说。

机制活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也多了：创新滩涂生态养殖经
营权发包模式，新浦镇及所属17个行政村共同出资组建海涂开发
服务公司，一举拍得承租经营费 4700 余万元，仅此一项每个村每
年就多了 20 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通过镇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和市属国企、周边村共同入股，北部片区顺利化解了老旧工
业园的历史遗留问题，成功引入交通新材料养护基地等优质项目，
周边村每年可享近百万元分红。今年 1 月至 7 月，新浦所有行政
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同比增长超过50%。

借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宁波积极探索实施镇村联建统
营、片区组团发展、公司化运作等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到 2022
年底，宁波力争集体经济总收入 50 万元、100 万元以上行政村占
比分别达到 95%、78%以上，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50 万元以上村
占比分别达到95%、55%。

盘活资源 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段琼蕾
共享联盟江北站 方 舟

过去十年，国际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
情等重大风险不断。在开放大市宁波，众
多外贸人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迎难而上，
或转型跨境电商，或创新研发稳订单。在
这一过程中，宁波也搭建了不少高能级开
放平台，帮助外贸人借船出海、借梯登高。
不少企业从中嗅到了新商机，其中便包括
宁波惠尔顿婴童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的成立，为我们开辟国际市场提供了新
机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振超说，之前
惠尔顿在中东欧市场的销售额常年徘徊在
200 万美元左右，新的开放平台给他们带
来了新机遇。连续参加了两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后，2019年惠尔顿在中东欧
市场销售额增长超 40%。去年，该公司在
中东欧市场销售超 520 万美元，目前其产
品已远销 68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欧美 32
家主流品牌指定制造商。

“我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国内国外市
场‘两手抓’。”说起十年来的变化，陈振超说
这是尤为重要的一步。自2014年以来，他们
布局内销市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每年持续
投入打造品牌。抢抓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
惠尔顿近三年又进一步把内外销比例从3∶7
扭转为6∶4，国内销售额超1.5亿元。

陈振超举例道，他们企业自主研发的、
拥有自主品牌的一款高端智能儿童安全座
椅上市仅一年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收到
了来自西班牙、韩国客户的订单，国内销量
也突破4万台。

两条腿走路 两手抓两个市场

本报记者 王凯艺

翻开全国制造业版图，位于东海之滨
的宁波独树一帜——拥有 63 家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撑起
一座“单项冠军之城”。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些“冠
军企业”之一。围绕主业改进稀土永磁材
料的生产工艺和装备，这家企业深耕了近
30 年。疫情之下，去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仍增长 50%。前不久，年产 1.5 万吨高性
能稀土永磁材料制造项目奠基，企业提质
扩产又迎来新的里程碑。

“过去 10 年，我们紧盯主业抓创新，
企业才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董事
长竺晓东说，公司每年研发费用投入超销
售额 5%，积极创建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省重点企业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创新“大脑”，如今手握 120
多项专利，还主持和参与了 9 项国家标准
的制定。

扎根某个细分领域精耕细作，专注创
新掌握人无我有的核心技术，正是宁波的
制胜法宝。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均胜电
子、全球反射膜龙头长阳科技、填补国内溅
射靶材工艺空白的江丰电子、研制我国首
台微重力太空显微实验仪的永新光学⋯⋯
这群“冠军企业”个个身怀绝技，不少主导
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超 12 万家制造民营企业，是宁波制
造的底色，也是工业经济活力所在。”宁波
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年来，宁波聚
焦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现形成绿
色石化、汽车制造等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拥有11个全国唯一的特色产业基地，工业
增加值跃居全国第七。

紧盯主业 打造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本报记者 王 波
共享联盟鄞州站 徐庭娴 张珂宁

“编织兴趣小组活动结束后，还可以预
约逛逛周尧昆虫博物馆。”8月22日，家住鄞
州区钟公庙街道泰康社区的钟华，用手机上
的“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小程序报名，
带着两个女儿参加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暑
期文化活动以及昆虫馆研学，由衷感叹家门
口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很精彩。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即城乡居
民走出家门，步行约 15 分钟，即可到达 1
个必备公共文化场馆和两个以上公益性文
化空间。近年来，鄞州区统筹文化站、农村
文化礼堂、公共图书馆分馆、城市书房以及
博物馆等区、镇街、村社三级公共文化设
施；积极推动新一轮文化设施建设，对区文

化馆实施改造提升，实施了李惠利故居布
展、童第周故居提升等10大文保工程。此
外，鄞州还实施“十百千”工程，即建设 10
个示范性新型文化空间、100 个新型城乡
文化空间、1000个嵌入式文化空间。

随着“共享花园”“楼道书吧”“共享客
厅”等小而美的文化空间不断涌现，公共文
化服务新业态逐步形成，“15 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越织越密。目前，鄞州已高质量
建成 106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惠
及340多个村社。

在此基础上，鄞州进一步丰富圈内文化
供给，探索多渠道、内生型供给机制。如组
织文化名家在圈内开展“鄞州晚七点”文化
志愿活动，优化“天天演”演出供给，拓展“艺
起来”培训，推进数字应用场景创新，升级完
善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线上服务。

家门口的文化圈 丰富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应 磊 通讯员 孙 勇

这两天，位于海曙区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大厅，来自宁波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的AI算法工程师正通过反复提问和回答，不断更新
智能机器人“灵灵”的语料信息库，使其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多
跨场景的协同运用和部门协作的加强，让81890的服务更有温度。”
81890求助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宁波人来说，“拨一拨就灵”是真的“灵”。经过这些年的改
革迭代，81890已成为海曙区以数字化改革驱动的“协同中枢”，实
现居民和企业求助一号接入、一站高效解决。“在海曙区，80 多条
热线全部整合到81890统一服务热线和APP上，采取‘统一受理、
分类处置、限时办结、全程监督’的模式，探索高效完善的政务、企
业服务流程体系。”81890求助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老百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习惯拨打 81890000 找工作人
员答疑。这背后是 81890 成立以来储备的海量知识库以及当地
政府部门之间的默契协同。当前，当地着眼“一体化”和“智能
化”，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匹配、语音 AI 等数字化手段，建
起一套高效协同、打破数据壁垒、打通部门和业务边界的闭环式
四级响应机制。

截至今年8月中旬，81890收到的超110余万个市民有关劳动
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生活服务等20类民生类咨询问题，85%实
现了“秒回”；在15%流转至部门解答的问题中，绝大部分也得到了
快速回复，平均用时约80分钟，办结率100%，满意率超96%。

81890 成为宁波“智”理提效的一个缩影。以系统重塑的决
心，宁波借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治理体系迭代升级。如今，宁波
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的数据后台上，每天都有近 1 万个网格、8000
余件社会治理事件、900余万人口数据在不断运行、滚动、更新。

“智”理提效 服务有温度

天一阁·月湖景区。

繁忙的宁波舟山港。 拍友 汤建凯 摄

“浙”十年·宁波

以“向东是大海”的豪情 扛起新的历史使命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全省“双城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宁波是观察“浙江之窗”、感悟“中国之治”的重要一域。过去的这十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是宁波

发展最快、变化最大、老百姓获得感最多的十年，也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伟大跨越的生动缩影。

巨大变化、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波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决扛起新发展阶段宁波历史使命，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先行。十年来，宁波这座开放之城，以“向东是大海”的豪情奋勇向前，做到了不愧时代、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