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林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翻开宁波的地图，在城市的东面有
一个“内外兼修”的千年古镇——鄞州
区东吴镇。这里，是全国文明镇、国家
卫生镇和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也是浙江
省首批“美丽城镇”样板镇和省级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双样板镇。

执卷新蓝图，奋进新征程。今年以
来，东吴镇以实施“一城两翼三区”发展
战略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东吴、实力
东吴、智创东吴、品质东吴、幸福东吴

“五个东吴”建设，以高质量发展做好共
同富裕示范先行的大文章。

强企：
“专精特新”提速产业争先

迈向共同富裕，产业经济是重要动
力。

专业从事铸造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的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吴镇
龙头企业。在“双碳”背景下，东吴镇加
大产业支持力度，积极引导企业将目光
瞄准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
持续拓展风电铸件等新的业务领域。
2021 年，日月重工成功入选全省成长
性最快百强企业前十和中国新能源企
业100强。

这是东吴镇以实干回应期待，聚焦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机关作风建设专
项行动的要求，全速、全员推动产业发
展争先的又一缩影。

依托欣达、宏大等龙头企业优势，
东吴镇一方面引导建立“电梯产业链联
盟”，带动当地近百家下游企业开展发
展互助、技术共享，实现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另一方面，为破工业用地限制瓶
颈，通过“工改工”模式，将平塘工业园
区 789 亩工业用地中容积率仅为 0.5、
亩均税收不到 5 万元的“散乱污”企业
腾挪，通过镇、村、国企三方共建，打造
以电梯整机及配件、汽车零部件、智能
家电为主的现代化“专精特新”产业集
聚区。

同时，东吴镇以“滚动式”开发理
念，不断创新企业引入机制。针对去年
底启动的一期 194.85 亩土地，立足“腾
挪区”定位，优先安置投资规模达 10 亿
元的欧菱电梯产业链配套企业及汽车
配件、电子元件等“高精尖”行业优质企
业；针对二期 310 亩地块，则重点引进
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提
前布局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 等 产 业 的“ 发 展 引 擎 ”和“ 未 来 之
星”。今年以来，东吴镇已新增 3 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随着新项目引进，预计平塘‘专精

特新’产业集聚区的容积率将达到 2.5
以上，亩均税收也将提升至 50 万元。”
东吴镇主要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平塘

“专精特新”产业集聚区将与周边的金
童山产业园联片开发，形成总规模达
6000 亩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预计年产
值将超过 180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

“新东吴”。欣欣向荣的产业，为迈向共
同富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兴街：
“联建共建”提速乡村共富

眼下，一项“名贤领航、新贤启航”
双贤工程正在东吴镇实施。

在东吴乡贤、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
平牵头下，该镇建立了“大学小镇”联建
机制，已先后引进乡村产业、现代农业、
乡村教育等各类人才80余名。

在鄞州乡贤、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中国文联副主席俞峰牵头下，该镇建立
了全国首个中央音乐学院“乡村音乐教
室 ”，驻 村 教 师 先 后 培 育 组 建“80 天
团”、天童小学合唱团、民族“吾乐团”等
本土文艺团队，并开设公益课程等，持

续推动音乐艺术“美育下乡”。
借助宁波大学优势资源，该镇打造

“天童老街共富工坊”，建设宋代汉服
馆、宋韵文化运动公园等体验场馆，吸
引中国人民大学宋史研究基地与浙江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会宋韵文化传
习基地落户，全力推进沉浸式天童老街
宋韵文化街区建设，开辟深度研学旅行
线路，重启天童镴会特色民俗活动。

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下，天童老街
沿线已有 30 家村民自主经营的特色店
铺，上半年总收益达 120 万元，节假日
旅游旺季，游客人数达到 8 万人次。作
为浙江省 100 个“乡村书房”示范点之
一、宁波市首个“乡村书房”示范点的沉
浸式众阅空间即将开业，这里也将成为
天童老街又一个“网红打卡点”。

近期，陈剑平等乡贤、学者再次来
到天童老街，做客东吴镇“溪山共·老街
小板凳”民生议事堂，共议乡村振兴。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提升老街基础设
施建设，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和社会投
资，注入老街，带动村民创业。”东吴镇
主要负责人说，东吴将继续发挥天童老
街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进一步提升共
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参与机制，让村民享
受可持续发展红利。

美村：
“文旅融合”提速未来乡村

今年，东吴镇三塘村入选全省第二
批未来乡镇创建名单，对于这座“一水
穿村、三面环山”、历史悠久的全国文明
村而言，未来乡村之路该如何走，成了
当地干部群众热议的话题。

东吴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
往”为中心，围绕“产乡融合、乡愁文化、
共治共享、制度创新”，描绘三塘未来乡
村的美丽画卷。从 3 月启动前期调研、
规划、设计，到 17 个项目陆续进场施
工，东吴镇班子齐上阵，一对一认领项
目，全程保障跟进。同时，聘请 12 名

“乡村振兴合伙人”，激发多元共治新活
力，形成未来乡村建设合力，并围绕“农
禅古道·隐逸三塘”的主题定位，共建未
来睦邻人居、隐逸趣游、筑梦乡野、善治
便民四大图景，打造具有“山水味、文化
味、现代味”于一体的乐居型未来乡村
样本。

在乡村建设中，看得见未来、留得
住记忆，始终贯穿其中。除了整村风貌
场景提升基础设施外，三塘村还把邻
里、治理、服务和健康场景的功能元素

植入进来，通过拆改结合、功能优化等
手段，完善居家养老中心、田园小筑等

“一老一少”群体的使用需求，让公共配
套设施提质升级。

在产业方面，三塘村重点升级农业
生产场景，做强乡村旅游业态，因地制
宜引进景观菜园、五彩农田等亲子、农
旅等互动体验项目，积极探索“共享竹
林”“共享农田”“帐篷经济”等经营新模
式，打造智慧停车场、智慧养老、未来乡
村可视化等经济产业，着力展现产村融
合的未来产业场景。

以数智技术和平台应用赋能各场
景建设,是创建未来乡村的点睛之笔。
三塘村打造“数字乡村一张图”空间数
据应用场景，建立“一屏”展全貌、“一
键”全调度、“一脑”知全村的基层治理
新模式。

不仅是三塘村，如今，东吴正全力
推进省级城乡风貌样板区建设，画龙
村、勤勇村等村庄串珠成链、联动发
展。其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
人合一”为设计理念的西村村戚家耷新
村建设项目已经启动。

一个先行先试、梦想可承、未来可
期的东吴已经出发。

（图片由鄞州区东吴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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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
省域现代化先行，“两个先行”的奋斗目
标，振奋人心。

把握“两个先行”奋斗目标，自上而
下，一以贯之。宁波启动“五问五破、五
比五先”机关作风建设专项行动，从县
域到城镇，不断汇聚起强大的干事动
能。海曙区古林镇正是如此，自我驱
动，拉高标杆，开启了崭新的谋篇实践。

“聚焦产业发展、农旅融合、乡村振
兴，全力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
镇。”古林镇党委书记王光阳说，“五问
五破、五比五先”是赛出来的，要扛起先
行者的担当，强“底气”乘势而上、硬“骨
气”攻坚克难，以昂扬之势奋力推进“两
个先行”。

产业赋能美好生活“智造者”

古林镇 4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
超 4000 家企业。2021 年地区生产总
值 128.5 亿元，同比增长 18.9%，经济总
量为海曙全区第一，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109亿元。

该镇的一个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
一项试验：在室内游泳池中，几款外形
类似扫地机器人模样的机器拖着外接
电源线，在池底边移动边清洁。

这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浙江斯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泳池循环泵“黑科技”。近些年，不断提
升的技术创新为该公司与国际一流产

品“同台竞技”时赢得了市场先机。
一直以来，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制

胜法宝”。今年上半年，古林镇与宁波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手，引智助企，以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镇内企业整体经营效益
虽不错，但也不约而同面临着体量小、发
展散、智造能力较弱、数字化水平较低等
实际难题。”古林镇相关负责人说，为此，
古林镇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借力“大院大
所”的技术促合作，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的
同时，持续激发科技创新力量。

创新，不止于此。目前，古林镇正
在组织成立“美好生活智造者产业联
盟”，涉及纺织服饰、卫生洁具、香薰蜡
烛、家电和农产品等 10 余个行业。该
联盟成立后，将通过联盟龙头企业，配
套企业和古林镇产业链中有关的产、

学、研、用等各方资源，建立良性产业生
态，开展产业示范应用，增创产业优势，
擦亮“美好生活·古林智造”金字招牌，
做大产业“蛋糕”。

数字助农种出田间“好丰景”

古林镇地处宁波西郊，水网纵横交
叉，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有农谚“一年蔺
草，二年大稻”，反映了在这片土地上“蔺
草—水稻轮作”模式的生生不息。如今，
一场在田间地头的数字革命，正在兴起。

作为农业农村部建设试点项目之
一，华东地区唯一一个大田种植数字农
业项目落户于此。以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速与农业深
度融合，“种植大脑+未来农场”模式应
运而生。

在古林镇数字农业指挥中心的核心
大屏上可以看到，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
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以“农机可视化、种
植信息化、灌溉智能化”等三化呈现。在
不久的将来，农户还可以直接体验到农
机、农情、灌溉等设备与物联网、无人机
遥感、无人驾驶等结合应用。

数字农业大田的一侧是未来农场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这座占地

8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农事服务中
心依托国家级数字大田农业试
点优势，将农事服务逐步拓展
至农资配送、集中育苗、烘干
加工、农事研学等全过程。目
前，这里全年“统一育秧叠盘

暗出苗”能力达 80 万盘左右，水稻耕种
收、植保、烘干社会化服务覆盖率达
80%以上，进一步满足农户多样化
的生产服务需求。

同时，古林镇积极推进“党建
共建、资源共享、难题共解、发展共
谋”，促进乡村抱团发展，实现产业提
升，助力共同富裕。

“数字密码”，为城乡融合发展按下
“快进键”。未来，这里将通过农旅结合
模式，建成可旅游观光的数字农业技术
集成应用展示中心，探索农业项目可持
续发展的新路子。

跨界融合绘出农旅“新版图”

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稻田，等待
着丰收；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蜃蛟村，与
河岸上古桥、凉亭、廊桥交相辉映；茂新村
里的太空航行站、太空蔬菜吸引着一波又
一波的游客前来打卡⋯⋯放眼古林镇，这
里汇聚了美丽的景致、丰富的业态，较早
开启了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先导区的探索。

变“风景”为“经济”，以美出圈谋共
富。目前，该镇已经构建起农业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的基本框架，去年游客量达
100多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古林镇以沈海高速以
西区域为核心，锚定“水路”“游船”为近
郊研学旅游媒介，推出一条兼具江南水
乡特色和都市休闲生活的农文旅精品
线路，进一步开拓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
路径。

“我们发挥农田水系丰富、文保遗
迹集中、文创非遗云集和古宅建筑留存
较多等优势，以河为线，以船为梭，编织
水路环线，盘活古镇资源，构建集‘宋韵
文化、现代农业、数字未来’于一体的农
文旅特色乡村集群。”古林镇相关负责
人说。

目前，古林镇仲一村古林会客厅
（游客中心码头）至茂新码头近 3 公里
的航行河道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率先启
动实施，沿岸经过田园野趣风光带、蜃
蛟秦淮风情乡愁带、未来农场现代化风
貌带。该精品线将串联起“四个一”精
特亮景点，即一条风情水市、一片未来
农场、一个太空营地、一列田园火车。

为打响“舟游”古林文旅特色品牌，
古林镇特别制作“蔺乡谣”主题曲和风
光片，计划通过龙舟赛、田园节等互动
参与类活动，为百姓带来更丰富的乡村
生活体验和清新恬静的乡村文化浸润。

（图片由海曙区古林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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