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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作为海曙区工业重镇，石碶街道按照“五问五破、五比五先”作风建设专项

行动要求，聚精会神谋发展，工业经济提质发展、城乡面貌改善、文明城市创建

等多目标动态平衡，奋进“两个先行”新征程，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注入石碶力量。

多举措助企纾困 大力度美化环境

海曙石碶打造宜居宜业美好风景
应应 磊磊 夏夏 晶晶

赋能产业 谋划发展

正视困难、分析问题，拿出超常规的
举措，方能化危为机。

今年，位于石碶街道的宁波蓓蕾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上马新的生产线，用于生产
新产品游泳墨镜。这个订单来自同样位
于石碶街道的宁波展智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在街道企业服务中心牵线搭桥下，两
家企业“联姻”，让蓓蕾五金走出困境，今
年总产值有望达到 1.2 亿元，较疫情前翻
了一番。截至目前，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已
为辖区内 10 多家企业牵线搭桥，匹配产
业链，打通堵点、解决难点。

帮助企业“联姻”，是石碶街道当好纾
困帮企“服务员”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石碶街道加大助企纾困力度，探索助企纾

困方法，一方面强化对企业的分析监测、
协调服务、要素保障等，另一方面针对疫
情中部分企业资金短缺、扩大融资需求迫
切等诉求，专门制定金融贷款贴息补助办
法。

石碶街道专门建立企业困难问题调
度机制，在实地走访问需基础上，同步推
出热线电话、网站平台、调查问卷等形式，
收集汇总问题，定期跟踪反馈问题，确保
企业诉求一站式闭环解决。目前，已走访
企业30余家，收集诉求建议15个，已协调
处理融资、用工、政策需求等问题诉求 10
个，解决率达66.7%。

今年夏天的用电高峰期，不少中小微
企业向街道反映，持续稳定生产存在较大
困难。石碶街道与海曙供电分公司协调
联系，签订“绿色低碳·助企纾困”合作协
议，为部分中小微企业提供“用电降费”减

负措施，助推企业发展。
根据协议，海曙供电分公司将为石碶

街道内工业企业提供持续深化的“供电+
能效服务”，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
型。其中，聚焦企业效能提升需求，为宁
波广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优
化用电建议和能效提升方案，推广建设屋
顶光伏、集中充电站、共享空压站等设施，
打造绿色低碳工厂示范样板；聚焦整区光
伏规模化开发建设，加快推进石碶街道公
共机构、农业、工商业等建筑屋顶光伏开
发，打造光伏集中建设示范街道。

企业提质升级，为石碶街道奔向共同
富裕注入了有生力量。前不久，“专曙温
暖”专项基金成功注资。雅戈尔集团党
委、国骅集团党委、星箭航天党委共同向

“专曙温暖”专项基金注资 1700 万元，并
通过慈善信托方式管理。

提升环境 共享美丽

当前，宁波“五问五破、五比五先”作
风建设号角已经吹响，石碶街道实干笃
行，变城乡接合部脏乱差为洁净美，让群

众共享美丽市容。
石碶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体

量大，传统菜市场和老旧小区多，外来人
口居住集中。环境卫生、楼道堆物、车辆
停放、空中“飞线”等问题长期存在。

猛药治疴，石碶街道把提升城市环境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该街道在
建成区内划分 22 个片区，78 名机关干部
下沉村（社）一线，专攻顽疾沉疴，让许多
有创意、有温度的金点子落地，不断刷新
城区颜值、提升城区气质，让群众“在石碶
看见文明、在石碶感受美好”。

在石碶街道中心区域，“小哥驿站”为
外卖小哥提供休憩服务，也让他们的电动
车有序停放。驿站所在区域繁华热闹，两
旁有洛兹购物中心、星荟广场等商业中
心，有 200 多家商户，还有北路一村小
区。在这条长七八百米、宽不到 20 米的
小街上，整齐美观的店招、有序停放的车
辆、人来车往的热闹，动静之间尽显都市
美妙风情。

在洛兹购物中心广场前，红色的“志
愿服务示范街”牌子非常醒目，不时有穿
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巡逻。“食品街沿街商
铺多，过去跨门占道经营现象普遍，这里
又是北路一村小区的主要出入口，每天上
下班和用餐高峰期人车混流，一片乱象。”
新区社区党委书记高文建介绍，8月初，街
道下沉干部，策划推动将食品街打造为

“志愿服务示范街”，耗时 1 个月便实现了
蝶变。

石碶街道聚焦民生所盼，以共建促共
享，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在这个街
道，志愿者团队是示范街里的一道风景
线。“海曙好人”蒲建军带领 28 名党员成
立“碶爱有我”志愿队，两人一组，每天上
午、下午、晚上三次巡逻，劝导不文明行
为、提醒商户规范经营、保持环境卫生，成
为示范街常态化保持文明品质的主力
军。“此外，不少商户以及华润万家超市志
愿者也加盟其中，协力将食品街打造成城
乡接合部的别样景致。”高文建说。

打通堵点，让背街小巷重生。新区社
区有 16 个小区，住着 1.5 万名居民，辖区
内唯一的菜场——华盛菜场是石碶街道
人气最旺的农贸市场之一，具有火热人
气。此前这里因道路窄、车辆多，导致通
行困难，周边整体环境秩序不尽如人意。
为此，街道集中力量实施扮“靓”行动，综
合施策。经过整治，路面变得平坦，无论
是行人行走还是电瓶车通行都畅通了很
多。街道、交警、城管和社区多次沟通协
调，还在路两端设置路桩，同时撤销道路
中间的隔离栏，重新设置规划非机动车停
放区域，新增了约 300 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菜场周边终于重现整洁有序。

（图片由海曙区石碶街道提供）

几天前的一个落日余晖中，象

山县黄避岙乡的海岸线上，一场音

浪分享会举行。面朝大海，秋夜晚

风，激情四射，斑斓海岸线璀璨多

姿。从宁波往南，跨过象山港大桥，

从象山北下高速，这里就是黄避岙

乡。作为象山融入宁波主城区的

“桥头堡”，黄避岙乡三面环海，风姿

绰约，是一个“渔牧风情”港湾门户

之乡。

黄避岙乡海岸线长 28.6 公里，

拥有万亩的优质滩涂，有着海湾、滩

涂、山水的自然底色。锚定建设农

业特色型省级美丽城镇样板目标，

黄避岙乡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把

自然资源转换成我们的后发优势，

以美丽经济富民强村。”黄避岙乡主

要负责人介绍。这几年，乡里投入

专项资金超 5000 万元，完成景观

提升、道路提升、礼堂改造等新农村

项目 220 余个。如今的黄避岙乡，

耕海牧渔，踏浪而歌，夕阳下，帆影

点点沐浴着余晖；空气中，淡淡鱼鲜

夹杂着花草清香。

提质美丽经济 加快富民强村

象山黄避岙农旅融合扮靓斑斓海岸线
应应 磊磊 王王 琮琮

农旅融合
打造美丽经济

几年前，一条“斑斓海岸”文明示范线
以高泥、白屿、骍角岙、沪港等 4 个沿海村
庄为主线，把黄避岙乡独特的山海资源禀
赋串点成线、连线成面，为打造“渔牧风情”
港湾门户之乡奠定了基础。

一进入高泥村，就看到绿色的田野里
竖立着醒目的大字“高泥@未来”。今年 2
月份，该村入选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
点。一个小小的海边渔村，多年来因村制
宜谋发展，全村水产养殖年产值达 1.4 亿
元，水产远销海外，村民户均年收入达 20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在高泥村，放眼望去，仿佛置身公园，
长长的廊道伸向田野，水岸亭台景观错落
雅致。高泥黄鱼馆是高泥村集产业、文旅

为一体的展示厅，今年刚刚建成，已经成为
游客的集散点。在这里，大黄鱼养殖水产
等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

让农业与旅游产业紧密相融，成为黄
避岙的一道美丽风景。在黄避岙乡斑斓海
岸上，农村田野擦亮文化底色，大力推动民
生经济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美丽因
子”。“安澜别院”“水调歌头”等精品民宿，
镶嵌在“斑斓海岸”上熠熠生辉。村民投身
民宿产业，增加经济收入，真正实现产业富
民。

在龙屿村，有山有湖有长廊，有亭台楼
阁，有登山步道，还有各种游乐设施。从

“交通末端”到“桥头堡”，从“犄角旮旯”
到“名声在外”，龙屿村蜕变成了一个宜
居宜游、生态文明、文化古韵并存的特色
新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浓郁的渔乡风情，让
四方游客一见倾心，乡村旅游风生水起。

目前，以沪港村滩涂乐园、湖头新村精灵
谷、黄避岙村高登洋茶山、高泥村里海荷塘
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体验景点和旅游业态遍
布黄避岙乡，景区村庄占比达50%。

产业升级
美美与共奔振兴

扮靓乡村，更要实现产业的升级，让村
民更好享受到发展的果实。这几年，黄避
岙乡聚焦“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
富裕渔民”，系统谋划，稳步推动网箱养殖
升级，描绘海洋经济“蓝色图景”。

台风“梅花”过后，黄避岙乡养殖户柴
志爱坐在自家崭新的渔排上，看着网箱里
的鱼苗，欣慰地说：“以前遇上台风，渔排上
的网箱总会受损，鱼苗死的死逃的逃，最多
一次损失达50万元。现在，我们用上了新
型网箱，安心多了。”45岁的柴志爱从事养

殖有20多年，目前有养殖网箱80个，主要
以大黄鱼、鲈鱼为主。今年3月，在政府真
金白银的支持下，他改造了50个新型环保
网箱，单个网箱约36平方米。“梅花”过境，
他急匆匆赶去渔排，看到黄蓝色的新型环
保网箱仍整齐排列在西沪港内，网箱内的
鱼儿游得正欢，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

“我们将把网箱升级改造作为改善海
洋生态、提升蓝色经济的重要抓手，积极探
索‘海上两山理念’实践转化，协同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和渔旅融合建设，做精做靓‘斑
斓海岸’IP，打造宁波滨海大都市耕海牧渔
消费新场景。”黄避岙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郑波波说。

近年来，为降低养殖成本、减少白色污
染、提升养殖生产安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高起点建设“蓝色渔仓”。在宁波市、县
部门和渔业专家的指导帮助下，黄避岙乡
仔细调研、科学布局，积极筹措改造资金，
开展碳纤维、PE等环保复合型新材料网箱
升级改造试点，并逐步在全乡范围推广，预
计投入 1.05 亿元，实现网箱升级改造全覆
盖，推进浅海养殖朝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
发展。

从空中俯瞰，一方方橙黄色的养殖设
施有序排列在蔚蓝的海面上，成为斑斓海

岸线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改造投用这种

高科技配置的环保新型网箱，成为今年高

泥村打造“未来乡村”的标志性场景之一。

也正是看中黄避岙乡的农业资源优

势，2008年，朱文荣提前回国来到渔村，创

立了象山旭文海藻开发有限公司。目前，

该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浒苔生产企业，

生产的浒苔占国内市场份额75%以上。

在黄避岙乡，朱文荣还打造了一个典

型江南传统院落风格的民宿——以黑白色

调为主的“安澜别院”。可以说，朱文荣对

农业情有独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鼓舞，

他把精力几乎全部转向了农业领域，意图

让心目中的乡野田园图景在现实中成型，

“象山有山有海，生态环境优质，我想让自

己的乡村计划在这里实现。”

（图片由象山县黄避岙乡提供）黄避岙乡音乐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

黄避岙乡美丽风光 杨善忠 摄

志愿者开展义务巡查

商业区整洁有序商业区整洁有序

签订“绿色低碳·助企纾困”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