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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 年度全省生态环境公
众满意度榜单出炉，其中宁波鄞州区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全省排名同比提
升23名，攀升至第35位，创历史新高。

在鄞州的满意度“大跨越”背后，
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态画卷：天蓝、地
绿、水清，处处生机勃发。今年是鄞州
区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强化生态环
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全区正全面
推进“无废城市”创建和生物多样性调
查等工作，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也全力向“国字号”发起冲刺。多年
来，全区坚持不懈创机制、严治理、优
生态，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发展。

攥紧治理之拳。鄞州以“无废城
市”建设为破题方向，夯实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的基础工程。

每天，鄞州的生活垃圾都会定时定

点“坐公交”，每个收运点位赋予一个专
属二维码，对应唯一编号，实现智能化
收运。目前全区已有 104 条这样的垃
圾收运线路，覆盖 2802 个站点。而各
线路垃圾收运的详细信息，都会在鄞州
区智慧收运监管平台上实时滚动更新，
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比对分析，实现

“一网统管”。像这样，全区的一般工业
固废、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多源的固
体废物，都已建立起产生、回收、运输、
处理处置的全链条数字管理网。

一 边 是 覆 盖 全 区 的 清 废“ 一 张
网”，一边是每个城市细胞的“无废
化”。鄞州在全区推进工厂、园区、乡
村、学校、医院、工地、景区、酒店、4S店
等 9 大类 70 家“无废城市细胞”培育工
作，因地制宜，创建生态、绿色的长效
机制。目前已有63个“无废城市细胞”

通过审核验收。
鄞州还以“治”促转型，加快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生态环境长治久
安。日前，位于首南街道的鄞州电镀
集聚区，正以“七张问题清单”为抓手，
全力推动改造升级，打造首批省级标
杆工业园区。改造后的电镀园，每栋
厂房顶楼均安装了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同时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对各个车
间电镀生产线废气收集设施的用电状
况、喷淋塔吸收液 pH值等指标进行实
时监测，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园
区还建设了智慧环保系统，将污染源
数据、生产工况数据、水平衡数据、固
废产生及转运数据等纳入系统数据
库，实现园区水、气、固废等污染源的
可视化监管，及时发现环境问题与隐
患，提升综合管理效率。

于地域来说，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
环境稳定向好的“试金石”，也是当地生
态环境保护的天然“调节器”。鄞州以

“城市”概念为突破口开展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与监管，建立起政府引导、社会
各界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

今年5月，鄞州区启动生物多样性
调查工作。历时半年，本次调查取得
阶段性成果，发现了3种宁波新记录物
种。同时，该区充分挖掘城市内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打造宁波野生动
物园、周尧昆虫博物馆等一批城市型
生物多样性体验地。除此之外，还与
浙江万里学院、学士小学和鄞州公园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生物多样性
友好试点，以示范引领创造全民参与
保护生物多样性新局面，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以高水平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鄞州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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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近几年，围绕
“十四五”发展规划，杭州市富阳区银
湖街道按照“修好一条景区道路，坚
持宜畅不宜宽，完善交通标识标牌等
设施”的工作目标，依托现有山水脉
络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打造田园上的城市、城市里的乡
村。银湖街道坑西村“四好农村路”
洋步林项目的建设，就为坑西村带来
了新的机遇。“坑西洋步林‘四好农村
路’总长 5.701 公里，为西岩温泉项目
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银湖街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坑西村挖
出了天然的温泉水，吸引了浙江永耀
文化旅游发展公司投资 16.8 亿元开
发建设西岩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区项
目。据悉，该度假区引进温泉中心、
欢乐温泉水乐园、五星级度假酒店、
国际马术俱乐部、茶海探索基地、亲
子乐园、现代农业观光园等项目，致
力于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区，成为坑西村美丽经济的
亮点。

助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转化是银湖街道建设高品质“四好农
村路”的初心，但是这些坐落在乡村、
田间、山林里的农村交通毛细血管，
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临时占用林地的
情况。“为便于项目的顺利开展，坑西
洋步林项目的建设材料堆放、临时工
棚借用了周边的林地。”银湖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坑西洋步林项目完
成后，银湖街道纪工委积极联合各部
门及项目方对方案进行督促落实。

整改方案既要尽快压缩整改时
间，又要考虑把“美”的元素融入坑西
洋步林建设。通过积极探索“党建+
四好农村公路”建设，不断延伸“党
建+”触角，经过不懈努力，短短一个
月时间洋步林项目占林整改工作已
经完成，目前新种下的树苗长势良
好，使洋步林路与坑西村融为一体，
成为坑西村高山茶园里一道靓丽的
风景。“路变好了，我们村和隔壁金竺
村 5000 多亩茶园的茶叶销路更畅通
了。”坑西村党委书记赵明灿说。

为进一步护航全域“四好农村
路”项目建设，银湖街道目前已构建
了以区财政补助为引导、街道投入为
主体、村级自行承担为补充的“四好
农村路”多元投资机制，截至目前共
向辖区22个村发放相关补助4600多
万元。银湖街道党工委负责人说，

“四好农村路”充分释放了“农”的潜
力、激发了“文”的活力、做足了“美”
的文章，加快构建了银湖街道“北联、
西美、东融、南合”的开放发展新格
局。

下一步，银湖街道将继续大力推
进辖区内“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并将
进一步探索“美”在“四好农村路”建
设全过程中的融入，协调区域发展与
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以实际行动扛
起保护青山绿水的使命。

富阳银湖街道

建好“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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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
村，只见一片忙碌景象，公共服务中
心、未来乡村综合中心、公交车站、民
居都在紧张施工中，完成后整个村庄
将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三星村着力打造党建引领共同富
裕基本单元，这个远近闻名的“水蜜
桃”村正在经历一场蝶变。该村党委
书记徐利军说：“三星村将以村强、民
富、环境美为目标，扮靓‘桃风景’，走
好共富路。”

聚焦富民导向，闯出特色产业“致
富路”。作为远近闻名的“水蜜桃之
乡”，三星村种植水蜜桃历史已有 100
多年，水蜜桃是村里的特色产业，也是
当地村民的“致富果”。三星村多年来
深挖凤桃品牌价值，承办桃花节、凤桃
节等多个以桃为主题的特色节日。在
吸引游客的同时，注重水蜜桃深加工
和衍生品的开发，推出以桃文化为主

题的桃花酿、桃源鸡、桃花宴等餐饮小
吃，打造以“乐淘桃”为品牌标识的文
创产品，以果为基、以花为媒，开设水
蜜桃主题旅游线路，讲好凤桥水蜜桃
的品牌故事。通过特色活动、多种产
品、蜜桃之旅等多维度的联动，不断强
化“桃IP”影响力。

深化联建机制，依托 47 个项目助
力共富。作为项目之一，今年三星村
水蜜桃品控中心投入使用，党员大户
带头入驻，通过精准测定果品重量、水
分、甜度，将水蜜桃进行品质化分级，
价格较去年翻一番，亩均产值达 1.6 万
元。同时，村里建起电商直播间，目前
已开展直播活动 26 场，共发送水蜜桃
快递约 5 万箱，持续擦亮凤桥水蜜桃

“国字号”招牌。
精 准 帮 扶 ，为 低 收 入 家 庭 带 来

“真金白银”。三星村深入实施“扩中
提低”行动，打造三星村冷库抱团帮

扶项目，每户低收入家庭以自愿入股
的方式，每年可获得 10%的入股资金
分红。针对低收入家庭建立一对一
精准帮扶机制，举办农技培训、专家
实地走访，对接红色四方联盟、爱心
企业发放肥料等物资。汇聚发展资
源，引入风雅乐器等文旅特色产业，
依托宏丰机械等辖区内龙头企业吸
纳多余劳动力项目，已提供就业岗位
230 个。

深 化 网 格 服 务 ，提 升 村 民 获 得
感。全村划分为 7 个网格 29 个微网
格，坚持常态化走访。推广使用“浙里
网格连心”应用，找准村域治理的难点
堵点。今年初以来，三星村积极创新
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凤桃夜话”党
群连心机制，将阵地往农家庭院、农场
基地延伸，浓厚串门议事氛围，汇聚各
方合力，使“凤桃夜话”承载谋划发展、
事务协商、资源分享、问题排解等多重

功能，不断激发广大村民共享共建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共举办活动15场次，
参与386人次，集中解决合作社冷库空
间不足、村道减速带设置过高等 26 个
村民关心的问题。同时，三星村着力
推进清廉网格建设，健全相关制度、拓
展清廉载体、融入廉洁文化，激活基层
治理最末端的“廉洁细胞”。

深挖资源禀赋，聚焦“一老一小”，
提升村民生活品质。集聚机关部门、
非公企业、社会组织、金融单位等多领
域红色力量，启动“时光系列”“小当家
系列”等活动，打造“桃二代”暑期夏令
营等系列子项目，邀请摄影家协会为
134 对金婚老人及“最美”系列 45 个人
物家庭进行拍摄。此外，依托梅花洲
景区、古窑等文化阵地优势，菱画、竹
刻等非遗文化传承，组建舞龙舞狮、乒
乓球等 12 支文体团队，丰富村民生
活。

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陈亚其 陆欣瑜

即将过去的一年，浙商不断谋求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突破和探索。为弘扬和鼓

励这些创新，在浙商发展研究院的指导下，

《浙商》杂志推出“2022 浙商年度创新人物”，

他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