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海曙的探索与创
新，从未停止。多年来，海曙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
让农村人口“聚”起来、基础设施“联”起来、公共服务“沉”下去，
推动共享发展、协调发展。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岳童村位于四明山脚下，除了基础设
施、人居环境“对标”城市，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以及社会
养老保险的均等化方面，同样和城市“无缝对接”。“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村民以前头疼的子女教育问题，海曙通过组建教
育集团，优质教育资源向加盟的广德湖小学延伸，村民和城市居
民同样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岳童村党委书记汪莉萍自豪地
说：“我们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城市生活。”

海曙又在全市率先推出了《海曙区“三治融合”村(社区)建
设指导标准》；推广多种形式的“村民说事”和“农村小微权力清
单”制度，镇（乡）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已实现全覆盖，村务管
理更加规范化；形成党建引领下的“五最五破”善治兴村治理经
验，创成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1个、省级民主法治村28个。

“要致富，先修路”，随着密北线的通车，四明山“1+4+6”环线
路网正加紧成型，与望童线、细北线、荷梁线等一条条乡村公路一
起，构建起四明山区“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推动人流、物流聚
集融通，成功激活了山区的“造血功能”。

荷梁线（鄞江—章水段）工程顺利获批，成为宁波新国省道
网规划发布后首个立项获批的省道改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
速公路“15 分钟”服务覆盖所有乡镇，真正实现革命老区“人便
其行、货畅其流”。随着四明山环线公路工程的相继完工，四明
山区的生态旅游经济及产业发展开启了新时代。乡村公路提
质改造工程不仅提升了通行能力，还让乡村路从一条条出行不
便、阻碍发展的“瓶颈路”变为促进产业发展、带动人民增收的

“致富路”。
紧紧围绕建设城乡高度融合标杆示范区的目标，海曙统筹推

进城乡一体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了基础设施网络：推进交通
运输网络一体化，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100%，建成省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区；开展农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项行动，先后投入
5000多万元，实施了45个高山水站的达标提标工程，受益人口
1.6万多人⋯⋯在新时代美丽海曙建设的有力推动下，海曙谱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样板。

征帆催发，振兴乡村东海之滨再起航。如今，海曙正以时
不我待的精神，在不断深化“千万工程”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沿
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一以贯之抓好美丽乡村建
设，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以“争”“抢”“拼”“赶”的姿态，朝着“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目标阔步前行。

既要“讲融合”又要“惠民生”

2022 年 12 月，海曙区龙观乡作为全国唯
一的乡镇代表，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并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规划指南》技
术规范。这也是全国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
镇地方标准，旨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动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场景落地。

龙观乡位于海曙山区，生态资源丰富，分
布着白颈长尾雉、中华水韭、南方红豆杉等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从2007年起，龙
观乡就确立了“生态保护高于一切”的乡策。
当时，乡里提出发展绿色经济，限制高污染工
业企业落地；在开展各项工程建设工作时，始
终将环境匹配和生态保护作为前提。此外，还
将生态保护纳入各村的村规民约当中，鼓励村
民主动参与“减排”“减塑”和植树行动。

“2016 年宁波市行政区划调整，让海曙具
备了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硬件’。近
年来，海曙区党委、政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海曙拥有了跻
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先进行列的实力
和底气。”海曙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一任接着一任干。乡村建设如何常抓常
新？海曙因地制宜施策，与时俱进创新。今年，海
曙区政府与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开展战略
合作，全面谋划实施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2.0版，
进一步打响海曙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品牌。

不仅如此，海曙区还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
打造宁波生物多样性保护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与中国计量大学签订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

准化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探索打造绿色低碳转型和
共同富裕的“海曙模式”。

宁波市首个光伏村、首个海绵村也先后在
龙观乡建成，与远山近水交相辉映，形成全域

“景在村中、村在景中”的美丽乡居格局。2020
年，龙观乡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旅游收入
7500余万元，同比增长4.2%。

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济，村民也收获了乡
村“颜值”与“气质”提升的红利。2016 年回龙
峰村开办农家乐的陈忠国全家平均每年增收
10余万元，“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自家种植的蔬
菜、养殖的鸡鸭全部上了餐桌，村民的腰包也
渐渐鼓了起来”。

美丽经济不仅仅只有旅游经济，还有站在
风口上的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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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曙区古林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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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海曙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吹响发展绿色都市农业的号角，加速一二
三产融合，在全省率先跨入农业现代化阶段。

“今年上半年，海曙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8 亿
元，同比增长5.5%。”海曙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

既要“绿叶子”又要“钱袋子”

既要抓“票子”，更要抓“里子”。海曙把文
明村镇创建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持续深化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
气象。

走进洞桥镇前王村，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民
房、一个个花团锦簇的庭院、一条条干净整洁
的村道⋯⋯显得格外迷人。村内的凉亭下，三
三两两的村民正聊着天儿，闲适而又自在。

73 岁的村民王彩珠，自小生活在这里。
两年前，她多了个新身份——前王村文化礼堂
网格志愿者，虽说是志愿者中年纪较大的，但
每次的活动她都会来。“村子越来越美，我们做
做志愿者，也很开心。”闲暇散步时，王彩珠总
会带着个垃圾袋，遇上掉落的垃圾，顺手捡起。

在前王村，像王彩珠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
多，文明创建、平安巡逻、垃圾分类等，都有他
们的身影。新前王人黄长英也是其中的一员，
周末的时候，她还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参与其
中，捡烟头、拾纸屑，潜移默化传递着文明新
风。

元宵节猜灯谜、清明节做青团、端午节包
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每到传统佳节，村民们
聚在一起，好不热闹；文化礼堂内，常设“糖丸
爷爷‘一生一事’”纪念展，令人自豪又鼓舞；
爱心理发、健康义诊，每月都开展
的敬老服务，让老人们心头
暖暖的⋯⋯

当下的海曙，崇德
向善蔚然成风。通
过乡风文明培育，
村民的“精气神”
越来越好，村子
的“ 颜 值 ”越 来
越高，一幅幅美
丽乡村的新画
卷 在 阳 光 下 格
外 耀 眼 。 截 至
目前，海曙已有
全国文明镇 1 个、
省 级 文 明 镇 2 个、
各级文明村 148 个，

其中区级及以上文明村镇比例超过 90%。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智造小镇、智尚小

镇等频频现身海曙农村。由中国工程院谭
建荣院士领衔的宁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落 户 洞 桥 镇 ，成 为 宁 波 智 造“ 大
脑”。截至目前，该研究院已

引 进 院 士 、教 授 等 高 端
科研类人才数十名，为

宁 波 200 多 家 制 造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创
新 服 务 ，包 括 智
能制造集成解决
方案平台、生产
现 场 管 理 系 统
软件、车间智能
终端硬件、掌上
云工厂大数据等
智能制造顶层设
计与规划，引领着

海曙乡村乘风破浪
驶向未来。

既要“美颜值”又要“厚底子”

（本版图片由海曙区农业农村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海曙区农业农村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海曙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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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于乡野，奋斗于山村。

时光，这支神奇的画笔，在宁波海曙乡村描绘出壮美的画卷。20年来，海曙乡村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文明持续向

农村延伸，城乡融合更为紧密，一场“内外兼修”的乡村蝶变就此上演。

从山区到平原，从城郊到农区，这些年，随着“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海曙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幸福感节节攀升，

“看得见、摸得着”。

2016 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海曙从原先

单一的中心城区拓展为集中心城区、郊区、

山区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区，在短短6年时间

内，全区乡村面貌实现了从洁美到生态美、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

转变，“千万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面对这个时代的大命题，海曙乡村用

20 年的努力，提笔谱写城乡蝶变新篇章。

海曙农村星星点点的变化，折射的是万千

农民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伟大变革。

大家不由得憧憬，未来的海曙乡村会

充满什么样的变化？但不管如何，奋斗不

会停歇！

美在生活手记

海曙海曙
城乡一张图 全域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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