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水 上 飘 飘 一 叶 莲 ，真 人 宴 坐 稳 于
船。”诗句中的景象，你可曾见过？连日
来，北仑区郭巨街道古镇莲园里游人如
织，直径达 2 米以上、可承重 50 多公斤的

“霸王莲”再次圈粉无数⋯⋯以莲花为
“媒”，让“流量”振兴乡村，用乡贤资源
“撬”动乡村富美。作为“乡贤助乡兴”实
践基地，古镇莲园巧用农旅融合、产业赋
能等“妙招”，点亮了乡村“美丽经济”，让
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走出了一条
发挥统战优势同心共创“共富共美”之
路。

汇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同心共
绘“共富共美”新图景。近年来，北仑区坚
持以“乡贤乡情乡愁”为纽带，进一步健全
乡贤机制、建强乡贤组织、选树乡贤典型、
传承乡贤文化，深入推进实施“乡贤+”回
归行动，通过人才回乡、资金回流、项目回
建、信息回传、技术回援、文化回哺、公益
回扶等形式，充分发挥乡贤有情怀、有才
智、有资源的独特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新动能”。

“街道下辖 6 个行政村，18 个经济合
作社，有近五成村干部是创业有成、回归
家乡的新乡贤。”北仑区春晓街道党工委
书记严文龙介绍，依托街道和村社两级乡
贤参事、议事平台，着力推动乡贤化身助
力发展的“智囊团”、乡村振兴的“引头
雁”、共治共享的“践行者”。从过去的“脏
乱差”到如今的“绿富美”，“乡贤治村”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乡村全域旅游
也“流金淌银”，区域游客年接待量突破

200 万人次，旅游产业直接收入超过 3 亿
元。

“白峰中学高中 79 届助学金”设立 5
年，帮助 1000 余名品学兼优、困难学子成
长成才；“既仁助学金”连续8年为小门村优
秀学子颁发奖学金 78.8 万元；徐普南连续
11 年为村里 60 岁以上老人发放“压岁包”
364.55万元，并捐资1250万元修建盛威体
育馆；胡小良回馈小门村投资回报1000多
万元，公益捐款达500多万元；徐如定牵头
成立“老徐工作室”，5年成功化解各类大小
纠纷千余件⋯⋯在该区白峰街道，一大批
新老乡贤纷纷融资融智，在慈善公益中争
当“先行者”，成就“乡贤带富”佳话。

“90 后乡贤”谢健峰把水果“搬进”朋
友圈，将技术、电商、文旅与农业巧妙融
合；现代“花匠”戚幼囡打破国外朱顶红种
球垄断局面，培育 1000 余款新品种，实现
价格亲民化、四季供货、进口转出口局面；

“网红村咖”双狮农场咖啡馆主理人李想
想设立共富工坊，帮助11名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预估带动本村农副产品年销售额
100 万元⋯⋯一个个双向奔赴的故事，成
为北仑“共富共美”的生动实践。

传颂“先贤”、凝聚“外贤”、激活“今
贤”、培育“新贤”，让更多乡贤从“幕后”走
上“前台”。目前，北仑区已累计吸引 280
余名乡贤加入“乡村振兴人才库”，80 余名
乡贤成为村级后备干部，300 多名乡贤在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
示范引领作用。

北仑：同心画好“和美乡村”实景图
陈未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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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我们播种了 1700 亩的水
稻，预计 10 月就能有收成，亩产在 1400
斤左右。”日前，在浙江宁波宁海县力洋
镇的千亩方基地上，基地投资人施兴广
介绍说：“我们从年初探索实施‘稻虾连
作 ’模 式 ，一 个 季 度 龙 虾 收 入 达 150 万
元。下半年的水稻也谈好了粮站收购和
市场销售两个路子，不愁卖不出去。”作
为该县侨属企业跨界发展项目代表，千
亩方通过实施高产优质农业、打造低碳
绿色农业、发展多元休闲农业等“链式发
展”路径，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
益，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收
入提升 70％以上。

20 年前，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
整 治 ”工 程 ，着 力 提 高 农 民 生 活 质 量 。
多年来，宁海县委统战部坚持凝聚统一
战线成员多方力量，充分发挥成员联系
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资源优势，
引导他们参与项目投资、社会治理等工
作，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成效不断显
现。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从去

年开始，宁海聚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群体优势，差异化打造4条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初心（同心）之旅精品线，引导他
们在履职建言、项目引进、农业助富、教育
帮扶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取得良好成
效。截至目前，促成与省农科院、民建上
海金山区委会、浙江万里学院等单位结对
项目8个，引进乡村旅游、水产养殖等项目
投资金额达 60 亿元。依托民进中央会史
教育基地——民进先贤张明养纪念馆，打
造先贤故里助共富精品线，原来的寂静山
村“摇身一变”，成为研学旅游的热门打卡
点，带动了特色民宿、农家乐等一批农旅
产业的兴起。

乡村振兴分两端，一端连着乡贤回
归，一端连着乡村发展，在乡村振兴进程
中，始终离不开乡贤助力。近年来，宁海
坚持精准选点、串点连线、积线成带，立体
化打造新乡贤“两带一片”示范带，持续激
发乡贤的乡愁乡情，引领他们回归创业。
宁海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
依托乡贤资源优势，鼓励他们带人才回
乡、带资金回流，近三年乡贤带动蔬菜基
地建设、民宿旅游、工厂化水产养殖等农
业产业化项目 85 个，吸引农村就业 8000
余人。”在此基础上，宁海大力邀请乡贤担
任乡村发展带头人，为县域发展引智、汇
贤、聚资。目前全县共有77位乡贤任村主
职干部，占村干部比例超 20%，乡贤捐助
慈善资金等超 1.3 亿元，单村收入破百万
村达171个。

“千万工程”饱含“万千力量”，在助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宁海统一战线将继续
聚力三个“一号工程”，走好“同心”之路，
持续贡献统战最大的智慧和力量。

宁海：在“千万工程”看见统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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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

港通天下。”宁波几千年的文明史，承

载于四通八达的水文结构。

如今，象山东部诸湾碧波荡漾、白

帆点点，东钱湖畔新业态涌现、游人如

织⋯⋯从因水而兴到因水而美，“千万

工程”二十载，宁波再续以水之治提升

城乡能级的时代篇章。

作为工业强市的宁波，人口密、企

业多，怎么啃下治水“硬骨头”？二十

年磨一剑，宁波市以“甬有碧水”绘制

全域护水新蓝图，以陆海统筹打造美

丽海湾新景观，为“千万工程”谋求绿

富之路打造水美生态新优势。

清单统管、机制互促
逆势六夺“大禹鼎”

一组数据，感知甬城浩瀚水系。宁波全
市共有 7515 条河道、4606 个小微水体，主
要河网处于全省水系下游，相比上游区域，
治水难度更大；向东坐拥8300余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1678公里海岸线，其中大陆岸线
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为11个设区市之首。

水汽相接、水脉相连，治水是一项牵
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自“千万工程”启动以来，宁波市多部
门齐抓共管，持续推进和迭代“五水共治”

“美丽河湖”“幸福河湖”等大课题，实施河
道清淤、剿灭劣Ⅴ类水、污水零直排等小
专项，在先天优势不足的情况下，六次捧
得全省治水最高奖项“大禹鼎”。

一张张清单，统管全域水网。2022年
发布的《宁波市“甬有碧水”攻坚行动实施
方案》制定细化章程，对截污纳管、生态引
调水、水生态保护修复等 8 个专项行动实
施清单化管理。

比如截污纳管专项行动，宁波自2016
年率先实施“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以
来，尤其重视加强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持
续建成污水管网“一张图”。今年以来全
市新建城镇污水管网 106.7 公里，改造雨
污合流管网 44.8 公里、老旧市政管网 62.3
公里。目前累计已有144个镇街完成省级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针对近岸海域，宁波市加强陆海统筹

和区域协同，发布《宁波市重点海域综合治
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2—2025年）》。“去
年以来，我们瞄准6大海湾，对全市89条入
海河流开展水质监测，梳理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清单，制定出科学有效的

‘一河一策’整治方案。”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全市登记在册的所有入海
排污口已全部完成监测、溯源工作，重点入
海排污口实现在线监测全覆盖。

上下游地区争先比拼，让跨区流域
“有人管、抢着管”。宁波在全省率先实施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拿出“真金白银”，设
立每年超18亿元的治水奖惩“资金池”，覆
盖全市 94 个市控及以上断面水质、166 条
三江一级支流水质和排水管理。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满盘活。
去年，宁波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国控断面优良率均实现 100%；省控
断 面 优 良 率 96.3% ，市 控 断 面 优 良 率
93.6%，创历史同期最好成绩；今年春季，
宁波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达到历史最
优，较去年同期提升30.2%，“甬有碧水”已
成为宁波推进“千万工程”的“金名片”。

生态修复、产业升级
点燃“美丽经济”新引擎

生态环境治理的背后，是发展模式的
转型。“千万工程”“五水共治”推进以来，

宁波在水污染治理的基础上，明确国土空
间分类管理、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产业绿
色低碳发展的方向，用“美丽河湖”“美丽
海湾”赋能乡村振兴，以绿色优势点燃富
民增收新引擎。

在宁海县，白溪依托治理工程在沿线
打造景观节点120余个，发展民宿100家，
去年接待游客 2 万人次，解决 200 余名村
民就业问题；在奉化区，滕头村在治水后
每年可带来游客增量超40万人次，去年经
济增收7000万元，在全省共同富裕现代化
基本单元建设推进会上入选首批未来乡
村名单；在鄞州区，经过规范化管理整治
和水域生态系统构建后，东钱湖沿岸先后
催生出城杨村、俞塘村、洋山村等网红村
落，皆因“一湾碧水”走上致富路。以“绿
富同兴”为目标导向，全市范围内不断涌
现出“以水为媒”的致富案例，生态修复和
经济发展得以齐头并进。

近年来，治水工作从陆域治理延伸到
陆海统筹，海旅经济正在成为带动产业升
级和系统重塑的新动能。

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宁波
市科学划定包含滨海盐沼、重要河口、重
要滩涂及浅海水域等在内的生态保护红
线，通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建设生态海
堤等岸线保护行动，修复受损的滨海生态
系统，打造美丽海湾生态优势。

两项涉海产业加快整治转型。作为
海洋强市，海水养殖、船舶修造是本地特
色产业。宁波推进“科学养殖”，划定限养
区和禁养区，优化水产养殖区域布局，并
开展海水网箱绿色改造提升，全市30亩以
上规模养殖场实现尾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发布《宁波市船舶修造行业污染整治提升
专项整治方案》，对全市船舶修造企业做
到“淘汰一批、提升一批、整合一批”，关停
修造船企业12家，船台数量削减超35%。

清晨，漫步在象山松兰山海滨带，海
风拂面，蔚蓝的海面闪着粼粼波光。近年
来，象山县依托生态优势，在东部诸湾打
造集“山海风光、民俗风情、运动风尚”于
一体的“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建成全国
最大的滨海数字影城、华东地区最大的水
上乐园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引领带动沿线
群众建成民宿 1200 余家，吸纳就业 3.6 万
余人；建设海洋新材料产业、航天智慧科
技城、宁波象保合作区等多个绿色生态产
业平台，打造“海上两山”实践基地，构建
起一条以生态为本、产业赋能、业态创新、
低碳轻活的绿色生态海岸带。

“今年，宁波正分类推进6个美丽海湾
保护与建设工作，并持续打好‘五水共治’攻
坚深化战、巩固提升战。”宁波市治水办相关
负责人说，“通过陆海统筹，进一步构建系统
治水体系，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高质
量打造‘五水共治’先行示范高地。”

生态好、水质优，百姓因水得福，走上共
富新路，这正是“千万工程”指引的前进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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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宁波市治水办提供图片由宁波市治水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