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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设计体现人水和谐理念

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的主要特色
是“再生水”。曾经被视为废弃物的城
市污水，经过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的
净水处理，焕发出新的生机，滋养着公
园生态系统。在这里，每天有 7000 多
吨的再生水从长丰净化水厂流入公
园。

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设置了“循
循善用”再生水文化展廊、“千山涌玉”
叠水景石、“碧波流连”观水台等景观

设施。天蓝色的步道蜿蜒曲折，仿佛
一条轻盈的丝带飘落在大地之上。生
态公园里，还设置了富有层次感的景
观水池，潺潺流水从假山上缓缓流下。

漫步公园，让人流连忘返。清澈
的水池中，游鱼嬉戏，水草摇曳，展现
出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公园内的每
一处细节都透露着生态与文化的巧妙
融合，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生态环保的重要性。

在这背后，是宁波市水务环境集
团对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的不断探
索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

术层面，更体现在理念上。宁波市水
务环境集团将人水和谐理念贯穿于
公园建设的始终，力求在满足市民休
闲娱乐需求的同时，提升公众对水资
源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这种以人
为本、生态优先的理念，让再生水生
态文化公园成了一处真正意义上的
民生工程。

将公园打造成民生工程

再 生 水 生 态 文 化 公 园 的 建 设 ，
是 宁 波 市 水 务 环 境 集 团 积 极 回 应
市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向 往 的 具 体 行
动 。 作 为 城 市 水 资 源 管 理 的 重 要
力 量 ，宁 波 市 水 务 环 境 集 团 一 直 致
力 于 为 市 民 提 供 更 加 优 质、高 效 的
水务服务。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下属的宁

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鄞州区钟
公庙街道紧密合作，达成党建联建协
议。为盘活位于钟公庙街道的长丰
净化水厂东侧外围的闲置地块，双方
通过整合周边资源，将其打造成一个
集市民休闲、科普教育、景观提升于
一体的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

在 公 园 的 一 侧 ，紧 邻 着 傅 家 耷
河，可以看到居民沿着河岸漫步、晨
练，享受着这片美景带来的惬意与宁
静。

作为“清水环通”的重要一环，宁
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还结合各净化水
厂周边流域的实际情况，实施再生水
生态补水工程。通过“再生水补水—
水质生态改善—自然景观河道”的水
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在多个点位实施
了城市内河再生水生态补水。例如，
长丰净化水厂的再生水回补至横河、

傅家耷河后，
下 游 河 道 水
质 提 升 至 地
表Ⅲ类水范围
达 1.5 公里、Ⅳ
类 水 以 上 范 围
达 6.9 公里。

在 公 园 的 建 设
过 程 中 ，宁 波 市 水 务 环
境集团始终注重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平衡。通过科学调度水资
源、优化景观配置等方式，确保公园
在提供优美环境的同时，发挥出最大
的生态效益。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虽然宁波早在 2013 年开始，
就在探索再生水领域，其间，也催化
了很多再生水场景，但普通市民对再
生水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希望通过

打造再生水主题公园的尝试，让更多
市民了解再生水，增强节水意识。

传递水资源保护理念

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的建成，不
仅是城市绿化建设的一大亮点，更是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在水资源保护
领域迈出的一大步。

市民可以在公园的展示区了解
再生水的产生、处理和应用过程，还
能 参 与 公 园 内 的 各 种 互 动 活 动 ，深
刻认识保护水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

水资源保护并非一蹴而就，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行动。宁
波市水务环境集团作为城市水资源
管理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推动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重任。该集团通过建
设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不仅展示了
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果，更
向市民们传递了珍惜水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的理念。
此外，由宁波市城市排
水 有 限 公 司 打 造 的 再

生 水 文 化 品 牌 ——
“再生源”也将推动

再 生 水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 这 一 品 牌
强调了再生水作
为社会发展第二
水 源 的 重 要 性 ，
体 现 了 再 生 水 循
环利用、润泽城市

的理念。
宁波市水务环境

集 团 精 心 打 造 的 再 生
水 生 态 文 化 体 系 将 持 续 利

用 其 独 特 的 生 态 和 文 化 价 值 ，成 为
推 动 城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提 升 市 民
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

宁波作为再生水利用全国优秀
试点城市，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将继
续 发 挥 其 优 势 ，提 升 再 生 水 回 用 规
模，推动再生水利用从“点上突破”向

“面上展开”发展。

水务管理创新 打造民生项目

宁波首座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开园
吴文苍

3 月 21 日，宁波首座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正式开园。4000 多平方

米的公园绿意盎然，为宁波市民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感受生态的好去

处。这里也将成为展示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展示水务管理创新、传递水

资源保护理念的窗口。

作为公园建设的主体单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在再生水利用方面

取得显著成果。自 2013 年开展再生水回用项目研究以来，该集团已初

步形成生态补水、工业用水、工业高品质水、市政杂用四大回用方向，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建成投

用也标志着宁波再生水生态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这一体系将再生水生

态文化公园与陆家河、傅家耷河、南塘河等采用再生水生态补水的内河

紧密相连，实现了“再生水”向“第二水资源”的转化。

（图片由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提供）

宁波首座再生水生态文化公园

流淌在河道的再生水流淌在河道的再生水

公园一景公园一景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百亩樱花园迎客来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百亩樱花园迎客来（（图片由余杭区仁和街道办事处提供图片由余杭区仁和街道办事处提供））

阳春三月，正是樱花烂漫时。在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花园村的迎绿
樱花林里，近 200 亩樱花次第开放，灿
烂迷人。粉红、白色、红色等各种颜
色，给乡村春日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近日，伴随着江南繁花季·国学嘉
年华活动的开幕，一批批周边的村民
和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春日繁花盛景。

活动现场，村民和游客们穿梭在
如梦如幻的樱花林中，闻香、拍照、游
览，还可以逛市集、品美食、体验非遗
等。逛累了，现场有露营帐篷可供休
息，还能和三五好友一起围炉煮茶，十
分惬意。“在樱花的点缀下，村庄变得
越来越美，在这里散散步、赏赏花，特
别舒适。”花园村村民马女士说，在这
里生活很有幸福感。

花园村以苗木种植而闻名。去年
以来，在仁和街道的支持下，花园村立
足自身产业优势，联合乡贤、龙头企业
等力量，打造花卉苗木产业项目区块，
规划以特色苗木为主的种植区和花卉

园区，将种植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在扮
靓乡村环境的同时，推动花卉苗木产
业链升级。

眼前这片给村民、游客带来幸福
感和惊喜的樱花林，就是花园村联合
乡贤薛建强共同打造的花卉园区之
一。“我们在这里种植了染井吉野樱、
普贤象、奖章樱、太白樱等上百个品
种、5000多株樱花，早樱、中樱、晚樱三
大类都有，花期持续一个月。”薛建强
说，除了樱花之外，园区后续还将种植
月季、芍药等花卉，让花园村四季花开
不断，延长赏花周期。

除了眼前的美丽风景之外，今年花
园村还将联合龙头企业打造集现代设
施农业技术、高效生态展示等于一体的
蝴蝶兰花海示范园区，通过大数据、水
肥一体等智能设备及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打造杭城数字花卉基地样板。

花卉苗木是仁和街道特色传统产
业，仁和街道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推动
花卉产业提档升级。在当天的活动现

场，仁和街道还发布了《花卉全产业链
概念规划》，谋划打造一条产值超10亿
元，集花卉研究、花卉繁育、花卉休闲
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花卉
产业链，以及以花园村为核心的花卉
产业带，通过全面推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村集体、村

民增收。
“我们将联动龙头企业、乡贤人

才、科研院所等力量，打造产、研、销、
艺为一体的现代花卉全产业链，助力
仁和花卉产业再上新台阶，让花卉业
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仁和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乡贤助力扮靓乡村 余杭仁和百亩樱花开出好风景
朱淑玲 陈连孝

应文雅 陈瑶

“ 要 深 挖 金 清 的 文 化 资 源 ，推
出具有金清特色的文创产品”“应
该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更多项目落
地 金 清 ，发 展 壮 大‘ 乡 贤 经
济’”⋯⋯在 2 月 10 日举行的台州
市 路 桥 区 金 清 镇 迎 新 春 乡 贤 座 谈
会上，参会乡贤立足自身实际，为
金清镇发展建言献策。

金 清 镇 紧 抓 春 节 期 间 在 外 乡
贤回乡探亲访友的契机，举行新乡
贤新春团拜会，邀请百余名新乡贤
欢 聚 一 堂 ，叙 乡 情 、话 发 展 、献 智
慧、谋未来。

会上，该镇对循环经济产业孵
化园、白沙南美白对虾养殖加工项
目、白沙区块农文旅项目、高升农
文旅项目等进行路演，号召广大乡
贤争当家乡建设主力军，积极推动
人才回归、项目回归、资本回归。

“非常感谢金清镇委、镇政府为
广大乡贤提供投资家乡、建设家乡
的优质项目和回归环境。”金清镇
乡贤联谊会会长梅冬福激动地说。

近年来，金清镇牢牢把握新乡
贤发展资源，强化乡情纽带、优化
服务保障、深化典型宣传，使新乡
贤成为助力乡村共富路上的“加速
器”。过去一年，该镇招引乡贤回
归项目 10 余个，总投资超 30 亿元。

新 乡 贤 梁 云 保 认 领 台 州 中 东
华 源 仓 储 有 限 公 司 油 库 改 扩 建 发

展项目，一年带来的贸易销售额高
达几十亿元；新乡贤徐查庆回乡创
业，投资年产 150 万台草坪发动机
产品项目，吸纳众多农村闲置劳动
力 ，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夯 实 基
础；新乡贤认领黄琅智慧农业科技
园区项目，打造集有机果蔬种植、
生态养殖、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多功
能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乡贤助乡兴是一项全领域、全
方位的工作，除了开展投资兴业，
金 清 镇 新 乡 贤 还 积 极 投 身 于 乡 村
振兴、社会治理及公益慈善等方面
工作。

金 清 镇 率 先 创 新 乡 贤 联 谊 会
1+6 工作模式，将新乡贤划分成 6
大 区 域 ，分 设 6 名 执 行 会 长 ，与 上
沈村、黄礁胜村等 6 个集体经济相
对薄弱村签订结对共建框架协议，
壮大集体经济；积极发挥新乡贤教
育事业“助推器”作用，新乡贤累计
捐 资 百 万 元 建 设 金 清 实 验 中 学 操
场，并发动周边帮助募集，让学校
操场顺利完工。

同 时 ，金 清 镇 建 立 新 乡 贤 调
解 室 ，聘 请 镇 级 新 乡 贤 助 调 员 21
名 ，村 级 新 乡 贤 助 调 员 44 名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走 访 群 众 360 余 户 ，
每 年 引 导 乡 贤 参 与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40 余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90％ 。 镇 里
还 结 合 数 字 赋 能 ，开 设 新 乡 贤 调
解 新 窗 口 ，将 需 要 调 解 的 矛 盾 纠
纷 上 传 至 矛 调 中 心 ，作 为 调 解 凭
证。

去年 12 月，甘肃地震发生后，
新 乡 贤 徐 查 庆 代 表 浙 江 科 马 动 力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向 灾 区 捐 赠 数 十 台
家用发电机，为当地受灾群众生活
保障贡献一份力量。

今年，金清镇将进一步规范阵
地建设，投资 500 万元修建集新乡
贤文化展示、项目推介等功能于一
体的乡贤馆，并依托“同心医站”做
好 新 乡 贤 家 属 就 医 体 检 一 体 化 服
务及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工作，以更
好 吸 引 和 凝 聚 新 乡 贤 力 量 支 持 家
乡建设。

路桥区金清镇

凝聚新乡贤力量
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4年金清镇迎新春乡贤座谈会
（图片由路桥区金清镇提供）

近日，在浙江博来工具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数控车床、钻攻中心、加
工中心设备等现代化工艺设备整齐排
列，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机

器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工业交响乐。高
效的生产带动销售额稳步上升，公司
订单量已经排到 5 月份，产品远销欧
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 60 多个国家

与地区。
蒸蒸日上的博来公司只是武义县

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武义县聚焦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引
育留用”，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高校
院所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搭建
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通过开展人才
联合培养、横向课题合作、技术难题

“揭榜挂帅”、企业体检等双向互动，将
高校院所人才资源落地到家门口为企
业服务，持续放大创新型人才引领带
动作用。

为破解共性技术壁垒，武义在整
合研究院和企业人才资源基础上，推
行核心技术难题联合攻关机制，依托
产业链组建难题攻关联盟，变独立作
战为协同作战，实现应用研究与生产
实践的双向互动。

“我们公司应用了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专家团队的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技
术，成功实现了电机转子全自动化生

产 ，现 在 生 产 效 率 比 以 前 提 高 了
30%。”提及人才“红利”带来的改变，
金华市聚杰电器公司副董事长陈伟难
掩欣喜。

当前，由庄松林、王克胜两名院士
领衔的 60 位创新人才团队常驻武义，
团队获得授权专利 21 项，申请专利 47
项，研发的电动工具模块化生产线已
在16家企业推广使用。不少企业受益
于此：聚杰电器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
造示范名单；博来公司生产的产品先
后被评为“浙江制造精品”“浙江省优
秀工业新产品”，产值突破8亿元；华丽
电器建设的智能工厂成功入选 2023
年度省级智能工厂。

产业兴则人才兴，人才强则产业
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人才工作
嵌入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环节，以

‘链’式思维激发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县域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武义县人
才办相关负责人说。

武义

集聚人才之力推动电动工具产业扩量提质
董 婷 陈炫艺

桐琴镇政府工作人员到企业了解产品销售情况 沈云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