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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同步，乡村生
活城市体验

“学校就在家门口，师资不比城
区学校差，我在附近开店，接送也方
便。”在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畸山小
学门口，正在接女儿放学的陈奉希与
记者攀谈起来，他说，在奉化区，随
迁子女入学几乎无门槛。

近些年，奉化区投入 2086 万元
新改建资 金 用 于 校 园 设 施 提 质 升
级 ， 在 师 资 力 量 方 面 ， 通 过 打 造

“名师工作室”“名优骨干送教下
乡”“跨校青蓝工程”等平台加快教
师专业队伍成长。

得益于一系列举措，畸山小学校
长任宁说，近年来，学校新增了4名高
级教师，还有多人获评区骨干教师、
区名师，教学质量正在向城区看齐。

“‘在家门口上好学校’，是学生的
心愿、家长的期盼。”奉化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何彪表示，围绕这一
目标，奉化区全面投入、整体布局，
破解原有“城区挤、乡村弱”的问
题，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
乡一体化。

近年来，宁波市大力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市所有公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参与“教共体”建
设，覆盖率达 100%，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新态势基本形成。

“没想到现在看病这么方便。”回
忆起前不久的住院经历，家住宁波
市 鄞 州 区 咸 祥 镇 的 徐 师 傅 一 家 对

“住院服务一体办”赞不绝口。
从咸祥镇开车到城区综合医院最

快也要 40 分钟，对徐师傅这样上了
年纪的老人来说并不容易。“到了那
边要挂号、排队看医生，起码大半
天，万一城里医院没床位，还得回家
等消息，一来一回实在太麻烦。”徐
师傅说。

如今，徐师傅在鄞州二院医共体
咸祥分院就诊，医生通过网上转诊系
统向医共体总院发起转诊申请，当天
即可办理入院手续。“上午10点半去
镇卫生院，当天下午就顺利住进上级
医院，住院手续也很简单。”

数 字 医 共 体 “ 住 院 服 务 一 体
办”在鄞州全区推广后，患者床位
安排时间从传统模式的 2—3 天缩短
至 30 分钟以内，住院匹配精准率提
高至99%。

截至 2023 年底，宁波全市共有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4家，其中乡镇卫生院86家，规划
内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381家，村卫
生室 1748家，70.4%的行政村设置村
卫生室，辅之以偏远山区、海岛巡回
医疗，城乡“十五分钟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圈”基本形成。

服务就业创业，乡村舞
台同样宽广

2023年6月，家住宁波市宁海县
西店镇铁江村的邬佳华，从湖州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后，未找到心仪的

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她参加了“智
汇宁海 志在西店”夏季综合招聘
会，向西店零工市场就业指导人员诉
说了自己的情况。

“和小邬同学交流后，发现她对
自己的职业定位比较模糊，但能感受
到她对新媒体的兴趣。”零工市场职
业指导员刘微说，当天，刘微分析了
当前就业形势，帮助其认识自身求
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职业取
向及职业能力测试，让其了解自身
就业优势，还向她推荐了职业技能
培训课程。

“职业指导员向我推荐了新媒体
编 辑 、 摄 影 剪 辑 等 几 门 实 用 技 能
课。”经过后期学习，邬佳华掌握了
实用技能，最终进入宁海县北滨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新媒体
编辑。

在宁海县，围绕“城乡共发展，
就业有机会”目标，“一站式”零工
服务模式正在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渠道，成为城乡高质量就业的
新阵地，目前共建成 4 家零工市场、
10 家零工驿站，累计服务企业 1100
余家次，提供服务7900余人次，“灵
活保”参保人数超2万人。

家住鄞州区咸祥镇的左源一直有
创业想法，却碍于缺少启动资金迟迟
未能行动。正当犯愁时，镇政府工作
人员向她推荐了好政策。在咸祥镇
便民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向她详细
介绍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又
针对她招不到店员的问题提供了解
决方案，向她推荐了 4 位登记在册
的零工人员。

今年4月，左源新注册的文化传
媒工作室顺利开业，鄞州区又为其提
供了一系列创业指导等“跟踪式”服
务，为她的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鄞州区通过创新推动创业窗口
“即时办、上门办、预约办”，服务范
围覆盖城乡，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政务
增值化服务，实现创客“零跑腿”，
2023 年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8618 万
元，2023 年全区新增创业实体 2.71
万家，创业带动就业10.84万人。

从 2015 年开始，宁波加快形成
覆盖城乡、可持续、均等化的基层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截至 2023 年底，
全市73个街道、83个乡镇、765个社
区、2180 个行政村建立了公共就业
服务基层平台，并探索打造老百姓身
边“一站式、便利化”的零工服务体
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公益性零
工市场41家、零工驿站104家。

基建配套更新，城乡道
路更加畅通

眼下，正值鲜笋上市季节，宁海
县高塘村集士驿站站长陈菊华每天都
要跟着村民进山收购鲜笋，再制成油
焖笋、笋干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去年收了上万斤，今年量还能
再扩大。”陈菊华笑着说，她之所以
有底气放手大干，是因为有了一辆辆
驶向山村的“快递班车”。

高塘村是当地最偏远的高山村之
一，交通不便，近年来，宁海县着力

打造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集
士驿站”“公交邮路”和“城乡客货
邮数字化改革”等农村物流运作新
模式，打通农村寄递服务“最后一
公里”。

陈菊华介绍，当包裹袋上车后，
公交车大屏幕内置读卡器感应到包裹
袋上的二维码，远在 32 公里之外的
宁海客货邮智控管理中心内，包裹实
时信息和公交车运行轨迹同步显示在
指挥大屏，便于定位及跟踪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集士驿站如今还
是村里不可或缺的便民服务站，除了
快递收寄，还兼具政务服务、产品分
销、电商服务等功能，能让村民享受
和城里百姓一样的便捷生活。

目前，宁海县已建成集士驿站
128个，累计开通公交邮路79条，完
成快递业务量500余万件，降低农村

物流成本 20%以上，助农就业 1500
人以上，带动农产品销售9000万元。

在余姚市，通往四明山革命老区
梁弄镇横坎头村的道路，曾经是泥泞
土路。“以前都是泥巴路，出去买菜
还要翻山越岭。”横坎头村百丈农家
老板黄彭勋印象深刻。

以前骑摩托车到镇上菜市场进
货，如今物流运输服务和供应链不断
完善，黄彭勋在家就能收菜，自家产
的特色农产品也跟着卖了出去，横坎
头村农特产品“走进来”更加便捷。

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村里带来源源
不断的客流。2023 年，横坎头村接
待游客超100万人，让像黄彭勋一样
的农家乐老板生意红火。

革命老区焕新颜，源于“四好农
村 路 ” 建 设 。 2019 年 ， 余 姚 市 按

“五美”公路标准对梁弄镇主要通道

进行提升改造，路况水平和路域环境
显著提升，附属配套设施更加齐全。
眼下，这条路已成为一条生态旅游公
路、红色旅游公路。

“以前去市区医院要换好几班
车，现在可以直达，省了不少时间”

“坐一趟车就能直接到市中心，大大
方便了我们老年人外出”……村民连
连称赞。不仅如此，随着四明山快
线、公交500线路的开通运营，余姚
市加快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扩
大农村优质服务供给。

携 手 共 富 ， 交 通 先 行 。 截 至
2023 年底，宁波全市农村公路总里
程 9370 公 里 ， 占 公 路 总 里 程 超
81%。平原乡镇、4A以上景区全面通
达二级以上公路，山区乡镇、3A 以
上景区基本通达三级以上公路。2024
年，宁波市在浙江省率先发布县道网
布局规划，全方位、高质量推进新一
轮“四好农村路”建设。

如今的宁波，城与乡携手并进，
在浙江大地上绘出一幅城乡均衡发展
的生动图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
下，宁波乡村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路
子，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
服务水平显著改善，村民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提升。

不久前，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
江分局民警来到辖区白云山上，将查
获的 13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全
部放归大自然。

台州市椒江区位于东海之滨，其
海门港是浙江沿海 4 个中型海港之一。
近年来，浙江省部署海洋强省发展战
略，台州全市域发展海洋经济，台州
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积极构建一体化

“生态警务”，用法治力量为美丽生态
家园和海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在椒江区东南 52 公里的东海海上
有一座大陈岛。大陈岛是国家一级渔
港、省级森林公园和省海钓基地，岛
周海域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素有

“东海明珠”之称。岛上有野生梅花鹿
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椒江公安打造陆岛联勤枢纽，建
成 大 陈 岛 “ 生 态 警 务 ” 联 勤 工 作
站，开展野生梅花鹿保护、世界濒
危 鸟 类 中 华 凤 头 雁 鸥 迁 徙 停 留 观
测、生态环境整治等工作，不断促
进海岛生态价值转化；全力护航蓝
色 海 湾 生 态 修 复 、 全 国 首 个 海 岛

“绿氢”综合能源示范项目等项目建
设 ； 发 挥 社 区 警 务 优 势 ， 发 动 渔

民、船员积极参与海洋塑料废弃物
治理“蓝色循环”项目，目前椒江
海域共收集海洋废弃物 1.1 亿吨，其
中塑料废弃物 2274.7 吨，有效改善近
岸海域环境；围绕大陈岛全域文旅
产业发展，建立项目警官制，护航
大陈岛军事文化主题公园、梅花湾
区块提升改造、大小浦区块提升改
造等 10 余个项目。

近年来，椒江公安着力构建“一
个体系”守护，全面延伸“生态警
务”触角，建立公安、环保、农水等
部门“1+X”“常驻+轮驻”运行模
式。同时，建立生态保护矩阵，全区
129 名社区民警全部承担生态警长职
责；整合爱鸟协会、志愿者队伍等 19
个公益组织 2700 余名社会力量，打造

“生态警务”共同体。
与此同时，椒江公安严厉打击涉

生态环境领域及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近年来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 21
起，采取强制措施121人，破获部督案
件 2 起。今年 3 月，破获一起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查获国家一级
保护、国家二级保护保护动物，涉案
金额3000多万元。

初夏时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长
塘镇会篁村的“竹乡兰苑”共富工坊
里，各色兰花绰约多姿竞相开放，清幽
淡雅的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花友
慕名而来。

“养了 30 多年兰花，没想到兴趣爱好
现在还能‘变现’，已经有好多客户预订了
我的兰花。”村民罗伟炳告诉记者，自己在
自家闲置土地上种植了 400 多盆兰花，拿
到工坊里摆放，方便游客参观购买。

早些年，碧竹环抱的长塘镇，主打
产业是竹笋。可近几年竹笋收益走低，
如何改变以竹为伴、以笋为生的发展现
状，成了长塘镇谋求发展的关键。

长期以来，长塘镇有不少人家喜欢
种植兰花，镇政府便琢磨着，能否在兰
花上“做文章”。转机始于2023年，上虞
区启动“凤凰领航·共富同行”公益基
金，在基金资助下，长塘镇的“竹乡兰

苑”共富工坊项目顺势落地。
随后，镇里陆续引进省农科院、上

虞兰花协会等专业指导力量，在会篁村
建起兰花基地，打造集兰花种植、培育
孵化、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
地，并逐渐向周边带动辐射。“以会篁村
为例，我们充分利用全村各零碎闲散林
地、自留地推广兰花种植，带动村集体
年增收20万元以上。”长塘镇党委书记张
橹介绍。

在上虞区，共富工坊正成为乡村产
业的“孵化器”。

走进汤浦镇“童你一起”共富工
坊，耳边是此起彼伏的直播带货声。“这
套国风夏装特别适合 5 至 7 岁的男宝，喜
欢这款的宝妈可以抓紧下单。”面对手机
镜头，主播张玉立热情介绍着产品，看不
出一丝生疏，谁知她也是“新手一枚”。

“汤浦镇对电商创业新手十分友好，

这样设施完备的直播间，租金只需预交
每月每平方米8元。”张玉立说。

“ 我 们 正 全 力 打 造 ‘ 拎 包 创 业 基
地’，通过党建联建，在设计、生产、物
流、直播销售、知识产权等产业链各环
节予以保障，让创业者来了就可以创
业。”汤浦镇党委书记朱春起介绍，共富
工坊集童装展示、电商直播、视频拍
摄、教育培训、云仓代发、供应链管理
等多功能服务于一体，不仅让创客们实
现“拎包入驻”，也激活了镇内 250 余家
童装加工企业。

为持续放大共富工坊的惠民效应，
近年来，上虞区打破地域、领域、条块
限制和要素壁垒，健全联席会议、资源
调度、协同生产等机制，凝聚共富工坊
建设合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共富
工坊 161 家，带动就业 1.2 万余人，人均
月增收超3000元。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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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

城与乡携手并进
本报记者 李中文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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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宁波市，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家门口可以方便就医，乡村生活便利安心，教学
资源实现城乡共享……

如今，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成为宁波新的风

景。今年一季度，宁波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919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677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92
元，城乡收入倍差为1.65，较去年同期缩小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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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上李家村的美丽乡村景象。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②：在宁波市宁海县越溪乡南庄村“集士驿站”，村民将土特产寄
往外地。 尤才彬摄

图③：宁波市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态画卷。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④：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沿山村整洁的民居与碧水青山、河流田园
相互映衬。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