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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丽丹） 昨
天，出席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
政协委员围绕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委员们在讨论时表示，要立足本
职，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
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我市加快建
设现代化美好活力“最名邑”、争
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
领的县域样板作出积极贡献。

在各分（联）组讨论点，委员
们结合报告内容，话发展、谈问
题、提建议，对市政协两个报告给
予充分肯定。一年来，市政协及其
常委会牢固树立系统思维、集成理
念、精品意识，全面开展政协履职

“提质增效年”行动，坚持发扬民
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更好发挥人
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
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
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在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报告时，委员们一致
认为，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一年来
政协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特色
鲜明、亮点纷呈，总结成绩客观全
面，分析问题实事求是，谋划发展
思路清晰，是鼓舞人心、提振士气
的好报告。在分组讨论现场，委员
们还就做好新一年政协工作积极发
言，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纷纷
表示，新的一年，要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精神，以政协履职“提质增效深化
年”行动为抓手，献良策、谋实招，更
好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为余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广谋良策、贡献力量。

委员们还讨论了市政协十四届
三次会议全体会议提案（草案），
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草案）；酝酿关于补选
政协第十四届余姚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政协委员分（联）组讨论政协两个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昨天
下午，市政协主席陈长锋参加市政
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委员联组讨论，
与总工会组、农业界组、特别邀请
人士组的市政协委员深入交流，听
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市政协秘书长
张建培参加讨论。

会上，委员们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和政协职责，围绕常委会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报告等进行了深入讨
论，并聚焦“完善委员联系服务界
别群众制度机制，在助解群众急难
愁盼中扛起委员担当”这一主题进
行了专题交流发言。陈长锋对此予

以肯定，认为大家的发言有经验体
会的分享、有下步举措的谋划、有
思想行动的表态，准备充分、内容
扎实，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良好
风貌。

陈长锋指出，完善委员联系服
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是坚守“人
民至上”理念的内在要求，是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
是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化委员责
任担当的内在要求。我们要更好贯
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关于“完善委员
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重要

部署，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
实。

陈长锋强调，要推动组织架
构再完善，市政协及各专委会要
牵头抓总、界别组和联络委要组
织发动、委员要积极参与，通过
资源的有机整合，推动工作体系
化、制度化、长效化开展。要推
动工作机制再健全，将委员联系
服务界别群众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开展，明确联系对象、具体任务
和方式方法，发挥界别和委员专
长优势，为界别群众提供力所能
及的服务，助力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特
色亮点再彰显，充分考虑不同地
区的文化底蕴、产业构成，不同
界别的群众构成、群众需求等因
素，在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活
动中因地制宜打造“一域一品”

“一界一品”，进一步提升委员履
职质效和辨识度。要推动为民情
怀再厚植，把实现“群众有感”
作为最终导向，做到勤调研、勤
发声、勤思考，大兴调查研究，
经常深入基层，当好“宣传员”

“调解员”，写好委员履职为民的
高质量答卷。

陈长锋在参加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

完善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在助解群众急难愁盼中扛起委员担当

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

昨天下午，参加市十八届人
大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
人民的重托，来到各自代表团驻
地报到。 记者 黄静波摄

直播两会

昨天上午，两会新闻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直播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开幕会。两会期间，余姚发布微
博、姚界客户端、余姚新闻网等新
媒体平台对两会开闭幕会进行同步
直播。 记者 黄静波摄

■本报记者 俞丽丹

一行行树木碧绿青翠、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
一处处景观新颖别致……开车行驶在浒溪线梨洲街
道雁湖村段，崭新的柏油马路在青山绿水间蜿蜒盘
旋，犹如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铺展于眼前，别有一
番舒适惬意的感觉。擦亮文化地标、建好美丽家
园，雁湖村结合“翠韵梨洲”文明示范线打造，以

“山水雁湖”“人文雁湖”“红色雁湖”“共富雁湖”
“乡愁雁湖”为主题的景观节点，彰显出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新风貌，让新时代新农村绽放出无限活
力。

2023年是全省实施“千万工程”20周年。20年
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
丽”，再到“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
美”，全市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乡
村从整洁有序、迈向美丽宜居、跃进共富共美。特别
是市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我市以打造全国乡村振
兴示范区为引领，持续实施“千万工程”，推动美丽资
源向美丽经济转型，成功创建为新时代美丽乡村示
范县，2023年获评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优胜县。

四明山镇北溪村是一个风景秀丽、民风朴实、
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古村落。通过积极践行“千万
工程”，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特色资
源，北溪村走出了一条借“绿”生“金”的发展新
路径。四明山镇与宁波甬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
资，成立宁波乡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北溪
村及周边临近村开垦出200多亩良田及5亩育苗大
棚，建设“乡叙四明山共富农场”，采用“轮耕休
作、严格选种、露天栽培”种植模式，将四明山蔬
菜以盲盒形式直供城市家庭厨房。该基地从去年7
月运营以来，每周可向城市家庭厨房供应高山蔬菜700多箱，还将周边农
民自产的笋干、土鸡蛋、腊肉等土特产组装成四明山年货礼包，帮助村民
销售，成了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同时，四明山镇盘活60亩因山洪撂
荒的土地，建设村落型旅游综合体，打造由山野叠潭区、文昌阁区、山野
漫步区、露营区等多个游览区组成的月亮湾高山公园，促进农旅融合，将

“流量”变“留量”。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梁弄镇横坎头村依托花开梁弄

“浙样红”美丽田园建设，对片区内近1000亩农田进行错位打造，实施高
标准果蔬大棚建设，统筹田园绿道慢行系统、采摘区、美丽河湖等资源，
推进美丽田园向效益农业转变，域内形成特色休闲农业观光采摘基地10
余个，家庭农场20余家。同时，该村依托初新农庄、希望营地、浙东红
村游客服务中心等产业项目，加速推进域内区块景区化建设，促进农旅、
文旅、学旅、体旅多旅融合，成立的红村互助发展组织把红色旅游、会务
培训等带来的客源推送给红村互助发展联盟，每年推送约350万元的餐
饮、民宿量，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我市按照让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
的工作定位，从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等方面入手，统筹推进美
丽乡村向和美乡村迭代，让群众的幸福生活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
市将围绕市委“一号文件”精神，坚持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
重点推进第四批省级未来乡村、和美乡村、市富裕富足样板村等建设，依
托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创建，统筹四明山区域
生态发展，培育一批农业产业标杆项目。持续深化农旅融合，重点引导规
模农业产业基地，以研学基地、采摘体验、农耕文化为拓展方向，扩大产
业发展能级，优化乡村经营业态，推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化，奋力打
造全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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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连日
来，尽管天气寒冷，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参观“远古江南·海陆山河
——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
成果特展”的游人热情不减。来自
不同省份的人们慕名而来，在全国
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享受一场精
神文化盛宴，感知河姆渡文化的神
秘意蕴和独特风采。

2023年是河姆渡文化发现50
周年。我市凝心聚力、深耕细作，
在全力办好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
年纪念活动的同时，深化河姆渡大
遗址群研究阐释和保护利用，加快
推进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
建，着力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探索突破。
去年，河姆渡文化在海内外大放异
彩，入选浙江省文化标识建设创新

项目。
用特色活动点亮河姆渡文化。

2023年2月，“发现河姆渡——中
国余姚河姆渡文化旅游节”拉开河
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的
序幕。沉浸式实景体验、文旅时尚
主题秀、全球华人寻根之旅……一
系列活动贯穿全年，频频火爆出
圈。11月，三场高规格活动在北
京启动：在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
年考古成果特展中，包括双鸟朝阳
纹象牙蝶形器、猪纹陶钵在内的
324件 （套） 文物亮相国家博物
馆，全方位展示了河姆渡遗址的发
现、探索、保护历程；由人文渊
薮、携山拘水、幸福交响等篇章构
成的发现河姆渡 50 周年主题活
动，将余姚丰富的文旅资源一一推
介，助推这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的文化宝地被全世界更好“看
见”；同步开展的河姆渡文化发现
5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披露了河
姆渡文化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用文化产品赋彩河姆渡文化。
2023年，我市与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人文发展分会共同开拓文化
资源，联合开发河姆渡主题文创新
产品，现已达成初步合作成果，如
邀请知名陶瓷学者、设计师何炳钦
以河姆渡稻作文化为基，设计“米
缘”米型杯子伴手礼，引发了业内
及市场的强烈反响；联合《植物大
战僵尸2》更新“发现河姆渡”联
动版本，将新石器文明印记与游戏
相结合，带领游戏玩家认识“河姆
渡文化”。此外，“双鸟朝阳”冰箱
贴、“双鸟朝阳”杨梅棒冰等一系
列文创产品，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

用精品力作滋润河姆渡文化。
我市将河姆渡文化融入精品文艺创
作，以文艺精品全方位、多层次讲
好河姆渡故事：联合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制作中英文版本的广播剧《情
系河姆渡》，在海内外引发热议；
微短剧《河姆渡的骨哨声》入选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播片；正在加紧
创作的交响乐 《创世纪·河姆
渡》，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
任、作曲家郝维亚担纲主创，是又
一部呈现河姆渡文化的精品力作。
截至目前，“河姆渡”系列话题短
视频全网总阅览量已突破1亿。

用特色创建引领河姆渡文化。
围绕展示好、利用好河姆渡文化，
我市持续推进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公园启动区工程——古
今自然环境展示区建设方案已收到
国家文物局批复，即将动工建设。

“随着2022年底河姆渡入选第四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一系
列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去年
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我们完成
了预备名录申报文本编制、填报，
于6月底通过省文物局专家评审，
目前已报至国家文物局待审。”市
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寻根溯源 传承发展

我市持续擦亮河姆渡文化“金名片”

本报讯（见习记者 干雨微）
1月9日，由宁波市委网信办和余
姚市委网信办主办，旨在通过网络
大V、直播带货团队展现“千万工
程”伟力，用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

“绿色网络文明进乡村活动”走进
泗门镇。

当天，受邀参加活动的西门町
吃在宁波、宁波倪少等一批网络大
咖先后参观了泗门镇成之庄、万圣

村和全民健身中心，了解泗门历
史、发现泗门之美，并就网络助力
农产品销售，促进村集体和村民增
收出谋划策。

据了解，绿色网络文明建设是
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通过本
次走访和参观，网络大咖们对加强
网络文明建设，厚植文明根基，共
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绿色网络文明进乡村活动”走进泗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