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高原

在虾峙，提起“沟头井”这个
猪肉品牌，大家都会提到陈明。
近日，在虾峙一处养猪场，记者见
到了这位70后创业者，健谈、稳
重、和善是陈明给人的第一印象。

身为退役军人的陈明2012年
入党，开过中巴车、做过电焊工、
经营饭店、售卖蛋糕，尽管经历颇
多，但他心中始终有个想法：“要
让海岛人都能吃上好猪肉，并带
动村民致富。”在家人帮助下，陈
明逐步开启养猪创业之路，打造
了“沟头井”美丽牧场共富工坊。

虾峙以前主要以渔业为主，近
些年在转产转业的大背景下，渔民
再就业问题成了大家关心的热

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也有责
任出一份力。”早在创业之初，陈明
就把这份责任默默放在了心里。

带动村民就业，自己首先要干
出点样子。牧场创办之初，陈明
就把目光放在了猪肉品质和口感
上。“当时，我试过宁夏黑猪、北京
黑猪等品种，不是皮太厚，就是肉
太油。”经过不断尝试，陈明逐步
摸清了养猪门道。“现在养殖的黑
猪，由金华两头乌和枞阳黑猪当
母本，以巴克夏黑猪当父本培育
出来的，猪肉口感细腻，肉质肥而
不油。”陈明说。

2013年，陈明创立了“沟头
井”猪肉品牌，推入市场后，口碑
逐渐打响。同年，他的第一家线
下门店在沈家门开张。生意红火

的同时，陈明也进一步坚定了创
业之初的想法——带动村民合伙
经营，由他提供主要资金、门店、
技术和猪肉，利润实行五五分成。

然而，陈明的这种经营模式，
最初阶段还是引来不少质疑。“当
时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询问，要不
要来一起开猪肉店。”陈明苦笑
说，他能理解大家的心思，毕竟是
个创业项目，心里都没底。

随着前3家门店的成功，想和
陈明合伙的村民越来越多。“只要
能帮到大家，我都会尽自己所能，
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就这样，
从第一家门店开始，到今年开到
了14家门店，陈明帮助25名村民
实现再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十余
万元，极大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近年来，“沟头井”美丽牧场办
得有声有色。陈明还聘请省外技
术人员来虾峙，为村民提供养殖技
术培训。“当初，我聘请这些技术人
员来虾峙，他们以为我是搞传销
的，一听又要坐飞机、坐车、坐船，
甚至到了目的地还要坐面包车，都
怕得不行。”陈明笑着说，有了技
术，牧场经营才会更加蒸蒸日上。
目前，陈明在自己创办的养殖场，
帮助14名村民实现再就业。

陈明有个打算，他想开设一个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把“沟头井”
美丽牧场打造成集民宿、餐饮、露
营、亲子活动、教育教学等一体的
生态牧场，做足农文旅融合文
章。“希望更多村民能从中受益，
让生活更有盼头。”陈明说。

海岛“猪倌”陈明带动乡亲共奔富

“希望更多村民从中受益，生活更有盼头”

践行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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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城镇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
168个居民小区实行“撤桶并点”

日月谈
近 日 ，我

市公布第六批
历 史 建 筑 名

录，我区5处历史建筑入选，分别
是桃花岛新白鹤庙、东福山白云
宫、蚂蚁岛三八海塘、蚂蚁岛长沙
塘大井潭、六横张府庙。至此，我
区共有12处历史建筑入选舟山
市历史建筑名录。毫无疑问，让
这些历史建筑“讲”好故事，全域
旅游就会更加生动起来。

“谁不说咱家乡好”，每一个
地方大概都有值得骄傲的自然
风光或人文历史，这也正是全域
旅游概念得以成立的理由。随
着人们越来越追求旅游品质，

“到此一游”式的浅度游正逐渐
被深耕文化内涵的深度游所替
代。特别是在各地美景、美食难
分伯仲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文
化底蕴往往就成为核心竞争
力。而饱经风霜的历史建筑，正
是最好的文化载体。

普陀海味浓郁的自然风光
闻名遐迩，但同样少不了历史建

筑的点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每一处历
史建筑，都是当地的“仙”和

“龙”。我区的12处历史建筑，无
不具有各自建筑风格、年代背景
和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海岛历
史变迁和文化传承。让它们

“讲”好故事，普陀的山海风光就
会更有灵气。

保护好这些历史建筑，全域旅
游就有了节点和坐标。挖掘历史
建筑“背后的故事”，可以给风光旖
旎的景区注入灵魂，从而吸引观光
客纷至沓来。而有了核心景区，就
能带动周边乡村通过发展民宿、餐
饮分得全域旅游一杯羹。

我区近年来十分重视历史
建筑的保护与管理，接下来还将
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相关政
策，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值得
注意的是，除了保护这些列入名
册的历史建筑，全社会还应对所
有历史遗存心怀敬畏，看似不起
眼的“老房子”或许就会列入下
一批历史建筑名录。

让历史建筑“讲”好故事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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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点亮先锋言行

□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徐敏

近日，我区在全市率先批复
设立区合法性审查中心，统筹专
业审查力量，编制区、镇两级《合
法性审查事项清单》，此举将村社
合同、村规民约等纳入审查范围，
着力破解制约镇街合法性审查质
效提升的堵点难点问题，消除村
级事务审查“空白点”。

这是我区积极推进法治建
设，打造“向企”法治服务新模式
的缩影。近年来，我区围绕市场
主体需求，重点聚焦推进“前端预
防、中端治理、后端降本”全链条
法治服务体系，为全区企业高质
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前端预防 精准服务企业

在推行“向企”法治服务新模
式的前端预防工作中，我区通过
加强“红头把关”、加快增值改革、
扩大普法矩阵等措施，提升服务
企业的温度、精度与广度。

自区合法性审查中心设立以

来，已集中清理区、镇两级政府妨碍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与上位法冲
突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
施86件，拟修改15件，切实消除政
策制约卡点堵点。高效审查涉企行
政合同24件，累计标的94.4亿元，
护航“星辰大海上的天空之城”等16
个重大项目落地，保障政府决策可
操作、承诺可兑现。我区《重大行政
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实践与深化》
课题，还作为全市唯一入选全省重
大行政决策源头治理专项行动揭榜
挂帅项目。

同时，我区推动包容审慎监
管机制覆盖多种经营业态，其中，
首错免罚清单涉及执法领域拓展
至16个，执法部门通过行政告诫、
责令改正等方式，规范市场主体
轻微违法行为151件次，有效助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推动涉企执
法检查“综合查一次”，开展涉企
“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专项监督
活动，组织执法监督员、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实地走访企业12家，
倾听企业心声，核实整改重复低
质量检查等线索200余条。

此外，针对我区远洋渔民普

法实际需求，区司法局编印《涉外
渔民篇》《远洋渔民篇》《法律进渔
区》等普法读本，推动普法教育向
海上延伸。依托“法治渔港”，在
休渔季，进港、上船、入渔家开展
普法学法、法律体检等活动，构建
全领域面上普法宣传。

中端治理 化解涉企纠纷

2022年12月，一艘宁波籍远
洋渔船与普陀籍渔船在沈家门渔
港发生碰撞，双方船体受损，并造
成渔获物损失。因远洋渔船已赴
远洋生产作业，若回港处理将对
该船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不定
损又无法及时调解纠纷。区司法
局专业律师力量积极参与调解，
并会同宁波海事法院自贸区海事
法庭，对案情“把脉联诊”。在多
部门配合下，几经沟通协商，确定
了远洋船只就近靠岸勘验、异地
评估损失的解决方案，最终这起
纠纷圆满化解。

“近年来，我们围绕普陀岛
多、航道多、海况复杂多地域特
点，深入推进“大数据+人民调解”
工作机制，推广应用“浙里解纷

码”“海上枫桥”浙里矛调等线上
调解全业务链条，引导当事人在
涉及涉海涉船矛盾纠纷时，采取
线上申请调处解决，如船员欠薪、
涉船物资买卖合同、船舶碰撞财
产损害赔偿、船员人身损害赔偿
等。”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队伍建设方面，全区目前
共设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153个，
实现全区涉海镇（街道）、管委会
的海上调解组织全覆盖。同时，
会同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事法庭组建特邀调解员队
伍。由区司法局干部参与化解，
自主调解的“3+X”会商研判机制，
已培育擅长海事渔事矛盾纠纷调
解的“金牌调解员”10名，形成多
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点联动的纠
纷化解合力，有力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去年以来已成功调解海上
矛盾纠纷 220余件，涉案金额达
2.1亿元。建立金融纠纷调解委
员会，覆盖辖区所有银行，实行金
融纠纷“线上调”，全流程线上办
理金融纠纷。今年以来，在线调
解金融纠纷案件240余件，涉及金
额1.34余亿元。

为企业打造全链条法治服务体系
——我区积极优化助企发展法治环境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 王若琦 通讯员
孙晓微）12月4日一早，舟山国际
水产城舟渔分场格外忙碌，码头
上，一艘艘渔船拢洋回港，渔民们
卖力卸货，一箱箱带鱼通过简易
轨道运下，并迅速卸至货运车上。

随着冬至临近，舟山带鱼也迎来
了最肥美的时节，以带鱼为主的渔获
物交易也进入繁忙期。记者从舟山
国际水产城了解到，11月27日至12
月3日，活鲜冰鲜投售量约7300吨，

带鱼产量较平时有明显增加。
在舟渔分场水产交易区，满眼

尽是匆匆来往的人流和车辆，一箱
箱闪着银光的带鱼，摆放在摊位。
“冬至带鱼味道最好，今年价格比
往年低，买的人比较多。”水产品经
营人员王国定说。

记者从我区各农贸市场了解
到，当前重量在8两到1斤的带鱼，
每斤售价为30元，重量在1斤以上
的，每斤售价为36至40元。

舟山带鱼迎来销售旺季

本报讯（记者 郭杰）12月5日上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炜波赴“星辰大海上
的天空之城”项目部开展“大走访大调研
大服务大解题”活动。他强调，要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服务保障，严把质量关、安全
关、进度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

徐炜波座谈听取并实地走访调研了
项目前期准备、最新进度、配套设施建设、
存在困难等情况，对项目方各项任务完成
及取得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
“星辰大海上的天空之城”项目是当前我
区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的重点项目，对丰
富完善全区文旅资源、带动相关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项目落地普
陀以来，相关职能部门、属地街道、业主及
施工单位超前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做好
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工作，为项目顺利推
进奠定了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扎实开展项目后续建设任务，徐炜波
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建立健全常态化会商协作机制，加快形
成工作合力，全力做好项目全过程支持保
障工作，及时妥善解决工程道路修整、林地
指标审批、周边商贩管理等问题。要紧扣
时间节点，加强统筹调度，不断加快建设进
度，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要
推进文明工地、和谐工地建设，加强与属地
街道、驻地部队、周边群众沟通交流，及时
分享交流各方诉求意见、消除化解分歧，努
力减少施工作业对周边环境、群众生产生
活影响。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断优化
设计方案，注重实施细节，着力打造精品工
程。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加
强项目现场安全监管，重点关注工程车辆
进出、山坡地施工等关键环节，充分做好应
急预案，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要
提前谋划，提早布局，做好招商引资运营工
作，积极打造引入特色亮点业态，加强与周
边业态、观光景点联动合作，为我区文旅产
业提质升级、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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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孙洁）12月5日上午，竖屏短剧《双
姝之争》剧组在桃花塔湾金沙景
区开机，开启岛上取景拍摄之旅。

杭州灌灌影业有限公司CEO
杨凯茗介绍，该剧背景跨度从上
世纪80年代到千禧年，部分场景
需要老式建筑，桃花岛可满足拍
摄需求，因此在岛上的取景占比
将近50%，预计会在三个月之后推
流上线。

“我们进行了多次勘景，觉得
接下来几部剧也可在桃花取景拍
摄。”杨凯茗说，市、区两级政府和
桃花镇提供了大力支持，希望通过
该剧将桃花的美景展示给更多人。

记者从桃花镇了解到，桃花影
视拍摄资源丰富，目前已成为浙
江省广电集团首家授牌的影视拍
摄基地。《鸦片战争》《射雕英雄
传》《天龙八部》等多部影视作品
在岛上取景拍摄。

“网络竖屏短剧持续爆火，影
响力和传播力很强，镇政府与杭
州灌灌控股集团就此达成合作，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影视公

司，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服务剧集
引进，聚焦打造海岛网剧拍摄基
地。”桃花镇党委委员吕红军表
示，下步将通过影视剧拍摄推动
“旅游+影视”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本地群众就业。

近年来，桃花镇做好全岛旅游
规划布局和影视基地开发建设工
作，以人文历史深层次挖掘为基
础，采取项目建设、场景复原、景
观美化等方式，对各景区及周边
自然村进行改造和提升。按照

“全域旅游”工作思路，加强景区
景点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增强桃
花岛影视基地综合服务功能和承
载能力，走出一条海岛整体开发、
景区影视化体验、产业融合发展
的海岛乡镇影视基地发展新路。

竖屏短剧《双姝之争》在桃花开机

“旅游+影视”产业融合发展又添新笔

取景拍摄现场取景拍摄现场。。 （（桃花镇供图桃花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