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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小区宁静还需出实招

马洪超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

建 设 完 成 2132 个“ 消 除 杂

音、睡得安心”的宁静小区，

全 国 城 市 声 环 境 质 量 总 体

向好。

前些年，随着城镇化进

程加速，因居民装修、临街商

业宣传、夜间道路运输、广场

舞音响外放等带来的噪声扰

民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居民

的正常睡眠和身心健康受到

影响，投诉不少。防治城市

噪声污染，已成为不可忽视

的重要民生问题。

明确职能分工。管理好

小区噪声等城市声环境，需

要生态环境等各相关部门齐

抓共管。从噪声源头看，有

的发生在工商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有的来自道路交通车

辆，有的则是因居民楼违规

装修。有关方面应研究明确

部门职责，厘清各自应负的

管理与执法责任，进而形成

齐抓共管的合力。据悉，目

前全国约有 17.7 万家工业企

业 将 噪 声 纳 入 排 污 许 可 管

理，“十四五”期间工业噪声

排 污 许 可 管 理 将 实 现 全 覆

盖。这一思路也值得其他领

域参考借鉴。

用 好 科 技 手 段 。 现 实

中，有的噪声制造者并非故

意 发 出 噪 声 影 响 他 人 。 此

时，如果有噪声监测设备及

时作出提醒，将有助于第一

时间纠正行为、消除噪声。实践中，有些小区及周边安装了

多处智能噪声监测设备，能够循声辨位，一旦噪声超过阈

值，便会自动发出提示，助力降低噪声分贝。又如，有的城

市广场舞组织者为参与者配备蓝牙耳机，使播放器外放音

量不再需要那么高。办法总比困难多。科技手段的广泛运

用，不仅保证了有关活动的进行，还减少了对外界的打扰，

促进了居民和谐共处。

及时更新改造。从宁静小区建设实践看，实施老旧小

区降噪改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房子隔音不好的问题，

新安装的静音雨棚让住户在下雨天不再受噪声困扰，铺设

小颗粒沥青路面并设置减速带和低速禁鸣提示牌，减少了

小区内的车行噪声。这提示小区物业部门乃至城市管理部

门，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中，应克服“面子”

倾向，更加注重“里子”，将噪声管理也纳入重点工作范围，

把城市功能区优化、道路材料选择、隔音板设置、植树造林

等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小区噪声等城市声环境治理，关乎居民生活品质，是城

市治理能力的体现之一。期待城市管理部门、小区业主、广

大市民与商户等都积极行动起来，共管、共治、共享，一起创

造与守护城市里宁静的生活环境。

宁波民营经济开拓发展新天地
工业增加值 7067 亿元，首破 7000 亿元大

关；规上工业总产值首破 2.5 万亿元；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达 104 个，成为全国首

个单项冠军数量破百的城市；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8800 家，增速连续 3 年保持全省第一，技

术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大关⋯⋯宁波是民营经

济大市，现有民营经济经营主体 137.4 万家，

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 96.7%，104 家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中，民营企业超过了

100 家。

近年来，宁波多措并举优环境、强创新、

兴主体，乘势而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

飞跃，民营企业已成为宁波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主力军。

传统产业转出新空间

新春伊始，记者走进方太厨具的生产车

间，看到多功能六轴机器人、RFID（电子标

签）采集系统、CCD（电荷耦合器）视觉系统

等数十种智造系统与设备，在数据网联的基

础上配合紧密运作自如。

“在集烟罩全自动冲压线上，11 道生产

工 序 全 部 交 由 13 个 协 同 机 器 人 完 成 。”方

太制造工程部工程师孙小兵说，在这里，每

13 秒就有一台集烟罩下线，整体生产效率

提升 30%。

近年来，智能制造逐渐成为宁波民营企

业 的 选 择 ，自 动 化 、智 能 化 改 造 不 断 提 质

扩面。

金田铜业等 3 家企业入选工信部首批卓

越级智能工厂，旭升集团等两家企业入选浙

江省未来工厂⋯⋯作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全国首批制造业新型技

术改造试点城市，宁波正以数字化转型促进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推进

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

力。去年，宁波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实

现全覆盖。借助数字化力量，宁波传统产业

焕发生机。

节后开工以来，金田铜业厂区内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数据正在

这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工厂”

内，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MES（制

造执行系统）等一系列工业操作系统被成功

打通。从订单下达到生产执行再到最终发

货，所有的业务流程都转变为数字，应用于企

业管理。

“ 铜 加 工 是 典 型 的 技 术 工 艺 驱 动 型 行

业。在铜的加工生产过程中，各项工艺参数

和生产流程都是影响产品质量和能耗的关键

点。”金田铜业“未来工厂”数字化项目负责人

潘晋说，通过有效收集和运用实时的生产数

据，实现生产过程及工艺质量的优化，是金田

铜业降本、增效、提质的关键。经过此前的自

动化、信息化技术沉淀，金田铜业已进入深度

数字化以及适度智能化的新阶段。目前，金

田铜业 95%的订单已实现智能匹配。

去年，宁波 17 个传统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3128.8 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智能家电

实现增加值 334 亿元，同比增长 10.3%。

“宁波要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既要‘智造’

提升生产效率，也要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宁波市经信局副局长张水清说，在宁波，越来

越多的企业以创新为突破口，紧贴市场需求，

主动求变。

去年，宁波市新增了 1 个国际首台（套）

装备，实现了国内首版次软件“零的突破”，整

体“三首”产品数量再创新高；新增国家级绿

色工厂 24 家，累计数量达 122 家。

重点产业聚出新天地

近日，极氪智慧工厂生产车间引擎重启、

动力十足，为宁波前湾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核心区注入强大动能。

2021 年首款车型“极氪 001”下线，相继

发布多款主流车型，去年 12 月实现第 40 万辆

新能源汽车在甬下线⋯⋯历时 37 个月，极氪

刷新了国内最快下线 40 万辆豪华纯电新能

源汽车的历史纪录。

“宁波是吉利高质量发展的启航地、加速

器和技术创新策源地。”吉利汽车集团 CGO

（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近年来，吉利汽

车集团总部、领克汽车总部、smart 品牌全球

总部、极氪全球总部、吉利中央研究院相继在

宁波落户。

宁波已形成集总部项目、汽车和关键零

部件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人才培养及赛车文

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发展基地。

目前，吉利在宁波已拥有五大整车制造

基地，共生产吉利、极氪、领克、极星等品牌

19 款车型。通过引进新能源汽车品牌，宁波

不断放大以企引企、以链引链的效果。

去年，宁波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39.5 万辆，

实现翻番，产量占浙江总量的 42.5%。从整

车放大到产业链，宁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去年完成产值 3979 亿元，同比增长 24%。

经过持续培育，在宁波“聚”出新天地的，

不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绿色石化领域，宁波石化基地炼油总

能力突破 5000 万吨，成为全国规模领先的石

化产业基地。

在 磁 性 材 料 领 域 ，宁 波 已 集 聚 全 国 约

22%的稀土永磁材料企业，磁性材料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的 40%以上，实现了磁性材料产

业的“无中生有”⋯⋯

去年，宁波协同创建的浙东工业母机、环

杭州湾现代纺织服装成功入选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产业集群“国家队”总量达 4 个；与

此同时，宁波新增余姚市半导体溅射靶材、江

北区力传感器 2 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累计 6 个，数量居浙江省第一位。

新兴产业谋出新未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融合

的当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发展适合

本地的新质生产力，是宁波产业发展的未

来式。

近年来，宁波通过引进、培育等一套组合

拳，紧抓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制胜未来的关

键变量，不断将这个关键变量变成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

一方面，依托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宁波不

断做大、做强光学电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石墨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做大关键变

量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硬核支撑。

从 2008 年提前布局石墨烯产业至今，宁

波相关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 2022 年底，位

于宁波的石墨烯创新中心由省级升格为国家

级后，一批石墨烯新应用、新成果在宁波加速

落地。

近两年来，以首次商业化为重点的国家

石墨烯创新中心已成功组建研发团队 30 余

个，培育孵化石墨烯企业 20 余家，获得授权

专利 300 余项。

提前谋划、长远布局，受益于此的还有集

成电路产业。在江丰电子、甬矽电子、盛吉盛

半导体、荣芯半导体等一批产业龙头的带动

下，近年来睿晶半导体、爱芯元智、奥拉半导

体、希磁电子等一批新面孔加速涌现。去年，

宁波集成电路实现工业总产值 625.3 亿元，同

比增长 14.4%。

另一方面，宁波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领域开足马力，奋起直追。

在国内大模型持续发光发热的同时，一

款由云朵科技研发的“它山”大模型在宁波

问世。

“ 它 山 ”进 军 的 是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AIGC）垂类百科新领域，力争通过领域模型

的打造，为旅游、医疗、教育等行业的服务跃

升赋能。新品发布会上，云朵科技董事长陆

世栋表示，“它山”的发布，证明宁波企业也可

以做自己的 AIGC，也可以紧跟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步伐，御风而行。

眼下，宁波正加快构建“世界级—国家

级—省级”产业集群梯度培育体系，统筹推进

传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新兴未来产业集群

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宁波百万民

企正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宁

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力拼搏。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王子萱

截至 1 月底，在湘用卡逾 3.18 亿人次——

湖 南 社 保 卡 好 用 又 实 用
本报记者 谢 瑶

“以前包里要带一堆卡，现在用电子社保卡就

能乘公交、地铁，还能享受乘车优惠，方便又省

钱。”2 月 25 日，家住湖南湘江新区的何颖说，前段

时间还用社保卡买了奶粉，享受了满 300 元减 50

元的优惠。自 2024 年 7 月启动第三代社保卡换发

工作以来，湖南社保卡持卡人数超 5672 万人，签

发电子社保卡逾 3802 万张。通过业务协同、数据

共享、系统互通和服务融合，各地应用场景建设开

启“倍速”模式。

去年以来，湖南把“高效办成一件事”列入“十

大重点民生实事”范围，以社保卡为载体，加速推

进居民服务“一卡通”。参加公务员遴选、各类职

业资格考试等，考生可刷社保卡验证身份；在衡

阳、郴州等地，用社保卡发放惠民惠农资金、提取

公积金⋯⋯社保卡的功能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日

益丰富，广泛应用于人社服务、就医购药、交通出

行、文化体验、旅游观光、政务服务、工会福利、生

活服务八大领域。

近日，湖南省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主任李振

华介绍，目前，56 项人社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

办”，全省 14 个市州及国内 300 余个城市公交地铁

“一卡通乘”，42 个旅游景区“一卡通游”，72 个文

化场馆“一卡通览”，1.16 万个协议医院和 2.05 万

个药店“一卡通结”，政务服务“一卡通用”，工会福

利“一卡通发”，水电气缴费、商超购物等生活服务

“一卡通付”。截至 1 月底，在湘使用实体卡及电

子卡累计突破 3.18 亿人次。小小一张卡，在日常

生活中实实在在为群众带来便利与实惠。

与此同时，湖南还在湘鄂两省社保体系和住

房公积金互联互通方面，开展制度集成创新。“刷

社保卡就办好了住院手续，在武汉可以安心治

伤。”湘鄂社保互联互通后，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庾俊泓成为首例享受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的工伤职工。

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

到，湘鄂两省采取政策互认、数据互享、经办互联、

载体互通、监管互动的方式签约合作。目前，在湖

南和湖北，社保关系转移、异地就医结算、公积金

提取等 53 个事项，刷社保卡在两地都能办。面向

全国，各省份的社保卡也可在湖南升级服务场景，

享受购票入园、借阅图书、就医购药的便利。

居民服务“一件事”、社保卡“一卡通”取得积

极成效的背后，是湖南各级各部门之间，打通数据

壁垒、实现高效共享的结果。

为吸引更多居民办卡、用卡，湖南人社部门在

全省布局社保卡银行网点 3426 个，全面推广“即

时制卡”模式。同时，通过建设居民服务专区，开

发身份码、乘车码和消费码等，湖南成为全国第二

个实现电子社保卡移动支付的省份，居民可用社

保卡在全国超 1 亿家门店消费，专区还对接了湘

易办 APP 等平台，方便居民持卡办理各类政务

服务。

除此之外，湖南还将特色消费活动、创新惠民

举措“融进”社保卡，联合中国银联组织 13 家社保

卡合作银行推出“一分钱乘公交”“五折乘地铁”等

系列促消费活动⋯⋯截至 1 月底，湖南有 268.02

万人次持社保卡乘公交坐地铁、5979.91 万人次持

卡就医购药、5.96 万人次持卡逛景点旅游，686.38

万人次持卡办理人社业务，累计用卡发放各类待

遇、补贴 2487 亿元。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

长李永军介绍，今年将重点在“宽”字上下功夫，进

一步拓宽应用场景，深化拓展社保卡在酒店住宿、

信用体系、民生资金发放、外国人来华工作等领域

的应用；在“通”字上下功夫，以电子社保卡为载

体，推进与湘信码等个人服务码多码融合、多码互

认、多码贯通，方便群众“一卡在手、生活无忧”；在

“联”字上下功夫，加强与周边省份合作，实现更多

社保事项互联互通。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济

新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工人

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年底

全线通车目标。济源至新安

高速公路项目是河南省高速

公路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

目建成后，将与新伊、菏宝、

连霍高速相连，进一步完善

豫晋高速公路网，密切豫晋

两省洛阳、济源、运城的交通

联系，有效带动沿线旅游开

发、经济发展。

张怡熙摄（中经视觉）

近日，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回穿梭作业。近年

来，江西南昌高新区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全力构建以 LED 和移动智

能终端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形成从核心设备、衬底材料、外延芯片、封装到终端应用

的产业链。 李 劼摄（中经视觉）

人形机器人在宁波前湾新区的极氪 5G 智慧工厂中穿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