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29日 星期一12 专版

创新发展动能

作为宁波全市首批 GDP 超过 200
亿元的镇，古林镇聚焦经济稳进提质，
全力打好去产能、调结构、优营商的经
济发展组合拳。

一个个包裹在智能分拣线上“奔
跑”，一辆辆满载快递的厢式货车从园区
驶出⋯⋯海曙区古林镇顺丰华东创新
产业总部的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
的快递中转中心一天能完成约60万件
包裹的分拣，员工只有200余人。”指着
智能分拣线上的自动化装置，园区负责
人王路路自豪地说。

进一步放大枢纽优势，古林镇重
点发展临空现代物流产业。2023 年
11 月，占地 136 亩、投资超 10 亿元的
顺丰产业园开园，该园区将打造以宁
波为中心，覆盖浙东、辐射华东的创新
型智慧物流产业平台。

今年，海曙区召开新型工业化大
会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推进
会，提出要把工业作为向 2000 亿元
GDP 时代迈进的实体支撑。发展新型
工业化，古林镇是海曙的大平台。

去年，易网创新作为海曙区优质
招商项目落户古林，带给制造业新模
样。易网创新作为跨境电商精品供应
链平台，致力打通跨境电商信息壁垒、
促进供需匹配。通过分析电商平台海
量沉淀数据，他们发现美国消费者的
帽子消费较大，并且存在帽子清洁需
求。从消费数据捕捉需求，他们设计
出一款帽子清洁机，匹配宁波一家工
厂进行生产。

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变成可知
可感的产品，“无中生有”的帽子清洁
机已经创造了 200 多万美元的产值。
在海曙区，他们打造“超级智联工厂”，
后台强大的数据抓取和数据分析建起
企业开发定制化精品的基石。眼下，

易网创新正推动供应链工厂企业落
户，在古林镇形成跨境工厂生产基地。

服务企业，让企业在古林成长壮
大。去年，“古林亲清在线”线上服务
平台进一步迭代扩面，兑现奖励资金
1500 余万元，惠及企业 240 家。一系
列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古林镇获评浙
江省亲清政商关系先行建设乡镇。

农旅融合新风貌

长期以来，古林镇在一三产业融
合发展上先行先试，“舟游古林”共富
水路精品环线就是“点睛之笔”。

这条环线总长13.5公里，贯通7条
生态河道，串联12个码头，沿线展现农
耕种植、乡间野趣、古桥街巷、米食非
遗等特色，船内开设围炉煮茶、茶艺文
化等服务项目。

“我们发挥农田水系丰富、文保遗
迹集中、文创非遗云集和古宅建筑留
存较多等优势，以河为线，以船为梭，
编织水路环线，盘活古镇资源，构建集
宋韵文化、现代农业、数字未来于一体
的农文旅特色乡村集群。”古林镇党委
主要负责人说。

古林以资金入股，蜃蛟片区7个村

和1个渔业社以资源入股，成立古林镇
席乡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参与区
域文旅资源开发，经营“舟游古林”共
富水路精品环线、衍生旅游消费项目
等，村集体按比例获得分红。

去年，席乡文旅公司运营良好，区
域农文旅资源年经营收入超 230 万
元，按股分红 100 万元。此外，“舟游
古林”项目推出船员、保洁员等各类岗
位 100 余个，带动就业超 500 人，人均
月增收约2000元。

古 林 是 工 业 大 镇 ，也 是 农 业 强
镇。近年来，古林牢牢把握未来农业
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探索“种植大
脑+未来农场”的数字化改革，促进现
代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在古林镇，农民由“看天种地”向
“看数据种地”的转变正在成为现实。
盛夏时节，走进宁波海曙数字大田未
来农场，依托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技
术，这里已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缩
影。2017 年，随着国家级大田种植数
字农业项目落户于此，一场在田间地
头的创新探索，由此兴起，蓬勃发展。

以“全程机械化、管理精细化、种
植生态化、产量目标化”等四化为核
心，近年来，海曙古林数字大田将虫情

监 测 预 警
与绿色防
控、墒情
监测预警
与 智 能 灌
溉、农机与无
人机设备和新
型 的 物 联 网、遥
感、北斗导航、无人
驾驶等技术结合，实
现无人化精准作业、科学化
智慧决策。

通过数字赋能，项目可实现从育
苗—耕—种—管—收—烘干的全流程
自动化生产加工。据测算，项目可让
劳动力用工成本减少 10%、节水 10%、
减少施肥 8%、单产提高 2%，显著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

提升居民获得感

前不久，随着古林镇张家潭村华
美商品小区外立面脚手架顺利拆除，
这一历史遗留的“无物业”难题得到了
解决，昔日的老旧小区如今焕然一新，
赢得了居民们的广泛赞誉。

张家潭村华美商品小区三幢住

宅楼历经岁月洗礼，设施设备老旧，
环境卫生较差。古林镇政府投资约
170 万元，启动了张家潭村华美商品
小区改造工程。经过紧张有序的施
工，累计改造雨污水管道 200 余米，
修缮内外墙立面 6750 平方米，小区
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环境得到了
显著提升。

古林镇有城又有乡。在城区，有
部分房屋由于规模体量小、建成时间
早、产权方多、居住人群多，成为社会
治理中的“零星堵点”。

作为城乡融合的先行者，古林镇
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成功探索出一
种从“无人管”到“有人管”的零星房屋

管理新模式，为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

去年 6 月，古林镇选取
了藕池片区、联晶雅苑、

俞家商住楼、鄞州银行
古林支行小区、施家

一村新村等 5 个点
位，约 35 万平方
米的零星房屋作

为试点，开展了一
项名为“零星房屋

管理优化”的专项行
动,从“软”和“硬”两个

方面入手，成效显著。
在“软”方面，古林镇

组建党建引领下的“1+5+
1”片区服务团，每个点位配

备 5 名工作人员和 1 个包联区级单
位。同时，组建区域共治委员会，吸
纳党员、居民代表、辖区单位代表等
加入，建立健全协商自治制度，强化
区域事务共商共治。

在“硬”方面，古林镇投入了 3900
余万元，针对不同点位的需求因地制
宜进行改造。通过提升基础设施、优
化停车布局、完善行政管理范围等方
式，改善了零星房屋的居住环境和生
活品质。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从最难
处找突破口，通过创新管理模式和加
强党建联建，最大程度提升居民获得
感。”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图片由海曙区古林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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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宁波海曙古林镇的顺丰产业园内，落户在这里的云山动力

（宁波）有限公司正在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大圆柱超充电池的量产线。

一批大项目落地，给海曙区古林镇注入发展新动能。在古林镇 47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 拥 有 超 5600 家 企 业 。 2023 年 ，全 镇 实 现

GDP202.57亿元，连续四年位居海曙第一，继续在宁波全市领跑领先。

古林镇正在抢抓历史机遇，聚焦产业发展、农旅融合、乡村振兴，以

发展成果、群众满意铸就“海曙之芯”金招牌，奋力打造新时代城乡融合

共同富裕先行镇。

古林农旅融合新风貌 竺仕宝 摄

丰富的农田水系 竺仕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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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引
让人才想有所为

当人们步入丽水龙泉市周村村的
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就能和形
态各异的铁皮石斛撞个满怀。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它们喷点
‘防晒霜’！”基地负责人吴纪贤一大早
就忙碌起来。这位专注从事铁皮石斛

中药材产业发展近 30 年的温州乐清
人早已把龙泉当作了第二故乡。

作为丽水市重点引进的农业人
才，吴纪贤做足前期功课后，在丽水市
相关部门的积极沟通对接下，从村民
手中流转山地，开辟了一个活水进园、
活树种植的珍贵中药材种植基地。喝
着山泉水“长大”的铁皮石斛，品质优
良，价格不菲，基地的销售产值也是节
节高，2023 年，实现年产值 4500 万多
元。

吴纪贤不仅延续了家族的中医药
传统，还将珍贵药材的种植技术推向

了新高度，成为丽水中药材产业发
展的一张亮丽名片。同时，得

益于丽水市实施的“新农人”
培育行动，吴纪贤获评丽

水高级“农三师”，同正高
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
博士研究生一样能享
受丽水市 E 类人才待
遇。

像 吴 纪 贤 这 样 的
人才还有很多，丽水打
破 了 传 统 的“ 四 唯 ”束

缚，不拘一格“外引内育”
人才，实现以能力论英雄、

以实绩定优劣。并结合各地
产业优势开展特色人才培育，分

层分类打造形成“缙云烧饼师傅”“云
和木玩师傅”“龙泉青瓷师傅”等 21 支
具有全国知名度辨识度的特色人才队

伍。目前，丽水已累计评选中级“农三
师”1247 名、高级“农三师”210 名、金
牌“农三师”3名。

丽水市深知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不仅出台相关意见、方案，深化涉
农职称评审制度改革，把丽水“农三
师”纳入丽水市高层次人才目录，还打
通乡村人才进入国家职业技能通道，
支持他们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择
优给予相应人才认定。今年以来，丽
水市新增技能人才 631 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290人。

精心育
让人才能有所为

在 90 后丽水高级“农三师”吴婷
的直播间里，灵芝杯茶、灵芝代泡茶等
特色产品轮番上阵，在她的解说下，直
播间人气直升。

龙泉市本味园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吴婷 2012 年返乡，接过家里的灵芝事
业。“最开始不知道怎么拓展销路，有
次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培训，我接触到
了直播，也改变了农场的销售模式。”

吴婷表示，因为培训，自己建账号、写
策划、学直播、学剪辑，到如今已拥有
一群固定粉丝，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
售的“云上渠道”，还因此成立科研、经
营、电商团队，研发受市场欢迎的新产
品。2023 年，本味园家庭农场产出的
农产品销售额就超500万元。

现在，吴婷还会利用空余时间参
加龙泉市组织的“直播沙龙”“云上交
流”等活动，交流并提高自己的带货能
力和拍摄技巧。

近年来，丽水还迭代推出“人才科
技新政 38 条”，引导农业人才报名参
加各类培训，充分发挥本土专家团队
的“传、帮、带”作用，邀请“农三师”入
驻共富学堂担任技能导师，延伸农业+
全产业链，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技提
能”全覆盖。

深耕葡萄产业 30 余年的“云和师
傅”季伟平就当起了致富“引路人”，他
开办大田葡萄农民田间学校，面向全
市农民免费传授技术。如今，学校已
培养出 600 余名学员，带动周边地区
新开发葡萄栽培面积超过1400亩。

如今，像这样在田间地头就地开

课的“共富学堂”，在丽水已有 450 多
个，此外，还有 24 家农民院校、66 个实
训基地，每年围绕“农三师”培育开展
有关培训1.2万人次以上。

同心富
让农民共享硕果

发展乡村、振兴乡村需要“久久为
功”，乡村人才评好、育好，更需要他们
带动农户的共同参与和乡村的发展。

碧湖平原是丽水传统的蔬菜种植
区，丽水金牌“农三师”金林美所在的
郎奇村是丽水碧湖镇蔬菜生产最大的
专业村之一。但传统的种植和销售模
式效益不高，使得农民增收遇到了瓶
颈。

2005 年，金林美秉承“抱团发展，
一起致富”的发展思路，以“合作社+社
员+农户+市场”的运行模式办起郎奇
农家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结万千
农户致富。

“土地养育了我，我理当反哺家
乡。”为提高农民种植水平，金林美定
期邀请农业专家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

培训，提高农户科学种植水平。自合
作社创办以来，已发展社员 322 户，合
作社种植总面积达 2570 亩，80%的社
员蔬菜种植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带动
周边县市农户 5000 多户，年销售额近
亿元。

金林美还主动融入东西部结对，
跨省倾囊相授“致富经”，帮扶四川省
广元市剑阁县引进了蔬菜新品种、新
技术10多项，示范带动当地农户3000
多户，发展蔬菜基地3000多亩。

丽水引导“农三师”转型成为乡村
CEO、村庄“头雁”，深度融入村集体经
济发展，为乡村注入新理念、新技术、
新模式，带动更多农民共富。如缙云
县高级农作师李春萌回乡成立五羊湾
茭白合作社，首创“单季茭一年两收增
产模式”等方法，带动 4500 多户农户
种植茭白，辐射周边基地 1.6 万多亩，
并在四川、贵州等 9 个省开展茭白帮
扶。

丽水利用农业人才建立起了“联
结型”模式推动人才振兴乡村。如，
构建“家门口实训+就业+增收”山区
共富模式，打造 944 个山区农民就地
灵活就业、增技增收的“共富工坊”，
由“农三师”参与担任经营者、管理
者或技能导师，带动 6800 余名低收
入农户、6 万余名群众年人均增收 2
万余元。

农业人才的培育，如同播撒在丽
水大地上的种子，丽水还出台系列政
策“呵护”这些幼苗，成立“丽水农创
客”协会等服务载体，健全乡村人才服
务平台，设立 116 个“农三师”工作站
等一站式服务场所，累计为3万余人次
提供政策咨询、技能培训、信息交流等
服务，此外，全面优化新农人创新创业
环境，并强化金融精准扶持，共同打好
强村富民“组合拳”。

人才“一子落”，乡村“满盘活”。
丽水这支数量充足、素质过硬、作用明
显的乡村人才队伍推进乡村共创共
富，已成为我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生动缩影，也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
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成功样本。

（图片由丽水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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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年初，浙江省委召开“新春第一会”，锚定人才

这个第一资源、战略资源，吹响奋进号角。在农业农村领域，乡村人才也

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帮手。九山半

水半分田的丽水聚焦人才这一“关键变量”，在全国首创具有本土辨识度

的“农三师”乡土品牌人才体系。

近年来，丽水坚持用人唯才，创新开展“新农人”培育行动，并以丽水

“农三师”提升行动为突破口，不唯学历、资历、奖项、论文等，突出以创新

价值、能力、贡献、实绩为导向，科学灵活采用多种认定方式，不拘一格引

育农业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党建引领成为激发“农三师”活力，推进其

带动示范作用的重要精神核心。目前，丽水全市累计培育丽水“农三师”

2万余人，助力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全省“十五连冠”、低收入农

户收入增幅全省“八连冠”，助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全国革

命老区重点城市中位居第一。

丽水高级“农三师”吴纪贤的石斛基地 公利华 摄

丽水金牌“农三师”金林美讲解玉米
种植技术并介绍新品种栽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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