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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水蜜桃带来的甜蜜“富业”

奉化区：区域强势品牌背后的财政“托举”
邬文敏 周露璐 郑亚通 王明亚

精准“着力”
一以贯之构建区域强势品牌

时间回溯至 1996 年，通过财政资
金倾斜，奉化成立了水蜜桃研究所，
这一前瞻性布局为水蜜桃产业腾飞
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多年来，该研究
所承担着科技攻关、品种改良和栽培
技术研究的重任，也开启了奉化水蜜
桃品牌化发展的序幕。通过与国内
多家科研机构合作，目前已成功引进
70 个国内外新品种，自主选育出多个
优良品种，受到国家和省级新品种审
定机构的认可，诞生 6 个新品。同时，
主持与参与多项地方标准的制定和

专利申请，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 10 亿
元。

2024 年，奉化财政特别安排 105
万元补助资金，用于农产品参展、品牌
推广等。在财政资金的推动下，农民
和经营主体利用多平台资源不断提升
区域品牌影响力。随着市场的拓展，
奉化水蜜桃也从地方特产逐渐成长为
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明星产品，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等多
重荣誉，品牌价值达 15.33 亿元，位列
全国地标品牌前60强。

奉化紧抓产品特点，从品牌差异化
的主线出发，不断迈出转型升级的关键
步伐，推出全新奉化水蜜桃精品品牌

“欢喜奉桃”，从选果标准到分级售卖，

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高质量，实现
水蜜桃从“论斤卖”到“论个卖”的华丽
转身，推动水蜜桃品牌持续发光发热。

在财政政策的激励下，作为品牌
运营主体的奉化区农商控股集团，在
数字化、科技化、渠道升级等方面也
做出了积极探索。比如，借助自动化
分选设备实现对水蜜桃品质的精准
控制，研发的新型保鲜技术成功破解
运输保鲜难题，与盒马鲜生等零售巨
头的合作则让奉化水蜜桃打开了高
端市场的大门。正如集团董事长周
盛所言：“现在，我们顶级‘欢喜奉桃’
6 个装一箱的售价可以达到 688 元，
精品奉化水蜜桃的市场价值得以充
分释放，提升了消费者对奉化水蜜桃
的认知，将品牌推向了新的高度。”

多维“发力”
全要素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针对水蜜桃全产业链的布局，奉
化区财政局紧跟时代步伐，2024 年安

排 400 万元用于农业产业补链强链项
目，投入 675 万元技改项目资金支持
传统水蜜桃种植区域的升级转型，从
生产基地的提质增效到加工端的科
创引领，再到销售端的渠道拓展，通
过资金和政策引导，全方位、多层次
地激活水蜜桃产业的每一根脉络。

围绕生产端示范园区建设，近年
来奉化大力推进传统水蜜桃种植区域
的提升示范，已在溪口、萧王庙等地建
成 5 个超过 5000 亩的水蜜桃现代示
范 园 区 ，发 展 新 建、林 家 等 11 个 超
1000 亩的水蜜桃专业村，依托“欢喜
奉桃”品牌建立 26 家紧密型基地。另
外，根据水蜜桃种植受风力、温度、降
水量影响显著的特点，奉化财政加大
水蜜桃种植气象指数保险保费承担力
度，近两年来财政补贴近 300 万元，保
险理赔户次达 5020 次，区域水蜜桃承
保面积达 1 万余亩，大大降低桃业经
营主体风险损失的同时，充分保障了
奉化水蜜桃品质和供货的稳定性。

在加工端，奉化以丰富桃加工衍

生品为目标，联合加工企业开展桃酒、
桃汁、桃脯、桃胶等新产品开发研究，
目前研发的翡翠幼桃、桃花醉、桃胶清
露等 10 多款产品已成为宁波特产新
势力。拟投资 1.2 亿元规划集产业引
领、孵化、服务、体验四大区块于一体
的科创园，旨在引入水蜜桃深加工企
业、深化技术研发创新，推动水蜜桃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到 2024 年
底力争形成综合年产值 10 亿元以上
的水蜜桃全产业链1条。

销售环节是产业链的最后一环，
也是最能体现产业活力的一环。奉
化依托“顺丰天下，桃行万里”“桃气
十足”等电商活动及平台，将奉化水
蜜桃推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2023
年，奉化水蜜桃通过电商平台的销售
额近 2 亿元，同比增长 30%。财政部
门还将拟定新的激励政策，以长三角
地区为核心销售半径，创新营销模
式，探索水蜜桃深加工、研发产品售
卖，引导经营主体转型，保障农户的
产品能够“产得出、卖得好”。

向新“聚力”
跑出人才引领发展加速度

在奉化锦屏街道外应村九岙水蜜
桃园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身影，他就
是 95 后农创人应可辉。这位曾经的
海归青年，在父亲的熏陶下，怀揣着对
农业的深厚情感，义无反顾放弃都市
高薪返乡创业。他利用先进的数字化
设备和机械化设施，积极进行各种栽
培试验，革新了传统水蜜桃山地梯田
种植的人工方式，有效降低了成本，同
时解决了难以进行大规模种植的难
题。如今，应可辉的水蜜桃园不仅实
现了年销售额 300 万元的佳绩，更是
带动了周边50余户农户增收。

应可辉的成功并非孤例，他返乡
的底气和勇气，来自奉化对人才培育
与引进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奉化财
政通过提供贴息补助，配合奉化农商
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创客贷”等创
新金融产品，为像应可辉这样的新型
桃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激发了
更多优秀青年回农村，引领当地的桃
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2024 年，奉化财政落实 800 万元
乡村振兴人才专项资金，从种植专家到
科研人员，从管理人才到一线技术人
员，对每个领域给予专项支持奖励。这
种全方位的支持体系，无疑为产业与人
才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奉化还成立了由 5 支技术
队伍、50 名技术人员组成的水蜜桃专
业服务队，为宁波市的桃农提供了全
年超过 60 次的技术指导和 7—10 期
的 技 术 培 训 ，服 务 覆 盖 面 积 超 过
10000 亩，极大地提升了桃农的种植
技术与管理水平。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每一个果
实 都 承 载 着 奉 化 人 民 的 希 望 与 梦
想。未来，奉化水蜜桃产业将在财政
的支持下，保持区域品牌的强势地
位，续写甜蜜的共富故事。

（图片由奉化区财政局提供）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家乡⋯⋯”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宁波市奉化

区，这满山的桃花不仅装点了山水，更孕育了一个富民产业——奉化水

蜜桃。这颗甜中带蜜的果子，历经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如今不仅是奉

化第一主导特色农产品，更是乡村振兴的一张靓丽名片。

奉化水蜜桃，一果撬动共富杠杆。自1996年奉化市被命名为“中国

水蜜桃之乡”以来，奉化始终将水蜜桃产业作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增收的

重要支柱。在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奉化水蜜桃在品种改良、栽培技

术、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等方面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目前，奉化水蜜

桃栽培面积拓展至 3.5 万亩、总产量 4 万余吨、总产值近 6 亿元，为当地

1.7万余人提供了增收机会。

奉化区农商控股集团水蜜桃无损检测分拣线

奉化水蜜桃奉化水蜜桃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行政执法需
求，作为首批省级基层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试点单位，嘉兴桐乡市崇福镇率
先构建“全员办案”综合行政执法新生
态，由乡镇持证人员共同办案，打破传
统的“专人专案”模式，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互补和执法联动，全面构建“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专业执法+联合执法”
的协同高效体系，提升了基层执法效
能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推动法治政府
建设。

重塑基层治理格局

“您好！我们是桐乡市崇福镇的执
法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在接受调查（询
问）之前，您有申请我们回避的权利⋯⋯
请问您是否需要申请执法人员回避？”

“我听清楚了，不需要回避。”“好的，下
面请您将基本情况做一下陈述。”

这是崇福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持证

人员协助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
员进行笔录询问的场景，也是“全员办
案”模式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崇福镇创新的“全员办案”
模式，将镇内部执法队伍与具体业务科
室整合在一起，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

域特点，区分日常巡查、抽查、核查等现
场和非现场检查方式，建立动态评估与
持续改进机制，定期对执法管理成效进
行全面评估，依据评估反馈精准调整执
法管理策略，改进服务质量，更大力度
落实“综合查一次”。

去年 8 月，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向崇福镇移交了一起案件，接到移送
材料后，崇福镇综合行政执法指挥室第
一时间组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农业农
村办公室、村镇建设办公室以及自然资
源所执法人员开展执法研讨会议，各部
门依据各自的专业领域，对案件进行深
入剖析，明确调查方向和取证要点。后
经现场勘验以及翻阅相关规划、审批等
资料，各部门执法人员通过信息共享、
执法协作、证据互认等方式，确定该公
司存在涉嫌未经核准、非法占地的违法
行为。

“实施‘全员办案’模式，有效助推
了全镇持证人员执法能力的提升，打破
了传统管理模式，案件移送、线索通报、
办案协作、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协作配合
机制更加健全。”崇福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有关负责人表示，多部门共同执法办
案，增强了各业务科室法律意识和专业
素养，也塑造了一批既有专业管理能力

又有执法办案能力的执法人员。
参与管理和执法的过程，也是能力

提升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崇福镇积
极发动村、社区工作人员参与到案件办
理中，以案促学、以学促改，坚持“谁主
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增强
了村、社区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提高了
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实效性，也提
升了日常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激发基层执法新动力

为抓好省级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试点工作，崇福镇先后印发《崇福镇
持证人员全员办案的工作方案》《关于
进一步做好全员办案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将全镇 89 名持证人员纳入崇福镇
综合行政执法指挥室统一调度，要求持
证人员每人每年主办至少 1 起、协办至
少 2 起，做到全程参与、现场办案、独立

制作法律文书。
训战一体，倒逼全员办案能力提

升。为更好地应对横跨 16 个领域 658
项行政处罚事项的挑战，崇福镇还以跟
案实战的方式，调动全员办案积极性，
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一体推进的

“一支队伍管执法”新格局，全面营造
“人人能办案、人人争办案、人人办好
案”的工作氛围。同时，把“全员办案”
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加强
对乡镇持证人员办案的监督和指导。
今年以来，全员办案率自下沉之初的
13.8%上升至62%。

同时，突出实战练兵，充分发挥“老
带青”“师带徒”等作用，借助执法实训
基地，开展场景模拟、执法实训、应急演
练等，针对各类业务岗位分时段开展执
法事项权解析、数字化应用等多元化培
训，并通过执法督导、案件评查等多种
方式，定期开展案件质量比拼，进一步
提升实际办案能力。

崇福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进一步统筹执法资源，完善全流程参
与案件办理，有效增强部门协作配合能
力，一体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新格
局，计划至2024年底，力争“全员办案”
率达到 90%以上，全面提高崇福镇整
体执法效率和水平。

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执法联动

桐乡崇福创新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吴王燕 曹艳琳

美丽崇福
（图片由桐乡市崇福镇提供）

慈溪：深化“林长+”开启“全民护林”新模式
周 明 陈 姝

慈溪慈溪：：深化深化““林长林长++””开启开启““全民护林全民护林””新模式新模式
周 明 陈 姝

夏日的宁波慈溪市栲栳山风景区，
翠盖连绵，危峰参差，溪谷幽深处，马尾
松针阔混交林、冬青林、毛竹林等组成
的绿海林涛和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令
人心醉。穿过千奇百状的幽幽古树，沿
着蜿蜒的小溪前行，清澈的溪底鱼儿觅
食嬉戏，偶然天空中悠然掠过的飞禽，
惊起林间繁衍、栖息的鸟儿一片鸣叫。
这里不仅是满眼皆是绿意的视觉盛宴，
更是生态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勾勒出一
幅静态和灵动交织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慈溪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全面推行林长制，实现市、镇

（街道）、村三级林长（警长）全覆盖。
慈溪市持续深化与“检”协作、与

“法”同行、与“警”联动、与“民”共建的
“林长+”联动协作机制建设，纵深推进
林长制与检察监督、刑事司法、公益诉
讼、民间林长、行政执法衔接配合，推动
形成全民治林、管林、护林工作体系。
水更绿，山更青，绿色生态擦亮了美丽
慈溪的底色。生态美，也让当地群众收
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林长+森林法官
深化工作机制

今年4月，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与慈溪市人民法院正式签约建立“林长+
森林法官”协作机制，并成立“森林法官”
工作室，进一步推动森林资源保护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相衔接，提升
林业资源保护力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这一宁波市首创的协作机制，以充
分发挥行政与司法协调联动为基础，通
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机制、案
件沟通衔接机制，共同开展普法宣传，持
续推动林长制与生态司法保护有机融
合，助力全市森林生态高质量发展。

穆勤是慈溪市人民法院行政庭的一
名法官，今年她多了一个特殊的身份——

“森林法官”。自从有了这份新责任后，她
一方面通过加强信息共享更加了解有关
政策、林地保护情况，以及提供更加专业
的涉林工作部署建议，另一方面加强磋商
和普法，将预防违法犯罪挺在前面。

依托“环境资源审判庭”，慈溪市实
现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
一”归口审理，发挥出生态环境保护的
司法职能。

同时，慈溪市还建立健全林长队伍
与检察机关常态化巡查监管、信息资源
联络共享、联合专项调查等工作机制，
构建“发现教育—查处整改—诉讼修
复”工作闭环，严厉查处拒不履行生态
修复责任等违法行为。

针对生态环境资源案件中存在的
难以修复或无法原地修复等问题，慈溪
市落地首个生态环境公益修复基地，探
索创新生态环境修复新模式和“公益诉
讼+碳汇补偿”办案新举措。

全民参与
巡山护林常态化

在慈溪市有这样一个微信群，群成
员时不时在群里报备自己巡山护林的
里程数，他们有的是户外团队的负责
人，有的是经常参会户外活动的志愿

者，有的是退休的公务员或私企老总，
共同组建了一支充满正能量、热爱自
然、有奉献精神的“民间林长”队伍。

慈溪市创新出台“民间林长”管理
制度，积极招募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技术
知识、山林管护工作经验等条件的志愿
者，择优选聘担任“民间林长”，与现有
林长队伍共同参与巡山护林，提高巡山
覆盖率。慈溪市重点山林区域巡查频
率从每月1次提升至3次。

自 2023 年正式招募 33 名“民间林
长”入库以来，慈溪市的“民间林长”现
已达 70 人，自发组织巡山护林活动
120 余 次 ，带 动 参 与 志 愿 者 人 数 近
1600 人/次，巡护里程累计达 6.5 万公
里。今年以来，累计收集并闭环处置各
类违法线索10余条。

数字赋能
问题处置高效能

慈溪市充分发挥浙江省首创的
“林长智治”数字平台作用，以数字化

改革优势为牵引，林长在巡查过程中
发现问题，只要通过“林长智治”二维
码扫一扫就能实现图像等即时上传。
然后，由慈溪市林长制办公室通过线
上督办方式下发属地乡镇跟进整改工
作，录入后续处置结果，推动山林管理
职责履行高质高效。

目前，慈溪市 170 块市、镇、村三级

林长制公示牌上全覆盖设置“林长智
治”二维码，将问题从发现到整改缩短
至 2 小时以内。此外，慈溪市计划在今
年新建 62+10 处森林防火高空瞭望前
端感知设备，配合宁波市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建成“上下贯通、左右衔
接、融合集成”的林火监测预警系统和
扑救指挥系统。

慈溪“森林法官”成立仪式 （图片由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