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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质生产力
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寒风瑟瑟，位于镇海澥浦镇湾塘
村的水果番茄精品园二期玻璃温室大
棚中，技术人员通过智能化机器人将
一批水果番茄秧苗移栽入悬挂栽培
槽。这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已被
智能化、自动化的高科技手段取代，农
业也逐渐摆脱“看天吃饭”的状态。

“水果番茄的栽种、喷药、授粉、采
摘、分拣都可以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我
们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实时监控大棚内
的各项数据，并完成远程操控。”水果番
茄精品园二期运营方负责人介绍。

要在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探索一
条都市农业发展之路，科技创新是关
键。近年来，镇海跳出“以农业谋农
业”的传统思路，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
和龙头企业的合作，引入高端人才和
先进技术，聚力打造南岚湾现代农业
示范园和蛟川现代都市农业园两个农
业现代化大平台，撬动全区农业产业

向科技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水果番茄精品园二期正是我们

与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农业智能
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宁波专家工作站实
验基地。接下来，国家数字设施农业
创新应用基地、宁波农科院镇海分院、
南岚湾智慧冷链研发转化中心、太空
育种中心等一系列农业现代化项目也
将尽快落地，为镇海农业现代化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镇海区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表示。

高科技带来高品质。今年，镇海
区优质蔬果在省市各类推选活动中屡
获佳绩，参评的番茄、草莓等农产品共
获 19 金 28 银，位居宁波前列。其中在
2024“浙江好番茄”评比中，“镇蜜”系
列水果番茄获奖总数位居全省第一，
镇海番茄品质得到评委的一致认可。

“近年来，我们引进推广梦系列草
莓品种 30 余个，紫小可、青霞 66、嘉红
100 等番茄品种 70 余个，同时试验调
整配套栽培技术，已经形成了适合镇
海本地的高品质蔬果种植体系。”镇海
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人说。

在产业创新的推动下，镇海区的
农业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水
果番茄、草莓等特色农业优势产业不
断壮大，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显
著提升。今年，“镇海番茄”、“镇海草
莓”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引培“新农人”
筑牢乡村振兴人才基石

“欢迎来到直播间，大家购买的水
果番茄、水果玉米都来自我背后的这
片智能化大棚。”海归农二代杨一昕在
自家农场为消费者直播农作物的生长
情况。

今年 10 月底在杭州举行的 2024
年浙江省乡村振兴共富青年先锋颁奖
典礼上，杨一昕捧回了宁波市唯一的

“青牛奖”。作为宁波镇海金果园蔬果
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杨一昕将先进

的农业理念和技术带回家乡，通过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产品
的附加值，推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
展，更是运用自建的线上销售平台，有
效解决了散户的销售难题，带动了周
边近百名村民实现就业。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镇
海高度重视各类“新农人”的培养和引
进，今年成功申报省级乡村人才振兴
先行县培育试点，成为宁波唯一入选
区县。近年来，镇海已累计培育省级
乡村工匠名师4名，省级乡村工匠工作
室 1 家，全区登记在册农创客 480 名、
乡村“十路人才”1800 余人，逐步形成
镇海乡村振兴人才矩阵。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镇
海依托南岚湾现代农业示范园、蛟川
现代都市农业园重点项目建设，为农
业领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提供平
台。今年初，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研究中心宁波专家工作站在镇海揭牌
成立，12 位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国
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农
业专家扎根镇海，为当地农业智能化
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同时，镇海区还将乡土人才“挖”
出来、“用”起来。举办一系列实用人
才及高素质农民培训，组织“新农人”
参观学习其他地区先进农业园区和农
业企业，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先进的
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一支懂管
理、懂技术的高素质本土农民队伍，今
年以来，培训人数已超900人。

“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南岚湾现
代农业示范园、蛟川现代都市农业园
等高能级农业产业平台，引入更多高
层次人才，同时重注培育本土农业农
村人才，形成各类人才在产业链上优
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推动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镇海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全域共美
擦亮乡村共富底色

“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每逢周末，
很多人来村里喝杯咖啡，在稻田边散
步拍照，连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也愿意
回来创业了，人气越来越旺。”宁波镇
海九龙湖镇田杨陈村村民周女士自豪
地说。

田杨陈村是镇海区省级共富示范
带“烟雨江南风情线”的其中一站，自
2021年起便开始了美丽乡村的华丽蝶
变。“稻海粮仓”项目深入实施，为田杨
陈村打造了绚烂的春日花海与金黄的
秋日稻浪，外加一杯醇香的村咖，悄然
间成为都市人心灵休憩的桃花源，周
末时光里的热门之选，春秋两季旅游
高峰期，游客量显著增长，最高峰日访
客量更是达到了1万余人次，有效带动
了村民增收。

近年来，镇海区深入实施“千万工
程”，全域推进，秉持“微改造、精提升”
理念，从基础扎实的合格村到引领示
范的示范村，再到风景如画的景区村、
独具匠心的精品村，直至和谐共生的
和美乡村、面向未来的未来乡村，层层
递进，不断刷新乡村颜值，描绘了一幅
幅乡村振兴的绚丽画卷。

今年，镇海区坚持一体化推进的
工作机制，确保了 9 个“千万工程”项
目顺利推进，总投资高达 8.93 亿元，三
季度投资完成率稳居宁波全市之首，
截至今年10月底，镇海区43个行政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已达到 12600 余
万元，实现了 19.03%的显著增长，展
现了全域和美乡村风貌建设的决心与
成效。

一流作风当标兵，一流业绩作示
范。下一步，镇海区将继续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坚定走好“都市田园 和美
乡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招大引强巩固
产业优势，以改革攻坚塑造动力优势，
补齐短板增强能级优势，为实现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的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

（图片由镇海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宁波镇海：深耕都市田园、和美乡村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黄创盛

宁波市镇海区位于宁波主城区的北部核心区域，兼具江海的壮阔与

山水林田湖的秀美，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稳固，活力充沛。近年来，镇海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打造高品质都市田园风光，精心雕琢

和美乡村景象，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奋力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的发展目标。

镇海区骆驼街道一派“都市田园”风光 陈晓树 摄

镇海澥浦镇湾塘村的水果番茄精品园二期

“阅读角要给足孩子自由伸展的
空间。”“乒乓球桌、台球桌都得安排
上。”⋯⋯近日，在杭州高新区（滨江）
长河街道观潮社区内，一场以居民为
主导的网格议事会在海威国际小区 4
幢地下楼廊进行。

观潮社区是高新区（滨江）一个典
型的城市社区，业主中有不少是外来

人 口 ，对 超 大 城 市 治 理 提 出 挑 战 。
2023 年，杭州城区人口突破 1000 万，
迈入超大城市行列。当城市规模越
大，治理难度也就越大。小区外立面
更新、电梯换新⋯⋯这些城市成长过
程中的烦恼该如何破解？高新区（滨
江）以深化网格议事机制破题。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

谁都不想来的地下室。”业主代表戴国
平笑着说。观潮社区的地下楼廊改造
工程从动议之初就体现了居民意志，
此后，改造方案由居民群策群力商议，
楼道公约由居民自发提议，全过程都
体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改造的是楼廊，打开的是心墙，
这里已成为居民‘有事议事，无事唠
嗑’的最佳场所。”观潮社区党委书记
夏月红介绍，“我们通过‘居民众筹一
些、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保障一些、机
关单位资源下沉一些、辖区单位共建
支持一些’四个一些的方式，整合小区
楼廊改造资源，统一设置‘楼廊议事
角’，让无人问津的地下室摇身变成集
议 事、休 闲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公 共 空
间。”

以改造后的楼廊为议事空间，观
潮社区将每周三定为“潮声共益汇”网
格议事日，目前已组织议事活动140余
场，电梯更新、外立面改造等居民关心
的大小事宜都得以顺利推进。

类似的议事场景，也在高新区（滨

江）其他社区上演着。“为了让更多力
量参与到社会基层治理中来，我们建
立了‘襄邻议事’议事日，探索‘1+9+
X’议事协商模式，社区党委牵头抓总
的同时，吸纳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社会组织代表等9类代表构成
固定成员，邀请流动党员、外卖小哥等
力量加入，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格，矛
盾不上交’。”襄七房党委书记来建法

介绍。
“与建制社区不同，我们的服务对

象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员工。”物
联网产业社区党委书记舒进说，为更
好地提升企业员工的获得感，社区党
委探索建立“网格议事日”制度，创新

“提、议、决、办、评”工作机制，每周五
由网格长组织楼宇园区、物业、孵化
器、小微企业员工代表在8个网格常态
化开展“益企议事荟”活动，吸纳辖区
民警、综合执法等力量纳入议事团队，
确保矛盾发现在网格，解决在网格。

“我们希望通过网格议事这一机
制，让更多居民、员工在参与社区自治
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感、满足感和获
得感。”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组织部
负责人介绍。如今，类似于“潮声共益
汇”“襄邻议事”“益企议事荟”这样的
议事日，在杭州高新区（滨江）已覆盖
528 个网格。“先锋滨·楼事荟”议事品
牌已成为该区民呼我为有效贯通、矛
盾纠纷有效化解的重要支点。

（图片由滨江区委组织部提供）

杭州滨江：深化网格议事机制 贯通治理“最后一公里”
王心慧 黄李奕

2022 年 5 月，观潮社区首次在改造后
的楼廊召开议事会。

2022 年 5 月，观潮社区首次在改造后
的楼廊召开议事会。观潮社区改造后的楼廊

物联网产业社区开展“益企议事荟”活动物联网产业社区开展“益企议事荟”活动

近日，走在宁波市宁海县环象山
港工业全域治理示范走廊的梅林大路
周工业区块，一幅焕然一新的画面映
入眼帘：路两侧，外立面经过翻新，路
灯整齐排列，飘扬着鲜艳的旗帜⋯⋯
这正是宁海县打造环象山港工业全域
治理示范走廊（梅林大路周段）的成果
之一。

2023 年初，宁海县在工业全域治
理的规划下，启动了环象山港工业全
域治理示范走廊建设计划。这条示范
走廊覆盖西店镇、梅林街道、桥头胡街
道、强蛟镇、大佳何镇 5 个乡镇（街
道）；其中，梅林大路周段北起振兴街，
南至象西线，总长1.8公里。

“作为宁海县最早的老工业区域
之一，梅林大路周工业区块发展较早，
但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也因此，
梅林大路周段升级改造难度也是最大
的。”梅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为让“寸土”生“寸金”，宁海全面
开展工业全域治理“突破提升年”行
动，当地以“精特亮”创建为抓手，聚焦
五大革新“突破年”，在工业全域治理
的基础上，以点带面，坚守安全底线，
统筹推进环象山港工业全域治理示范
走廊和建设样板区精品点。比如，结
合县域内各地实际情况，宁海分门别
类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到范围、目标标
准、实施路径以及时间节点等，要求对
示范走廊及样板区精品点内工业集聚
区的违法建筑处置率必须达到95%以
上，切实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示范区
域。

作为环象山港工业全域治理示范
走廊打造中的重要一环，梅林街道早
谋划、早启动，于 2023 年 12 月开工建
设环象山港工业全域治理示范走廊

（梅林大路周段）改造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建筑立面改造、标志性节点优

化、道路整治、沿线环境整治等。截至
目前，该街道已完成项目整体工作的
80%。其中，外立面改造完成85%，景
观道路提升80%，绿化工程完成75%，
亮化工程完成 60%，预计今年 12 月份
竣工交付。

在环境改造的基础上，梅林街道
还积极引导工业集聚区内的企业以数
字赋能为核心，根据各自产业定位进
行产业的再提升。

“原先使用人工机械，人多效率
低、产品检验出错率较高，企业改造
重新布局后，投资智能化设备 0.5 亿
元 ，预 计 全 年 产 值 可 以 突 破 1.3 亿
元，实现翻番。”宁波世纪东港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该企业巧
借东风，以“机器人+”“数字+”的方
式，对企业进行内部改造，虽然生产
面积缩水了，但生产效率却得到质
的飞跃。

宁波美亚达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也抓住了全域改造的契机，重建企
业 5 层标准车间，容积率从 0.6 跃升至
2.0 以上。“以前生产环境拥挤，水、电、
气排布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改造
后，我们引入智能化生产系统，生产效
率能提升 20%左右，产品质量也有了
可靠保障。”宁波美亚达汽车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葛魁兴说。

截至目前，梅林大路周段累计近
20 家大型企业顺利改造新建，完成投
资约2.6亿元，容积率大幅提升。

“10 月份开始，梅林大路周段实
现全线亮灯，这意味着梅林的营商环
境将越来越‘亮’。”梅林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道。随着环象山港工业全域治理
示范走廊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工业
全域治理正上演着“寸土”生“寸金”的
奇迹，成为推动宁海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引擎。

宁海县环象山港工业全域治理示范走廊全新亮相

产业“凤凰涅槃”发展“豁然开朗”
胡余灶

梅林大路周段完成亮化工程 胡余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