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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ZHEN DAOKAN

通讯员 王苗
萧王庙农民擅长种植花卉苗

木，剡江沿线从前葛、牌亭到后

竺、陈郎埭，放眼望去，那些成片

的花木基地已成为一条靓丽的风

景线。说起花木种植，就不得不

提黄岳渊先生，作为园艺权威，他

为苗木种植、花园营造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黄岳渊（1880-1964），名渭，

号剡曲灌叟，是萧王庙街道黄

家 村人。他 7岁入私塾，14岁
去杂货铺当学徒，成人后参加反

清秘密组织“平洋会”，而后又东渡

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黄

岳渊在上海真如松滨桃溪购地10
余亩，经营“黄氏畜植场”，被上海人

称之为“黄家花园”。辛亥革命时，

他追随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府参事，

参加了光复上海、浙江之役。

革命胜利后，黄岳渊弃政归

田，潜心园艺。他先后为荣德生、

吴昆生等名流翻扩花园，名声大振，

被推崇为园艺权威，于 1929年出任

上海市花树同业公会会长。1942
年，黄岳渊、黄德邻父子编成园艺书

《花经》，1949年由上海新纪元出版

社印行，郑逸梅、周瘦鹃为之校订。

郑逸梅十分赞赏《花经》，说其“略胜

于清初陈淏子的园艺名著《花镜》”。

解放后，黄岳渊移居香港，后受

于右任等人的邀请，定居台湾，于

1964年春病逝。

行走在剡溪河畔，徜徉于花木

田间，听村中老者讲述黄岳渊先生

的趣闻轶事，以种植花木作为毕生

的事业，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的难

能可贵，其成就之高也令人赞叹不

已。一位村干部表示，当前农业农

村有着非常多的机遇，不管面对什

么类型的工作，都要尽心尽力地去

做，挖掘其中的亮点，总结其中的经

验，享受其中的乐趣，一步一个脚印

地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黄岳渊：

潜心花草的园艺师

□通讯员 何好斌 董永刚
本报讯 “萧王庙街道创建

省级特色农业强镇产业基础良

好，工作推进有力，创建成效显

著，验收准备充分，资料较为完

整。对照建设方案和验收标准，

经专家综合评分，得分 94分，同

意通过验收。”近日，省种植业局

副局长徐云焕带队的验收工作组

来到奉化，经过实地查看滕头游

客集散中心、水蜜桃产业示范区、

智慧农业试点区、水蜜桃交易市

场、“桃花盛开”风景线等创建现

场，听取创建工作汇报，并查阅了

相关台账资料，最终，萧王庙街道

创建省级水蜜桃特色农业强镇高

分通过验收。

近年来，该街道按照建设“主

导产业强、生态环境美、农耕文化

深、农旅融合紧”的战略目标，以

水蜜桃为特色，打造生态旅游观

光产业，建设“桃花盛开”美丽风

景线，举办“水蜜桃文化节”，大力

推进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在农业

产业链延伸、农民增产增收上取

得显著成效。

规划布局合理
产业辐射成效显著
萧王庙水蜜桃特色农业强镇

创建作为区农业重点建设项目，

从项目调研至规划编制，一直受

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区委书记亲自参与线路踏勘，

数次听取项目编制情况汇报，并

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区委

农办、区财政局、区农林局、区住

建局、区国土分局等 11个部门主

要领导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完善项目推进方案，细化

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确保项目建设保障到位。街道作

为项目实施主体，成立了由办事

处主任为组长的项目推进工作小

组。

整体强镇规划围绕“一区一

线”展开。“一区”指的是水蜜桃产

业示范区，该区域北至牌亭、南至

慈林、西至云集、东至何应，位于

水蜜桃核心种植区，辐射带动何

应、慈林、云溪、陈家岙和傅家岙

等村周边桃园。“一线”指的是“桃

花盛开”美丽风景线，全线贯穿水

蜜桃种植区域，从滕头起至溪口

溪南，全长23.4公里，沿线经过旅

游集散中心、休憩驿站、林家“天

下第一桃园”、水蜜桃地产交易市

场等，不但环境优美，桃花韵味遍

布乡野，而且农田水利、农产品加

工、旅游服务等基础设施完善，一

二三产业发展协调。

主导产业突出
品牌经济效益凸显
该街道种植水蜜桃已有 200

多年历史，素有“中国水蜜桃之

乡”的美誉，是奉化水蜜桃的核心

产区，现有水蜜桃种植面积达1.2

万亩，拥有万亩桃花观赏基地——

王家山“天下第一桃园”，建有水蜜

桃产业现代农业园区、林家水蜜桃

专业村、全省最大的水蜜桃地产交

易市场。辖区内有水蜜桃经营主体

25家，其中农业加工企业4家、专业

合作社13家、家庭农场8家。

每年 7、8 两月水蜜桃销售季

节，全区乃至周边区县（市）农户到

水蜜桃地产交易市场交易，平均日

交易量超 100吨，而且平均销售价

格比周边宁海、新昌地区高 40%。

同时为方便农户和消费者，该街道

主动对接顺丰、EMS等快递公司进

驻交易市场开展现代物流业务。

2016年林家水蜜桃出口备案基地

建立，街道重点扶持大埠冷冻食品

有限公司出口业务，促成奉化水蜜

桃首次以一般贸易形式进入香港市

场，每个水蜜桃的销售价格达 28
元，获得了品牌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去年弥香源酒厂成立，主

营水蜜桃终端加工，延伸了水蜜桃

产业链。据统计，去年该街道农业

总产值达 6.5亿元，水蜜桃产值达

3.6亿元，占总产值的 55%，与创建

前相比，水蜜桃产值增长16%。

农旅融合紧密
城市形象逐步提升
2016年前，该街道已连续举办

13届桃花节。2016年开始，水蜜桃

文化节成为区定重大节庆，作为主

办地，该街道连续举办 3届奉化水

蜜桃文化节，成功举办桃花马拉松、

彩妆骑游、桃花笔会、桃王争霸、桃

源赶集等一系列活动，赢得了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2套、5套、12套和

浙江电视台、人民网、香港文汇报等

主流媒体的连续播报，成功塑造了

奉化“桃花之城”品牌形象。

2018年“桃花盛开”精品线被

推荐为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每年桃花盛开时节，王家山

“天下第一桃园”、慈林人家（烧烤基

地）2处观赏区人山人海。据统计，

今年桃花盛开季节，该街道日均接

待游客 3.5万人次，总游客量达到

40多万人次，实现农业旅游综合经

济收入 1.6亿元，与创建前相比，增

长47.6%。

注重绿色发展
打造美丽田园景观
该街道以“整洁田园、美丽农

业”为出发点，打造田园景观，结合

林下经济发展，自 2016年起，每年

10月在600亩核心景区桃林下撒播

紫云英、油菜花等作物，既解决了冬

天林地表土裸露问题，又通过豆科

植物的根瘤菌有效改良桃林土壤。

清洁田园环境。结合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行动，建立日常动态保洁

制度，落实各村专职保洁人员定期

清理田间垃圾。设立农业废弃物回

收点，配备8名协管员划片区监管。

发展生态农业，广泛推行标准

化栽培模式，建立健全禁限用农药

市场退出机制、农业生产包装废弃

物回收机制，运用植保无人机防治

病虫害。

规范农业设施用房，组织农办、

城管中队集中整治主要道路两侧及

“桃花盛开”美丽风景线、水蜜桃示范

区周边的农业设施用房，拆除各类违

建设施用房74处，改造提升5处。

提升质量品牌
产地保护不断加强
实施标准化栽培模式，健全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有效维

护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建立农产

品生产主体追溯体系，农产品例行

抽检合格率保持 98%以上；积极推

广有机肥料,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量。3年来，辖区内无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

奉化水蜜桃先后通过国家农业

部地理标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审定，加强了水蜜桃区域品牌保

护。同时，还相继获得中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网络声誉 50强、全国

百强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新沂杯”

全国赛桃会金奖、浙江省百强知名

农业品牌、浙江省精品果蔬展销会

金奖等。2017年奉化水蜜桃价值

评估达12.49亿元。

加强科技创新
实现良种全面覆盖
该街道积极和区水蜜桃研究所

合作，开展了以“清水白桃×新玉”

“清水白桃×湖景蜜露”“F1-13×湖
景蜜露”正反交等 4个组合为主的

传统杂交育种；从国内外引进了“洒

红桃”“霞晖 6号”“霞晖 8号”“金霞

油蟠”“白花山碧桃”“红粉佳人”“红

叶桃”7个水蜜桃新品种，良种覆盖

率达到100%。

去年，该街道完成宁波市农科

教“水蜜桃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模式

创新与示范项目”，并于当年获得宁

波市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推出田间小板凳活动，在水蜜桃地

头为农户现场教学，并推广中耕机、

无人植保机等水蜜桃新器械，3年
来为桃农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30余
次。同时开展集中培训，邀请水蜜

桃首席专家吴大军、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理物理研究所刘建明教授、

宁波供销电商学校老师为农户举办

培训班5期，共培训农户352人次。

资料图：林家村“天下第一桃

园”游人如织。

突出主导产业 强化农旅融合

萧王庙成功创建首批省级特色农业强镇

□通讯员 王苗 裘路遥
本报讯 海峡两岸一衣带

水，同气连枝，在城镇化高速发展

的今天，如何激活乡村造血功能，

是两岸共同面对的一个话题。8
月 30日上午，台湾南投县埔里镇

基层交流团来到天下第一桃园——

萧王庙街道林家村，和村民一起交

流书法艺术，探索增收致富的方法，

共谋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上午 9点半，交流团一行 25人
从村口出发，沿着主干道参观村庄

建设和产业布局，干净整洁的环境

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让前来参观的

台湾同胞赞叹不已。林家村是水

蜜桃专业村，种桃历史超过 50年，

面积达 2300余亩，有“天下第一桃

园”的美誉。从卖桃子，到赏桃花，

再到卖生态，该村利用当地青山绿

水等生态资源，不断探索旅游全产

业链之路。

“我们希望在推广这样的乡村

振兴模式上和大陆同胞多交流学

习，也请大陆同胞来我们村参观指

导，共同进步。”来自台湾的陈国贤

老先生说。

交流团一行还来到耕人书院，

参观农民书法作品展，并和耕人书

会会员一起开展书法交流活动。陈

国贤当场挥毫泼墨，一口气为写下

“兰花生香”“桃园墨香”两幅大字；

耕人书会会员也现场写了“宝岛情

缘”和“墨香桃源”，赠送给台湾客

人。双方还就书法技巧、细节要领

等进行了交流，气氛非常热烈。

“林家村农民书法很有特色。”

陈国贤告诉笔者，期待明年桃花盛

开的时候来奉化，和他们一起在桃

园交流书法艺术。

随后的座谈会上，村党支部书

记林永杰就美丽乡村建设、水蜜桃

种植、桃文化推广等方面，向台湾客

人作了详细介绍，并就景区村庄打

造、乡风文明提升、农村产业多元化

等内容，和台湾客人进行了探讨。

“一方面能够向客人展现我们

农民书法特色，展示林家村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其

他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经验，为村民

增收致富开拓新思路。”林永杰说，

两岸基层交流活动，更扎实地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实践。

图为台湾客人（左一）与林家村

书法家交流。

聚乡情 话振兴

台湾基层交流团走进天下第一桃园

□通讯员 王苗
本报讯 近日，萧王庙街道

妇联、综治办、司法所结合“共创

平安家庭，共建平安萧王庙”这一

主题，通过广场宣传、入户走访和

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平安家

庭”知识集中宣传活动，以发挥

“平安家庭”在平安建设中的基础

性作用，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

围。

“孙阿姐，我们街道最近在开

展‘平安家庭’知识宣传活动，这

是《‘平安家庭’创建倡议书》，您带

回去跟家人一起好好学习学习，我

们一起参与创建，用每户每家的

‘小平安’汇聚起全街道的‘大平

安’。”这是志愿者入户走访时，耐

心地跟村民交流的场景。据了解，

从 8月 23日开始，街道巾帼志愿

者和平安宣讲员利用业余时间，陆

续前往各行政村入户走访，分发宣

传小折页、《“平安家庭”创建倡议

书》和《“平安家庭”知识竞赛试卷》。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小折页

300份、《“平安家庭”创建倡议书》

500份、知识问卷 300份，同时争取

知识问卷 100%回收，提高“平安家

庭”创建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同时，街道还在“遇见萧王庙”

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平安家庭”知识

竞赛，通过线上答题赢奖品，寓教于

乐，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提高和巩固

群众对“平安家庭”知识的掌握率。

下一步，街道还将在人流密集的广场

集中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开展

“平安家庭”及普法知识宣传活动，不

断提高辖区群众的平安意识，持续推

进平安萧王庙建设向纵深发展。

走进千家万户 共建“平安街道”

萧王庙开展“平安家庭”
知识集中宣传活动

□通讯员 王苗 庄福庆
本报讯 “原来这里又脏又

臭，村民把垃圾随意丢在路边，一

到夏天蚊子特别多。”看到笔者在

水渠旁拍照，一位老伯伯主动上

前介绍：“现在有这么干净整洁的

环境，多亏了沈老师。”

顺着老伯的指引，笔者见到

了传说中的沈老师——年届古

稀、温文儒雅的一位老者。沈老

师名叫沈旅宇，江苏启东人，以前

在南通、上海、宁波等地创办企

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

兴趣。两年前他来奉化旅游，被五

星村杜郞坪自然村的灵山秀水和

清静幽雅的环境所吸引，便在此定

居，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6月初的时候，沈旅宇吃完

晚饭出门散步，看到山脚下的水

渠边杂草丛生，散落着很多垃圾，

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建议村

干部，由村里出面修复水渠，并在

水渠北面修砌一面石墙，防止大

雨冲刷导致水土流失。他的建议得

到了村里的认可，7月，水渠修复工

程正式启动，历时一个多月，工程耗

费资金 6.1万元，全部由沈老师筹

集。

“环境卫生对于美丽乡村建设

非常重要，环境搞好了，村民才能安

居乐业。”沈旅宇告诉笔者：“既然我住

在这里，就是这里的村民，为村里做一

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

之前，得知村里工程建设有困

难，沈旅宇拿出 5万元，并且不要求

任何回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归根结底是要增强村庄的造血功

能，壮大村集体经济。”对于村庄下

一步的发展，他有着自己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文化自

信，那我们就有必要重视传统文化，

打好文化品牌，发挥村庄的资源禀

赋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有针对性地招商引资，吸引产业项

目落地，相信杜郞坪有着很好的发

展前景。”

杜郞坪来了一位“好村民”

慷慨解囊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