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紫千红的各种花木，美景如画的甬山胜景，潺潺流淌的剡溪水……端午小长假期间，不少游客来

到江拔线美丽乡村风景线“打卡”，一步一景的乡村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近年来，我区着力打造美丽乡

村风景线，各地发挥优势、挖掘特色，将美丽乡村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升城乡品质、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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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萧王庙街道林

家桃子交易市场，桃农应飞

达 组 织 人 员 正 在 分 拣 包

装水蜜桃，随后准备销售给

购销大户。

记者 徐华良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袁冰
露 通讯员 毛龙飞）江拔线是宁

波到溪口的交通要道，承担着宁波

和溪口的旅游集散功能，也是展示

我区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

窗口。江拔线美丽乡村风景线自江

口街道江口村起至溪口镇弥勒大道

止，串联江口街道、萧王庙街道和

溪口镇，沿线经过江口、柱石、后

竺、大埠、五星、钟甘家、后葛、

大张、联胜、畸山、崎东等 11个
村庄。其中车行线依托江拔线，长

12公里；慢行线依托剡江北侧滨

海道路，长 14.6 公里。去年 2 月

起，区农业农村局会同沿线镇（街

道）合力实施江拔线美丽乡村风景

线，重点打造 14个节点，内容主

要是沿线景观提升、重点节点建设、

村庄入口景观改造等。今年，区农业

农村局加大建设力度，对江拔线美丽

乡村风景线实施提升改造。目前，已

进入攻坚阶段。

“桃花盛开”风景线是我区投资最

大的一条风景线，总投资超亿元。该

风景线东起滕头5A级风景旅游区，西

接溪口镇溪南村，包括车行线和慢行

线。车行线主要沿城际道路行进，全

长18.75公里；慢行线主要沿乡间道路

和滨水道路行进，全长 23.4公里。风

景线串起萧王庙街道、溪口镇的 16个
行政村，涵盖全球生态 500佳滕头村、

历史文化名村青云村、“天下第一桃

园”林家村、“世界桃街”新建村等，沿

途可欣赏连片的万亩苗木种植基地、

碧波荡漾的剡江和泉溪江、千年古镇

萧王庙、王家山万亩桃园、棠云竹林山

海等山水风景，构建起“车在景中行、

人在画中游”的意境。通过这条风景

线的打造，每年桃花盛开时节，游客如

织，不仅带动当地农家乐发展，还促进

了农产品销售，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样板。眼下，水蜜桃开始成熟，这条风

景线又逐渐闹猛起来，不少游客来到

“天下第一桃园”与桃农一起采摘桃

子，分享摘桃、品桃的乐趣。

“海韵渔歌”风景线从莼湖街道栖

凤村到裘村镇马头村，全长16.5公里，

沿途将 10个村庄串联在一起，建成的

有翡翠湾海洋公园、休闲渔船码头、停

车场、历史文化名村马头村、天妃湖等

景观和设施，每年接待游客在 10万人

次以上。游客来到“海韵渔歌”风景线

旅游，既能与渔民一起体验象山港捕

鱼的无限乐趣，还能品尝到地道的象

山港小海鲜。

此外，我区投资 1000多万元，打

造了金海路四季花香精品线，道路两

旁栽种各种花草，一年四季鸟语花香，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去赏花，陶

醉在花海之中。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杜志维表示，

建设美丽乡村风景线是农业强“链”，

赋能美丽经济和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

内容。下步，该局将继续做强做优产

业核心环节，补齐疏通短板，把乡村风

景线串联起来，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营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串点成线 发挥优势

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袁冰
露 通讯员 丁峙峰 毛龙飞）眼

下虽然进已入盛夏时节，但前往尚

田街道孙家村莓好农创园旅游的游

客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体验插秧、

采收玉米、种蔬菜的劳动乐趣，中

午，还能在这里品尝地道的农家

菜。今年以来，莓好农创园已接待

游客1万多人次。

我区第一个乡创平台——尚

田 +青农创客平台，成立于 2016
年。当时也是宁波首个乡创平台，

为前来返乡创业的有志青年提供

“一条龙”服务。成立至今，已拥有

服务中心、农产品销售平台各 1个，

还有 1个规模较大的农创基地。尚

田街道方门村青年吕江临入驻到青

农创客平台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养蜂人，当时因蜂蜜滞销而苦恼，

一度想放弃创业。进驻青农创客平台

后，工作人员帮助他进行品牌策划和

推广，设计包装，先后成功开发出黑

莓蜂蜜、桃花蜜、草莓蜂蜜、蜂蜜特

色甜点等产品，投放市场后，一炮打

响。如今，他已成立了一家公司，注

册了“蜂爸客”品牌，走上了成功创

业的新路子。今年 3月，毕业于宁波

万里学院的许式槛与 2名大学生一起

在尚田莓好农创园建立户外营地基

地，青农创客平台免费提供活动场

地。今年疫情期间，莓好农创园帮助

当地农民推销草莓 3000多箱，为农民

增收出了一把力。

截至目前，青农创客平台已有入

驻企业16家，吸引了57名年轻人来这

里创业，其中本科或以上学历青农创

客人才 20人。平台创始人赵洁毕业

于清华大学韩语专业，曾在国内一家

大型外资企业担任韩语翻译。她放弃

高薪来到尚田创业，建立起尚田+青
农创客平台，不久便声名鹊起。

为培育扶持乡创平台，我区将区

级乡创平台分为A、B、C三级，分类分

期给予补助，鼓励小微企业和创业团

队盘活旧厂房、废弃宅基地等闲置资

源，打造“一镇一品”“一街一品”的特

色乡创平台。位于裘村的“巷遇马头

创客空间”就是利用旧居改造而成。

该空间为乡村创客提供创业辅导、资

源对接、政策解读、旅游服务、市场开

拓、产品创新设计等周到贴心的个性

化服务，已成功孵化出省级休闲渔业

精品基地渔夫与海生态鱼庄、惟暨堂

糕点坊等农创项目。“翡翠湾创客中

心”引进和孵化企业 16家，成为生态

和谐、产业明显的休闲渔业基地。“青

云众创空间”陆续引进一批乡村振兴、

农旅文创为主题的创客和创业服务团

队，涉及农业、旅游、文创、电商、互联

网等领域，并在杭州、温州等地建立线

下体验馆。

乡创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免房租

等方面的优惠，还协助他们办理工商

注册。到乡创平台创业，平台服务人

员实行的“一站式”跟踪服务，让年轻

人无后顾之忧，安心创业。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乡创这一平台，可以更好地服务

于返乡青年创业，让他们专注发展主

业，从而使创业之路更顺畅。当然，平

台的最终价值，不仅仅在于满足服务

于新农人创业，更重要的是与农民建

立利益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

动力，培养一批有理想、爱三农、肯实

干的人才。

筑梦田野 施展才华

乡创平台异军突起助新农人创业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袁盈波）这段时间以

来，区农业农村局多次组织人

员对桐照、栖凤两座码头伏季

休渔的渔船和象山港作业的休

闲渔船开展地毯式检查，发现

问题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渔船安全生产

万无一失。

进入伏季休渔以来，区农

业农村局始终绷紧渔业安全生

产这根弦，组织沿海三镇（街

道）负责农业的副镇长（副主

任）和相关人员对渔业安全生

产进行全面部署。会同莼湖街

道成校、宁波大学和宁波工程

学院开展普通船员线上线下理

论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渔船

逃生自救、应急救护包扎、仪器

设备使用等。目前，已有 170
名普通船员和 45名船机长参

加业务培训，增强他们的安全

意识，提高了他们的外海捕捞

技能。

同时，区农业农村局积

极开展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

统数据核查，及早做好渔业

船员和渔船情况排摸登记、

信息采集等工作。截至目

前，已完成在册渔船排摸及

渔船数据核查任务。区农业

农村局联合莼湖街道开展

“清港”专项行动，查获多艘

简易“三无”船筏，清理地笼

网 70余顶。重点检查休闲渔

船持证情况、各类证书、消防

救生设施是否齐全，检查结

果，休闲渔船总体安全情况良

好。开展渔船渔港防燃防爆安

全检查，督促船东、船长切实

履行和担负起渔船安全管理职

责，禁止渔船在港口、码头擅自

进行电焊、气割等违规“明火”

作业行为，以防不测。

区农业农村局

绷紧渔业安全生产这根弦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毛龙飞 陆文武）近

日，区农技服务总站和区供销

社联合组织34名党员干部和农

技人员，冒着酷暑来到岳林街

道童赵村开展建设“美丽田园”

志愿者服务活动。

当天，大家顶烈日、冒酷

暑，汗流浃背地在田园中捡起

农药包装废弃物、废弃农膜及

其他农业废弃物，然后装进环

保的塑料袋里。区农资公司经

理莫家康也带领 9名志愿者加

入到这一行动中，大家一起撸

起袖子干了起来。

当天上午 8时许，记者在

现场看到，区农技服务总站副

站长邬志勇在田园里拾起发黑

发臭的编织袋，将它们装进塑

料袋里，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

角上流了下来，但他只是用手

抹了抹汗就继续干了起来。邬

志勇说，作为一名志愿者，建设

“美丽田园”义不容辞，今后自

己还要多参加这样的活动，用

实际行动引导更多人自觉投身

到“美丽田园”建设中来。区农

技服务总站农技人员吴侃侃与

同事一起把埋在泥土中的编织

袋、营养杯等废弃物挖出来，整

整装了一大袋。当地一农民看

到后内心深受触动，他表示，今

后要从自身做起，把农药包装

废弃物和废弃农膜收集起来，

让田园更整洁。

在活动中，莫家康还向农

民朋友讲解了农药包装废弃物

和废弃农膜的危害，一般尼龙

薄膜起码要到 30 年才降解。

一上午时间，大家拾捡的废弃

物足足装了一大车，将这些废

弃物集中烧毁处理。

据悉，2014年 9月起，我区

在全省率先开展农药包装废弃

物和废弃农膜回收，每年回收

相关废弃物 50余吨，统一收集

后集中烧毁处理，已取得了一

定成效。

志愿者让田园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讯

员 毛龙飞 吕佳佳）记者昨天在

莼湖街道采访时惊喜地看到，新建

成的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已顺利投入

使用，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发挥重

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区已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开展农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时

间紧、任务重，不可能一蹴而就，必

须循序渐进。今年区农业农村局把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来抓，精准施策，科学制订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采取“户分、

村收、镇（街道）运”的模式，先易

后难，分步推进。各村从实际出发，

以家庭为单位，设置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分类垃圾桶，还规范建设固定的

生活垃圾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体系，前端采用家庭分类、定时

定点投放的模式，中端采取村集中运

输、集中收集的方式，末端采用分类

运输、以桶换桶的方法进行运输。大

堰镇厨余垃圾由密闭专用车辆收运，

董李片、大堰片集中到柏坑村处理，

万竹片集中到箭岭村处理。可回收物

采取环保集市或定期收购方式，由再

生资源回收企业收运。有害垃圾由环

保集市或村统一回收后，由镇每季度

定期回收。岳林、锦屏、尚田等街道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萧王庙街道从 7月起开

始实行生活垃圾上门收集，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进度。

松岙、裘村两镇在实施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中采取上门收集方法，有力

地推进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松岙街

横、裘村石盆、大堰箭岭、溪口新建等

村的生活垃圾分类措施有力，方法创

新，成绩可圈可点。

区农业农村局对生活垃圾分类强

化监督检查，每月检查一次，对宣传

发动、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垃圾处

理等评估打分，并将打分结果通报各

村。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毛龙飞）昨天上午，宁

波谷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国仙将油焖笋、羊尾笋干、

笋菜丝等农产品通过线上平台

远销省内外，为当地农民增收

助力。

20多年前，王国仙从大堰

走出去到宁波创业投资，办起

了宁波谷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浙江元一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元一餐饮主打经营煲仔

饭，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稻米。

为提升餐饮质量，5年前，王国

仙到大堰镇砂窠村考察，发现

这里大面积山坳田面临抛荒，

萌发了到大堰租田的念头。之

后，在大堰镇政府的支持下，王

国仙在砂窠租田 300亩，种植

高山无公害单季稻。

为种好高山绿色稻米，王

国仙投资300多万元，对农田进

行整理，聘请大堰镇农技站的

农技人员担任技术顾问，加强

技术指导，把收上来的稻米当

作煲仔饭原料。目前市场上销

售的大米都是以杂交米为主，

口感不佳。王国仙选择了自己

留种的单季常规水稻。虽然常

规水稻产量低，但具备营养全

面、口感好等优点。大堰高山

梯田生态环境好，施的都是有

机肥和配方肥，种出来加工后

的高山大米深受消费者欢迎。

“做农业其实一直是我的

一个梦想，因为我出生在偏僻

的山沟沟，从小就知道山区农

产品非常难销。到大堰来租田

创业，就是希望能引领乡亲们

发展绿色农业，把家乡的农产

品推销出去。”王国仙告诉记

者，公司生产和推销的大堰农

产品统一打“大堰有礼”品牌。

去年，大堰镇农民的 2000余亩

高山梯田里种出来的稻谷被王

国仙以每公斤6元的价格收购，

加工出来的高山绿色大米全部

通过线上线下远销全国各地。

今年 3月 2日起，王国仙从大

堰、溪口等地收购雷笋 70万公

斤，加工油焖雷笋30多万瓶。

今年，王国仙已种下花生、

玉米、西瓜、茭白等 210亩，还

有90亩农田在6月初插种单季

稻，今年单季稻秧苗非常粗壮，

为粮食高产创造了条件。王国

仙租田发展绿色农业，还让附

近低收入农民找到了就业门

路，他们在“谷籼农场”务工挣

钱，生活越过越好。

企业家回乡租田当农民
引领当地绿色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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