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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志璇

2022年5-6月，区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
方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农村公厕管护评
估，全区共评估 51个村，涉及 12个镇（街
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主要评估设施配套
达标情况、源头分类质量效果等；农村公厕
重点抽评基础功能、管理制度、服务水平等。

两次评估，行政村得分排名用“绿、蓝、
黄、红”四种颜色来标识。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绿榜”得分为 80分以上，“蓝榜”得分
为 60-80分，“黄榜”得分为 40-60分，“红
榜”得分为 40分以下；农村公厕“绿榜”得
分为 90分以上，“蓝榜”得分为 80-90分，

“黄榜”得分为 60-80分,“红榜”得分为 60
分以下。具体评分如下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农村公厕
管护五六月份评估情况出炉

通讯员 袁盈波
记者 周婷婷

自 5月 1日 12时起，东海全
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奉化区
838艘外海渔船全部进港休渔，
休渔时间达4个月半。区农业农
村局通过消除渔船风险隐患、提
升人员安全素养、加速建设应用

“浙渔安”系统、严密管控伏季休
渔秩序、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等，切实做好伏季休渔期整治攻
坚行动。

消除渔船风险隐患。一是全
面排查整改渔船安全风险隐患。
渔船风险隐患排查自 2月初开
展，对全区 838艘外海渔船开展
全面自查普查，重点排查10人以
上大中型作业渔船，严禁整改未
到位的渔船出港生产，确保渔船
隐患排查覆盖率100%、渔船安全
隐患整改率100%，出港渔船安全
适航。截至 6月 30日，已完成第
二轮普查，两轮普查共发现隐患
2283个，整改隐患1985个。二是
提升渔船本质安全。围绕系统治
理三年行动中海上“病老”渔船专
项淘汰整治、海上“千万工程”和
海洋渔船“减船转产”目标任务，
开展宣传工作。至目前，海上“千
万工程”已初步拟定 50艘“中队
长党员示范船”渔船名册，并委托
第三方改造图纸设计，目前有 10
艘渔船正在改造中。同时，摸排
船龄15年以上且近三年有“减船
转产”意向的渔船 65艘，要求财
政安排 8000万元以上资金保障

“减船转产”工作顺利推进，今年计
划拆解24米以上大型渔船25艘（含
涉氨渔船2艘）。

着力提升人员安全素养。一是
加强船员宣传培训。召开中队长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宣传伏休期示范
船改造、插卡式 AIS安装、船员培
训、实名制保险、船图证相符、隐患
排查整改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并
就19项具体工作任务发放《伏休期
涉渔安全工作告知单》，明确要求时
限，并要求中队长向各船东、船长传
达。紧紧围绕第21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的主题“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
好第一责任人”，以“五进”活动为抓
手，组织在莼湖街道开展“安全生产
月”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展示

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
式宣传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政策，提升渔业安全生产
意识。同时，开展船员培训报名工
作。至目前，已组织培训 18期，普
通船员375人，职务船员615人。二
是互学互助交叉学习。以业务交叉
和互学互助为目的，渔政和船检工
作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沿海渔镇（街
道）、基层渔船管理组织人员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莼湖街道指派专职干
部到区农业农村局参加为期3个月
的交流学习，提升业务水平和管理
能力。

加速建设应用“浙渔安”系统。
一是加快设备安装。根据省厅统一
部署和“浙渔安”系统建设任务要

求，应在2022年12月底前完成所有
大型渔船的设备安装和“插卡式
AIS”配备，我区为试点先行区县，目
前已完成771艘渔船精密智控设备
安装，下步将对渔船精密智控硬件
设备迭代升级，彻底融入“浙渔安”
系统。二是推进渔业安全码申领。
按照“一船一码、一人一码”要求，推
进渔船码和船员码申领工作。目
前，我区已完成渔船码申领755艘，
完成率 96%。下步，将通过船东船
长面对面培训加强“浙渔安”系统应
用宣传，引导船员通过“浙渔保会员
之家”申领船员码，确保伏休结束前

“人手一码”。
严密管控伏季休渔秩序。一是

加强应休渔船监管。严格落实船籍

港休渔规定，对奉化籍渔船、本省跨
县异地休渔的渔船和对特殊原因经
批准允许在我省休渔的外省籍渔船
落实集中监管。截至 5月 1日我区
所有渔船回港伏休，未有滞留外地
渔船，并排查出外省籍滞留奉化渔
船43艘；继续落实渔船应急指挥中
心24小时值班制度，对伏休期特许
捕捞渔船强化安全监管，做好每两
小时船位点验工作，确保安全。二
是加强海上秩序管控。开展全海
域、全时段常态化海上巡查，加强重
点时段、重点区域海上联合执法检
查，严厉打击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
产及伏季休渔违法违规行为。5月
1日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419人
次、车辆67辆次、执法船艇59艘次，

查获“三无”渔船27艘，清缴违规网
具563顶，串网2万余米。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一是
强化属地责任落实。根据《浙江省
海洋渔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南》有关要求，伏休前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海上渔船生产和新冠疫情
防控“双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沿海镇（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全
面排查辖区内渔船安全和疫情防控
短板漏洞和风险隐患。5月1日至4
日，配合莼湖街道集中对全区返回
的838艘外海渔船共5862名出海船
员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二是落实伏休期疫情
防控措施。督促船员培训机构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培训船员戴好
口罩、实行扫码测温，加强海上巡查
检查，重点检查“三无”渔船和不明
船舶载人等情况，同时通过北斗、短
信、微信群将最新渔船防疫政策发
送到每一名船东，督促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

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推进渔船
隐患排查整治，“船证不符”“船图不
符”排查整治等伏休期整治攻坚；完
成50艘示范船改造验收，并对25艘
老旧及涉氨渔船实施“减船转产”；组
织开展船东船长“面对面”安全教育、
渔船应急演练等，优选渔运船船长参
加商渔船船长“互登轮”活动；完成渔
船数字智控迭代升级和“插卡式AIS”
配备，完成渔船码和船员码申领全覆
盖并加强“浙渔安”系统应用培训；落
实在港渔船防火、防台等安全监管
措施；继续强化渔船伏休监管，严打

“三无”渔船，查控违规作业。

消除风险隐患 提升安全素养 加速应用建设 严控伏季秩序 落实防疫措施

五大举措推进伏季休渔期整治攻坚

通讯员 任曙东 记者 周婷婷

近日，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农业农
村系统帮扶工作会议。会议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卞银江主持，各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分管市内外帮
扶工作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
市统计局等业务处室负责人，市农业农村局秘书处、
产业处等负责人参加。会上，卞银江肯定了我区在
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项目推进、来料加工开展
等方面的工作。

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紧扣中央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切实履
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低收入农户帮促工作取得扎
实成效。至目前，我区共有低收入农户 6941户、
9543人，分别同比下降 7.47%和 8.51%。其中，来料
加工居家增收机制，获市领导肯定批示。

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强化低收入农户增收保
障。加强与“两不愁三保障”相关部门协同，稳步提
高住房安全、医疗救助、教育帮扶等兜底保障水平；
加强与经管、产业科室协同，汲取先进经验做法，积
极融入效益好、见效快的村集体经济项目；加强与镇
（街道）联动，全面掌握低收入农户生活、收入等基本
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和困难，针对性落实帮扶举措；
加强镇（街道）双向联动，取长补短、争先进位，全力
推进低收入农户帮促工作走深走实。

做实“项目示范”文章，推动低收入农户分红致
富。组织召开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项目推进
会，全面排摸2022年低收入农户增收扶持项目。综
合考虑农业产业、经营性集体物业、光伏发电等项目
形式以及项目风险等情况，初步排摸出市级2022年
低收入农户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项目 4个，主
要为莼湖街道莼菇方舱项目、莼湖街道商铺投资项
目、萧王庙街道光伏发电项目、溪口镇石门村笋制品
加工厂项目。项目总投资 915万元，预计年增收 70
余万元，惠及低收入农户 3100余户；带动低收入农
户就业30余人，实现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打造“居家增收”路径，促进低收入农户就业
奔富。制定印发《奉化区开展来料加工助农增收阳
光行动的实施意见》，构建政府搭台、企业参与、
农民唱戏的来料加工新模式，积极推动低收入农户
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来料加工服务，实现家门口
就业。至 2022年 5月，我区累计设立来料加工点 97
个，带动低收入农户就业增收1500元/月。相关经验
做法得到浙江新闻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创设幸福
增收岗，汇聚社会慈善力量，保障无劳动能力者稳定
增收。

深化“数字改革”赋能，助力低收入农户精准帮富。启动“甬帮富农”应
用平台建设，着重抓好山区库区农户和各类农村闲散劳动力两大群体，建立
一人一码信息档案，通过智能分析使农户与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完善工
作场地可视化监控及安全预警，构筑非聚居区农户就业绿色通道，设置业务
导流台，实现多部门联动机制，打通致富增收共同富裕的最后一米。严格落
实“浙农帮扶”应用指标要求，2022年5月，实现数据上报率、干部结对率、当
月走访率、农户空间录入率、“两不愁三保障”图片录入率、结对干部“浙政
钉”使用覆盖率、农户需求处理率7项指标100%，浙里办-低收入农户帮促
使用覆盖率居全市首位。

下步，我区将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指标任务，着重在
推进低收入农户增收扶持项目、开展来料加工助农增收阳光行动、落实低收
入农户数字化工作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推动我区低收入农户帮扶工作再上
新台阶。

通讯员 吴侃侃

当前正是早稻后期灌浆结
实的关键时节，连日来，区农技
总站农技人员冒着高温酷暑来到
西坞、方桥等种粮大户的田头指
导服务，面对面解决农户在粮食
生产中碰到的技术难题。

7月正是“双夏”大忙季节，
区农技总站成立由站领导和粮
油、植保、土肥技术人员组成的

“双夏”生产技术指导组，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帮助种粮农户做好
夏收夏种夏管。结合当前早稻后
期灌浆结实丰产管理、连作晚稻
育秧管理及分单季稻分蘖期生长
情况，分类指导，适时提出针对性
技术指导意见，确保不误农时。
同时，区农技总站适时开展全区
抛荒和闲置耕地的排查摸底，针
对不同成因对症下药，指导做好
耕地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种
足种好水稻，多种双季稻。

针对当前田管及下步“双
夏”生产，农技部门提出以下技
术意见：

适时夏收不割青。针对当前
早稻灌浆结实期长势，建议各地
切实加强早稻后期田间管理，当
前天气晴好，建议农户采用田间
干湿间歇灌溉，有利于水稻根系
生长、病虫害的控制和早稻灌浆
提高结实率，提高产量。俗语“八
成熟、七成收，九成熟、十成收”指
的就是早稻的适时收获。各地农
户应根据季节和农时安排适时推
进早稻机收，做到不割青，保证早
稻颗粒归仓，同时为连作晚稻生
产预留更大空间。

抓好农时及时夏种。早稻收
割后，要安排好季节及时插种连
作晚稻，连晚秧苗做到带药下
田。“双夏”生产结束后，技术上重
点抓好：一是加强水分管理。连
作晚稻移栽后要做到寸水返青，
浅湿交替湿润灌溉，配合经常露
田，以增加土壤氧气含量，消除有
害物质，以促进分蘖早生快发。

二是施好分蘖肥。连作晚稻返青后及时追肥，
促进分蘖早发、快发，搭好丰产苗架。

夏管不放松。高温天气要注意田间管理。
早插单季晚稻要注意早晚灌跑马水，防止晒
白。迟插单季晚稻要灌浅水护苗，返青后要尽
早施好分蘖肥，促进早发稳长，构建高产穗数。
密切关注水稻病虫害发生动态，要根据插种时
期和长势情况，根据农技部门的病虫情报，注意
防好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纹枯病等病虫害。注
意施药时间、药剂选择及用量，切实提高防治效
果，减少农药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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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镇（街道）

绿榜
萧王庙街道
裘村镇
大堰镇

蓝榜
岳林街道
方桥街道
松岙镇
溪口镇
溪口镇
莼湖街道
江口街道
大堰镇
莼湖街道

萧王庙街道
大堰镇
莼湖街道
尚田街道
莼湖街道
大堰镇
西坞街道
莼湖街道
江口街道
锦屏街道
莼湖街道
尚田街道
西坞街道
西坞街道
尚田街道
大堰镇
大堰镇
尚田街道

黄榜
莼湖街道
溪口镇
大堰镇
大堰镇
西坞街道

萧王庙街道
尚田街道
裘村镇
裘村镇

萧王庙街道
萧王庙街道
锦屏街道
尚田街道
溪口镇
江口街道
江口街道
溪口镇
锦屏街道
溪口镇
锦屏街道

红榜
溪口镇

行政村

塘湾村
岭下村
三兴村

童赵村
横里埭村
街二村
东岙村
公棠村
杨家村
后胡村
徐马站村
舍辋村
慈林村
柏坑村
杨家村
汇溪村
兴化村
山门村
亭山村
朱张村
蒋葭浦村
西锦村
鲒埼村
尚二村
康亭村
东陈村
尚东村
三联村
鲍兴村
龚原村

楼隘村
湖山村
李家村
南溪村
河头村
袁家岙村
双溪联村
杨村村
吴江村
陈郎埭村
云溪村
北街村
鸣雁村
壶潭村
张村村
姜家村
康岭村
外应村
上跸驻村
上宋村

畸南村

农村公厕管护情况
镇（街道）

绿榜
溪口镇
松岙镇

蓝榜
江口街道
尚田街道
岳林街道
江口街道
莼湖街道
锦屏街道
莼湖街道

萧王庙街道
萧王庙街道
裘村镇

黄榜
锦屏街道
尚田街道
溪口镇
溪口镇
溪口镇
裘村镇
大堰镇
尚田街道
莼湖街道
溪口镇
西坞街道
大堰镇

萧王庙街道
大堰镇
大堰镇
江口街道
溪口镇
莼湖街道
方桥街道

萧王庙街道
莼湖街道

萧王庙街道
西坞街道
尚田街道
锦屏街道
裘村镇
大堰镇
莼湖街道
大堰镇
尚田街道
大堰镇
西坞街道
溪口镇
大堰镇
莼湖街道
锦屏街道
江口街道

红榜
尚田街道

行政村

壶潭村
街二村

后胡村
尚二村
童赵村
张村村
杨家村
北街村
杨家村
云溪村
塘湾村
吴江村

外应村
鸣雁村
东岙村
湖山村
畸南村
杨村村
柏坑村
龚原村
朱张村

上跸驻村
康亭村
南溪村
慈林村
三联村
山门村

蒋葭浦村
公棠村
楼隘村

横里埭村
袁家岙村
兴化村

陈朗埭村
亭山村
尚东村
上宋村
岭下村
三兴村
鲒埼村
鲍兴村

双溪联村
李家村
东陈村
康岭村

徐马站村
舍辋村
西锦村
姜家村

汇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