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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城风尚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王林
威）眼下正是吃春菜的季节。昨天
上午，记者来到宁波最大“菜篮子”
批发市场——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看到雷笋、香椿、马兰头等“春菜
界的顶流们”被摆放在各摊位前最
显眼的位置，不少市民纷纷选购，品
尝春天的第一口“鲜味”。

蔬批市场业务部信息员程丹告
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雷笋
主要来自本地及周边地区如福建、
江西等，日均销售量约 10吨，价格
每公斤16元左右，相比年前的每公
斤36元，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毛
笋主要来自福建及浙江龙泉一带，
日均销售量约 5吨，价格每公斤 15
元左右。到 3月底 4月初天气逐渐
暖和，雷笋、毛笋的价格还将进一步
下降，或将跌至每公斤11元左右。”

香椿凭借其浓烈独特的鲜味稳
居春菜首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各
蔬菜大户纷纷装卸来自云南、四川
等省外物流车的香椿泡沫箱。由于
近期上市量不高，普通的红香椿批
发价在每公斤90元左右，最贵要卖
到每公斤150元。本地香椿要等到
清明节前后上市。

除了香椿外，蚕豆、马兰头也受
市民欢迎。蚕豆主要来自云南，目
前批发价格每公斤6元。本地蚕豆
要等到 5月陆续上市，届时蚕豆的
价格会逐渐平稳。“春菜种类比较
多，春节过后刚上的菜蕻、马兰头、
草籽这些，菜价都比较稳定。本地
菜蕻比外地菜蕻便宜点，外地菜蕻
卖每公斤6元，本地菜蕻卖每公斤4
元。”绿叶菜经营户刘影龙说。

“目前市场春菜到货量较上周
有所增加，价格整体波动不是很
大。根据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后期
以阴雨天气为主，所以预计本地春
菜大批量上市要到下周。随着上市
量增加，预计届时价格下来也挺快
的。”程丹表示。

尝鲜时令，春菜正热销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袁伟
鑫 见习记者 王怡宁）草长莺飞
季，植绿正当时。昨天，是我国第
46个植树节，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景观学院的桃山上，学院组织
师生代表开展植树活动，和春天

“浇”个朋友。
植树现场，挥锹铲土、正苗夯土、

浇水育种，一片繁忙景象。“要用手轻
轻提苗，把苗扶正，用脚踏实，然后每
填20厘米土，踩实一次，填土要略高
于原土痕。”为提高树苗的存活率，专

业教师在一旁指导同学们植树步骤
与操作规范，寓教于乐，融学为趣。
植种完成后，由各团支部去认领树苗
和插入“我与小树共成长”名牌。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景观生
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军侠表示：

“春暖花开的季节，希望把我们的桃
山装扮得更加靓丽。本次植树节活
动跟我们的专业是相联系的，同学
们在植树的过程中能够把自己所学
的知识付诸于实践，并从中得到一
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不负春光植新绿

他们把课堂搬进“绿美”大自然

本报讯（记者 马乐乐 王
层裕 通讯员 王娇虹）近日，
208路公交司机李财君收到了一
面印着“拾金不昧品德高 创建文

明好司机”的锦旗，原来，是市民邬
先生感谢李师傅帮其找回落在公交
车上的手机。

事情还得从2月22日说起。当
天下午3时许，李财君驾驶208路公
交车至阳光茗都小区附近时，发现前
方路面上有一部手机。在征求乘客
同意后，他靠边停车后将手机捡起，

发现来电铃声响个不停，但手机屏幕
碎裂，无法接听。为了不耽误乘客的
时间，他打算先完成当前工作，随后
再想办法找失主。大约40分钟后，
公交车抵达终点站，他也有了主意。
他将该手机里的SIM卡取出装进自
己的手机里，见卡上并未储存任何号
码及信息，就耐心等对方再次来电。

所幸，他很快接到了失主妻子打来的
电话并约定第二天将手机归还。

“手机本身并不贵重，但里面有
重要资料，丢失后我都不知道去哪
里找，一直忐忑不安。多亏有李师
傅，真是太感谢他了。”邬先生说。
对此，李财君表示：“这只是举手之
劳，能帮到别人就好。”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
捡到手机妥善保管归还

记者 袁伟鑫

“拔”

记者 郑连乔 王层裕
通讯员 段凌云

随着冷空气逐渐消散，连续
几日的晴好天气让 64岁的种植
户王方定喜笑颜开。“大概一个多
月前我们就开始育苗，现在正好
赶上了天气回暖。西瓜刚出苗，
抓紧时间种下去，今年就算是开
了个好头！”日前，在西坞街道东
陈村的西瓜棚内，王方定正带着
家人、亲戚在忙碌。此前，他已经
做好搭棚、挖沟、上底肥、育苗等
种植准备工作，目前西瓜已经种
好了五六亩，预计一个月内能全
部种完。

王方定是台州人，早些年在省
内外不少地方工作过，从事西瓜种

植已有20余年。最开始是跟着学，
后来自己带着家人干，在西瓜种植方
面颇有心得和经验。在他看来，种西
瓜可是个细致活。即便是在大棚里，
也离不开人的悉心照护。这几日早
中晚温差大，什么时候盖上薄膜，什
么时候给大棚留些缝隙，王方定都了
如指掌，几乎忙得脚不沾地。

和王方定一起种植西瓜的还有
5户，共租用村里130亩地。站在地
头望去，约300个大棚整齐排列，连
成一片，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棚内种植的西瓜品种以被称为
王牌西瓜的“8424”为主，因其鲜甜
脆爽，口感细腻，在周边地区已经小
有名气，深受食客欢迎。每逢西瓜
成熟时，不少商超及水果店都会提
前预约下单。

“跑过不少地方，还是西坞街道
东陈村这里最适合种西瓜。一方面
是因为东陈村是酸性土壤，适合西
瓜生长。更关键的是，西瓜最好能
每年换地方种，病虫害会大幅减少，
产量也能明显提高。正好，东陈村
村委会十分支持我们，给我们统筹
安排，每年更换田地。”王方定告诉
记者，今年在这片区域种瓜，明年就
会换另一片，等到回到这里复种，差
不多隔上五六年，土地肥力就恢复
得很好了。

瓜农交口称赞的“肥力高、甜度
高”得益于东陈村自2015年起推行
的土地流转，流转面积约 2300亩。
村里整合了农户分散的土地资源，
推行规模化种植，提高各类作物种
植效率。统一筛选引进种植大户，

目前主要种植西瓜、水稻等。“土地
流转不仅助农增收，也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东陈村党支部书记陆如忠
介绍，以前，村民自己的地块分散，
种植难度大，即便租给他人，租金也
低，基本只有五六百元一亩。而且，
与土地“绑定”后，村民很难找到其
他工作补贴家用。土地流转后，村
民的租金上涨到 950元一亩，如流
转向西瓜种植户的价格是 1600一
亩，余下的便是村集体收入增加部
分及村民分红。

“流转后，村里实施了农田改
造，沟、渠、路统一打通，土地规整，
面积增加，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的
农田。长远来看，这些都将助力于
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带动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陆如忠说。

整合分散土地 推行规模化种植

土地流转“转”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 见习
记者 王怡宁 通讯员 吕玮 戴
宏辉）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局房管中
心了解到，2023年度奉化区物业服
务项目管理考核结果于近日出炉。
33个物业服务项目获优秀，7个物
业服务项目不合格。

此次考核范围主要为引入物业
管理的老旧、拆迁、保障房小区项
目；新建商品房、农居房、别墅小区
类项目；小微企业园物业项目，前期
介入物业管理项目，商业等其他物
业项目，共计 230个。区房管中心
按照分类分级考核，进一步促进物
业服务“优质优价、低质低价，价质
相符、自主选择”的市场化发展目
标。对物业项目进行年度分类考
核，由物管处、属地社区、业委会共
同参与，采取年度考核与专项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体现文明物业、垃圾
分类、疫情防控、平安建设、执法进
小区等工作要求。

经综合考评，浙江捷达物业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的金海家园等 33
个项目为“考核优秀项目”；宁波奉
化盈源物业有限公司管理的丽江名
庭等41个项目为“考核良好项目”；
宁波奉化亚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管理的阳光茗都等138个项目为

“考核合格项目”；浙江保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分公司的
湖风雅园小区因管理不到位列为

“合格待定项目”；浙江祥生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奉化分公司管理的云山
新语等 7个项目经考核评定为“不
合格项目”。另外，厦门市嘉成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冠成国际等 3
个项目被评为“突出进步奖”。

据了解，区住建局房管中心每
年会对相关物业服务企业项目进行
考核，通过这种形式的考核，旨在提
升我区物业服务品质，进一步促进
物业管理模式升级。未来，区住建
局将继续加大对物业服务行业的监
管力度，为居民创造更加舒适、安
全、便捷的居住环境。

2023年度全区物业服务项目考核出炉
230个项目参与考核，其中33个优秀，7个不合格

本报讯（记者 赵雪雁 何
腾涛 通讯员 张紫昀）昨天上
午，在溪口镇西岙村，几名疫木清
理队工作人员正徒步穿行在茂密
的山林里。“这里有一棵！”随着一
阵油锯声响过，一株碗口粗的松
树应声倒下，工作人员一拥而上，
对树干树枝进行截剪。

疫木清理队队长竺贵良说：
“在树林里，如果看到松树变黄或者
变红，这并不是什么美景，而是松树
得了一种类似于‘癌症’的重病，不
及时清理就会传染整片松林。”

竺贵良口中的松树“癌症”，
即松材线虫病。原本生命力极强
的松树一旦感染，虫子会在松树

体内大量繁殖，导致树脂道薄壁细
胞和上皮细胞受到破坏，最后，松树
将丧失水分而整株枯萎死亡。松材
线虫病致病力强、传染迅速，基本无
药可治，当前最有效的防治措施是
人工及时清理枯死松树。“对疫木的
砍伐有严格标准，树根的留存高度
不超过 5厘米，要尽可能把虫害部
位全部锯掉，不留后患，树干部分要
搬下山进行统一杀毒处理。”竺贵良
一边忙活一边介绍道。只见工作人
员对树枝进行截短后，用一张金属
网进行“打包”，四周用土掩盖严
实。原来，由于松树所处位置较高，
搬运下山工作量大，疫木的树枝部
分进行就地处理，罩上这层金属网

后，松树里的虫子就飞不出来，有效
杜绝了疾病蔓延传播。

春季到来，气温上升，松材线虫
媒介生物松褐天牛将出来交配繁殖，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抢抓窗口期，
提前对感染疫木集中清理。“我们将
在3月底前将这片区域的死松树全
部清除。接下来，每半个月巡逻一
次，发现一株清理一株。”竺贵良说。

除了“治”，“防”的手段同样重
要。在另一片松林中，工作人员正
在开展松树钻孔注射免疫剂工作。
测量松树胸径、打孔、注射药水、拍
照登记……工作人员通过“打针”，
将有效成分注入树体，抑制或杀死
松材线虫和松褐天牛。“根据松树树

干直径不同，用药量也不同，一般松
树的注射量为 1至 3瓶。”负责人冯
增熠告诉记者。目前，施药工作已
经进入收官阶段，全区累计注射免
疫剂 15.56万瓶，为 6.5万株松树提
供了有效预防。

据了解，我区林业用地 126.76
万亩，其中松林面积 53万亩，主要
集中在溪口镇、萧王庙街道和大堰
镇，是我区重要的森林、景观、旅游
和文化资源。“我们采取疫木清理、
生物化学等多种综合防治措施，积
极开展疫病防控工作，有效遏制了
松材线虫病的蔓延速度，从而有效
守护‘健康林’。”区自然资源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陈云奇说。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打响“松林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 王璐 方
振 通讯员 蒋东齐）“前面的车
子请避让一下！”警灯闪烁，警笛
长鸣，3月 9日，警车在紧急时刻
开辟出了一条救援“绿色通道”，
为断指伤者赢得了救治时间。目
前，伤者恢复良好。

当天，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江口中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
一辆载有危急病人的车从盛源路

中交科技产业园出发到宁波市第六
医院进行急救，车辆即将驶入机场
高架，急需交警协助求助车前往医
院。了解情况后，江口中队立即出
警，驾驶警车赶往机场高架路口接
应求助车。接头后，一路上交警不
断通过喊话器提醒前方车辆注意让
行，争分夺秒、一路疾驰。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伤者三指
切断、血流不止，人也晕倒了。因为

机场路到宁波六院红绿灯很多，我
们一边联系指挥中心，一边用对讲
机喊话，碰到红灯，就直接闯过去
了，争取以最快的时间，把人送到宁
波六院。”江口中队指导员唐武军告
诉记者。

原来需要近50分钟的路程，在
交警的协助带领下，求助车不到半
小时就到达了医院。到达医院后，
交警迅速帮助伤者家属将伤者抬上

担架，并一路护送至急诊抢救室。
看到伤者得到及时救治，交警才驾
驶警车赶回执勤点继续开展日常工
作。

据了解，经送医治疗，伤者手术
非常成功，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警
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多亏你
们的及时救援，把我爱人送到医院，
否则后果不敢想。”患者家属对交警
表示衷心感谢。

争分夺秒！警车开道为断指伤者开辟“绿色通道”

上接第1版
“十里青山锦簇，一城蜜桃飘

香”。随着水蜜桃品牌的日益打响，
我区水蜜桃产业不断发展。2023
年，全区桃园面积 3.5万亩，投产面
积3.3万亩，总产量3.8万吨，较上年
的 3.5万吨增长 8.6%；总产值 5.24
亿元，较上年增长6.7%。为提升品
牌影响力，我区创建了“欢喜奉桃”
高端品牌，精品水蜜桃俏销市场。
如今，我区已初步形成以品桃为引
领、赏花为特色，产业链条完善、三
产融合发展的水蜜桃产业集群，每
年的桃花赏花季，可吸引游客逾 40
万人次。

山水富民山水富民
带动青山绿水文旅融合带动青山绿水文旅融合

利用雪窦山、宁波湾等山海资
源，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精品民宿等
新业态；融合生态元素、整合文旅资
源，全力打造“旅游文化名城”……

在奉化，擦亮生态底色，一样能致
富。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名山风
景线建设。该线全长 45.6公里，沿
线两侧有四明山脉、剡溪河水、美丽
桃园的自然风光，还有佛教文化、民
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完美融合了文
脉、景脉、山脉、水脉，将最具奉化特
色的各类资源串珠成线，生动描绘
了一幅“最美桃花源”的当代画卷。

多年来，国家 AAAAA级旅游
景区溪口-滕头旅游景区一直在探
索从传统观光型旅游向生态文旅转
型的路径。目前，已经打造以山、
林、水、谷等生态元素为景观和互动
体验的杜鹃谷森林公园快乐苑景
区，形成了“森林探索体验+生态自
然保护”于一体的山地生态特色微
度假目的地。据统计，2023年，我
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483.3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61.28亿元，生态旅
游新模式正在带来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