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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精品村里看变化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宁海记
者站陈云松 通讯员童泽平） 2月
14 日，宁海兴达旅游用品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首批执
行联盟标准的运动杖经过精加工、
零件注塑、表面处理、装配等环
节，正准备销往世界各地。“执行
联盟标准后生产的运动杖质量更可
靠，耐用性更持久，安全性也更高

了。”企业负责人胡荣林信心满满
地说，标准的制订实施解决了目前
该行业在企业管理、市场开拓等方
面存在的瓶颈，规范了企业生产行
为，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让产品
质量更稳定。

运动杖联盟标准的全面实施，
只是宁海以标准化引领行业转型升
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深入

实施“标准化+”工程，全力构建
“3+3+X”产业体系。3 年来，该
县共建成 16 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推广应用 5 项联盟标准，8 家
企业参与了 16项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制订，成功发布首个宁海企业
主持制订的“浙江制造”标准。全面
实施企业产品标准的自我声明公开
和监督制度，72 家企业 225 项企业
产品标准均网上备案，实现企业产
品标准网上公开全覆盖。

与此同时，宁海重点突出特色
优势产业的标准化工作。在文具行
业，累计制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2 项，“浙江制造”标准 2 项；在

数控机械行业，主持制订《数控雕
铣机》国家标准，推广实施《数控
雕铣机工作精度》联盟标准，去年
数控雕铣机合格率达 100%；在汽
车零部件行业，采用国外先进标准
的产品覆盖率达82%，推动产品质
量水平与国际标准接轨。

为充分释放标准化的引领作
用，今年宁海将重点在产业质量提
升、休闲旅游、社会治理和特色小
镇建设等领域铺开“标准化+”行
动，发挥“标准化+”效应，为建
设“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
标准支撑。

宁海“标准化+”行动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3年建成16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
成美玲 陈利群） 年前年后的大扫
除，37 位周巷镇路桥村“美丽主
妇”志愿者成了主力队员。门前三
包垃圾“清零”，上街撕掉“牛皮
癣”，清扫卫生死角，大家干得热
火朝天。

“我们村位于建城区，但以往
村民的脑袋还没‘进镇’，不少人
爱在院子里堆放树枝、藤蔓等杂
物，”村妇女主任周华英介绍，“有
了这些爱美爱干净的媳妇，院里院
外也大变样了，大家的环境意识也
越来越强了。”在周巷镇有 2000多
位这样的“美丽志愿者”，随着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她
们的干劲越来越强。

路桥村多年来的环境“老大
难”问题并非个例。工业和商贸业
发达的周巷，一直被称为余慈地区
镇街中的“老大哥”。周巷人的钱
包鼓起来了，但镇里一度饱受乱停
车、乱堆物、乱摆摊等“六乱”现
象的困扰。在繁华的镇中心区，找
个停车歇脚的地方也成了大难题。

周巷镇下决心“清零”脏乱
差，置换出城镇发展的美丽新空
间。去年年底以来，全镇联动开展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立综合整
治行动领导小组，做到定人定职
责、定时定进度。春节前，周巷镇
还邀请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前来设计蓝图，以兼顾小家电、
古旧家具、黄花梨等周巷特色产业
为原则，按周巷片、天元片各自的

乡土特色分别编制规划方案。
周巷镇镇村办工作人员汪燕燕

介绍，针对街边荒地的综合改造工
程收效明显。在平王社区农贸市场
一侧，有 30 多个停车位的小型停
车场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不少便利。
而在改造之前，这里是一块废弃的
低洼地，堆满垃圾、杂草丛生。去
年以来，周巷镇一共对类似的 4处
地块进行了改造提升，工程总面积
约 1.8 万平方米，总投资 270 余万
元。脏乱差的死角荒地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口袋公园、迷你停车场
等便民公共设施。今年，周巷还计
划投资 180万元，对石棉厂区块的
危旧厂房进行改造，建设小公园和
公共厕所。该镇建城区的主要道路
也将迎来总投资 300 万元至 500 万
元的“见缝插绿”扮靓工程，连点
成线打造绿色新街景。

走在周巷建城区，宽敞整洁的
街道令周巷人倍感惊喜。兴业路、
环城北路和 329国道周巷段两旁立
面招牌整齐划一，景观小品和绿化
交相辉映；兴业路人行道上还有一
幅幅讲述周巷历史文化的地砖石
刻；整治一新的天潭路获得了“天
元古玩街”的新名字，成了人气集
聚的“新名片”，春节期间，千余
名游客慕名来此“淘宝”。

以“一年实现大突破，三年完
成大变样”为目标，周巷镇将持续
推进镇域内主干道建设，通过对沿
路重要节点景观实施提升改造、遗
留户拆迁、低小散产业腾退、项目
开发建设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商业
商务、生态休闲、居住配套等城市
主导功能，并力争在一年内将上述
主干道建成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
板示范区。

慈溪周巷“置换”美丽新空间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张燕） 记者
日前来到庄桥洪家村，只见洪家
河沿河排放口的水不再是以前的
黑浑水，河道旁正准备安装污水
管道。“去年 8月，我们针对洪家
村进行了生活污水治理，现在整
个村庄污水管网工作已经完毕，
就剩扫尾工作。”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洪家河流经整个村庄，沿
河共有 2 个排放口。为创建零直
排河道，街道实施了整治提升工
程。

调查摸底显示，目前庄桥的
66 条河道共有 539 个排水、排污
口。不仅仅洪家河，楼家河、舒
家河也正在进行截污纳管工程建
设。今年，江北区庄桥街道开展
零直排河道创建，在摸清河道排
放口底数的基础上，开展入河排
污口标识专项行动。最新的河道

名录已基本完成，明确记录了每
个排放口的主要污染源及辖区内
污染源清单。对于实现零直排的
河道，将坚持完成一条，申请一
条，验收一条。

根据整体方案，街道目前已
经完成对葛家工业区新桥一至四
路、康桥北路污水管改建的初步
设计，并对西邵、梅林、上邵等
工业区块管网完成初步排摸；11
个村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工程全覆
盖，铺设地下管网 45000 余米，
近 5000 户农村居民实现截污改
造；大力推进“三改一拆”，累计
拆除沿河违章27500平方米。

街道负责人表示，到 2018年
年底将对辖区内所有工业区近
500 家企业排污设施纳入监控，
并对排污管线进行改造提升，对
539 个排水、排污口进行截污纳
管处理，对辖区内未实施雨污分
离的小区居民阳台实施雨污分离
式改造，继续开展一场“消灭臭
水沟”专项行动。

庄桥按下“五水共治”快进键

全面打响劣V类水剿灭战

江 海

春节期间，宁海桑洲南岭村
的南山驿民宿天天爆满，住客在
客厅、阳台品茗聊天，一抬头就
可以看见苍翠青山，尽情呼吸新
鲜空气，在青山绿水间享受闲适
和惬意 （2月8日《宁波日报》）。

南岭村的“华美蜕变”，是我
市乡村游市场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过去，这个地方虽有着不错
的旅游资源，但由于村庄破旧、
环境与周边景致不协调，来赏花
观景的游客绕着村子走，他们只
有“抱着资源讨饭吃”。短短几年
时间，经过集中整治和改造提
升，南岭村的面貌，有了“脱胎
换骨”的蜕变，美景引得外地游
客纷至沓来。

如何在不断改善生态、人居
环境的基础上，让“绿水青山”
带来更多的“金山银山”，是众多
偏远山村发展亟待破解的课题。
南岭村的探索表明，要走出“抱
着资源讨饭吃”的困境，离不开

政府政策支持、规划引领，更离
不开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在村
民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南岭
村，不仅村庄美了、人气旺了，
增收的渠道也多了。环境的改
善、服务能力的提升，唤醒了乡
村的青山绿水、田园野趣，沉睡
的资源转化成了发展资本，给村
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真金白银”。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并非是
简单消耗自然、人文资源的旅游
活动，而是一个利用生态、人文
资源发展旅游业，再通过旅游保
护生态、人文资源双向促进的动
态过程。若采取急功近利的开发
模式，短期可能会出现“红红火
火”的景象，但长远而言，是不
可持续的。因此，乡村游的发
展，应克服“短视”行为，在生
态环境、文化风尚等方面提早做
好规划和布局。

现 在 ， 有 不 少 地 方 提 出 了
“全域旅游”的概念，其核心是
要分享乡村旅游市场这块“大蛋
糕”，这实际上也是旅游业的供
给侧改革。做好这篇文章，需要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资源特
色，培育精品、打造品牌，防止
品质雷同的一哄而上和无序竞
争。

南岭村“华美蜕变”的意义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徐华良 奉化记者站严世君） 记
者日前从奉化区标准农田质量提
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该
区自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
以来，给农田吃上“营养套餐”，
至今已有 3.19 万亩耕地从二等一
级提升到一等二级，为粮食增产
创造了良好条件。

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
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的重大举措。奉化从 2010 年起，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标准农田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土壤培肥项目和
配方施肥，着力提升土壤肥力，
3.19 万亩耕地经宁波市相关部门
验收，从二等一级提升到一等二

级。去年，该区实施地力提升项
目 3 个，有 1.04 万亩农田实行配
方 施 肥 ， 共 用 水 稻 专 用 肥 773
吨，政府给农户每吨水稻专用肥
补助300元。

为 进 一 步 培 育 地 力 ， 最 近
奉化区农林局和区农技服务总
站 的 干 部 与 农 技 人 员 深 入 江
口、西坞、岳林、莼湖、裘村
和松岙等地，了解农户对水稻
专用肥的需求情况。得知农户
对 水 稻 专 用 肥 情 有 独 钟 ， 为
此，今年区农林部门对 1.04 万
亩农田继续实施地力提升，计
划 施 水 稻 专 用 肥 1500 吨 左 右 ，
争取在明年从二等一级提升到
一等二级。

奉化3.19万亩农田
吃上“营养套餐”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实习生 李丙印

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干净整
洁，这是前两年宁海力洋镇海头
村留给人们的印象。如今，海头
人又有了新的追求：由洁而美，
实现美中求富。

为了提升村庄环境，村干部
们打起了一山一湖的主意。山叫
大山坪，位于村庄的东面。沿着

新砌的登山步道拾级而上，山顶
上一座木制的复式凉亭气势恢宏。

大山坪背面的山脚下，荡漾
着一潭翠绿的湖水，这里是海头
村规划的中心湖。湖中心建有钓
鱼台，湖面上两座凉亭用一条长
达 60 米的木质曲桥相连，交相辉
映。一山一湖的巧妙设计，不仅
拓展了村庄原本狭小的空间，也
给这一平原村平添了几分魅力。

村庄越变越美，村干部又开
始琢磨开辟增收的门路。毕竟，
村庄治理的落脚点，还是要让村
民的口袋鼓起来。

经 过 村 干 部 和 村 民 集 思 广
益，一个计划产生了——培育菊
花基地。村委会主任施照成告诉
记 者 ， 菊 花 花 期 较 长 ， 且 收 益

高。各种菊花争奇斗艳，不但可
以成为村内一景，还能为村民带
来可观的收益。

于是，海头村派人专程到河
南 开 封 去 学 习 ， 引 进 技 术 和 品
种。目前，海头村菊花基地面积
已有 50 亩，品种有四五十个，钦
寸水库移民户李金福说，之前帮
别人种，后来自己也种了几亩，
没想到收入有这么高，去年总共
挣了 6 万元。“现在，菊花育种、
扦插都能解决了。”他说。

菊花的文章还在续写。去年
10 月 ， 海 头 村 尝 试 举 办 “ 菊 花
节”，以此提升海头菊花的名气和
销 量 。 没 想 到 活 动 搞 得 十 分 成
功。村民施兴探高兴地说：“从没
见过这么多人来到村里，好多人

还找我来买菊花，栽培的近 9000
盆菊花卖了4万元左右。

菊 花 节 不 光 撬 动 了 菊 花 销
售，还使得年糕、麻糍等当地土
特产成为抢手货。

初尝甜头，增强了村干部和
村民的信心。这不，新春刚过，
海头村村委会已开始谋划如何扩
大菊花节的影响。村里把菊花基
地 附 近 的 两 排 牛 棚 进 行 重 新 规
划，改造成茶室、咖啡馆等。联
村干部说，今年菊花节期间，计
划卖门票、送盆栽。

“回望海头”，这是海头村口
景观石上刻的四个大字；“回望海
头”，这也是村民对村庄的自信，
更是他们在前行中不忘初心的品
质。

海头：由洁而美，美中求富

新学期伊始，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进行了
专项检查。此次专项行动对餐饮具的消毒设施、保洁设施，各功能间的
空调、水龙头、温度计、留样冰箱，食品仓库等使用情况、使用记录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图为工作人员日前在对春晓中学食堂午餐制作情况进
行检查。 （殷聪 李超 摄）

细检查 保安全

昨天，由余姚市兰花协会主办
的第十六届兰花展览在余姚瑞云阁
酒店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 30 名
兰友选送的春兰名品 300余盆，吸
引了大批兰花爱好者前来观赏。

（吴大庆 徐文杰 摄）

赏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