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NINGBO DAILY田园·乡愁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陆 旻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刘未川

进入新时代，村民的追求已
经从物质富裕升级为生活富美。
西街村美丽乡村建设由此拉开序
幕。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成绩
斐然。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批宁
波市“最洁美村庄”评选中，西
街村成功入选。“西街村地处平
原，没有优美的山水环境，而且
村内企业较多，外来务工人员集
聚，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创建
成 为 ‘ 最 洁 美 村 ’， 真 的 不 容
易。”阳明街道一名结对西街村的
联村干部说。村中还有明清古街
和百年老宅，处处散发悠悠古韵。

那么成功的秘诀在哪呢？“关
键在于全民参与，特别是充分调
动新西街人的积极性。”据村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西街村通过开展
“大手拉小手”、党群结对帮扶、
先进带后进等活动，多形式宣传
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普及
环境科学知识，大力灌输“洁美
创建人人参与、洁美成果人人共
享、洁美功德福荫子孙”的创建
理念，以知促行，行效统一。

美丽乡村建设没有句号，据
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
西街村将继续坚持建管并举，致
力于打造“一带一路两区”，即长
泠江滨水景观带、余禾线集镇商
贸路、特色农业示范区、现代品
质生活区；连点成线打造以党建
文化公园——文化礼堂——景远
新 村 —— 人 大 代 表 活 动 点 ——

“邻里说事点”——老街传统民居
——冷江鳖生态养殖场——剪纸
文 化 展 示 馆 —— 舜 宇 人 才 公 寓
——互通立交休闲农业观光区为

节点的“美丽西街”观光精品线。
这条精品线中有几个项目已

经启动。文化礼堂及文体公园将
投入600多万元，全部由村集体出
资，预计春节前完成结顶，明年
上半年完成内部装修，建成后将
是西街村政治、文化中心；党建
文化公园，其绿化工程争取到了
余姚市农林局的支持，因为这地
块属于园林绿化用地，是余姚大
道的附属配套工程，而党建元素
的融入将由组织办完成点缀，建
成后将是“党建引领”的一个亮
点；原来的党员活动中心已改成
余姚市人大代表的一个联络站，
周边的绿地也将改造成法治主题
公 园 ， 已 争 取 到 上 级 部 门 的 支
持，近期将启动建设。

村庄洁美了，基层治理的优
化也紧跟不舍。为将村级民主协
商的触角延伸到自然村，打通基

层民主“最后一公里”，西街村积
极 创 新 ， 决 定 设 立 “ 邻 里 说 事
点”，物色群众基础好、威望高、
热心公益的村民作为“说事点”
的民主协商牵头人，负责落实本
村的民主协商工作，动员和组织
村民们对本村的建设、发展等与
群众息息相关的事务提出自己的
想法和建议，并形成书面报告，
和村级组织进行协商。“在‘说事
点’的话题中，美丽乡村建设一
直很热门，只有村民持续关注和
参与其中，美丽乡村建设才能越
来越好。”西街村村委工作人员
说。

本报记者 王珏
通讯员 丁宁

滩涂地赶海拾趣，橘园里采
撷秋收喜悦，农家宴上品尝绝味
海鲜……徜徉在枕山襟海的象山
茅洋乡，身心都浸染在海风的温
柔味道里。自今年成为宁波市首
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以来，这
片山水雅境吸引越来越多的都市
人来这里邂逅乡村梦，共度亲子
时光。示范区核心景区田乐园更
是人气爆棚，国庆小长假以来，
每个双休日游客满员。近日，微
信公众号“乡下头”带领一群

“粉丝”来到童话花乡茅洋，赴一
场秋日之约。

“哇，翻开一块石头，螃蟹就
跑出来了！”潮水退去，大家兴致
勃勃地在花墙村的滩涂上抓螃
蟹、捡花蛤、拾蛏子。黑乎乎的
泥巴沾满了手和脚，甚至不小心
还涂到了脸上，赶海生活的野趣
荡漾在大家不时发出的欢笑声中。

这片海湾对于久居城市的人

来说充满吸引力，蟹钳港独特的
水质和地理环境，孕育了肉质饱
满细腻的小海鲜，退潮之后的滩
涂更是到处隐藏着惊喜和乐趣。
如今，“品海鲜”和“赶小海”已
经成为花墙村旅游的两张金名
片。目前，花墙村拥有近 40家农
家客栈 600 多个床位。每个周末
农家客栈都处于客满状态，大部
分是来自宁波、绍兴、杭州、上
海等地的自驾游客人。“人均花费
200 元就可以体验一晚农家乐住
宿，还能吃上两餐美味的海鲜大
餐！”乡粉“人生百态”说，这样
高性价比的乡村休闲方式，要分
享给更多朋友。

在文山村的海景民宿享用完
“无边际”海鲜大餐，乡粉来到银
洋村的田乐园。这个集亲子互动
和体验农趣于一体的综合乐园，
让大家直呼简直是为孩子量身打
造的欢乐天堂。坐上皮划艇，大
人带着孩子泛舟碧波上，微风习
习中看不远处五彩缤纷的花房木
屋仿佛童话世界。蹦蹦床、滑滑
梯、自由攀爬、梅花桩等游乐设
施，让孩子在各种趣味游戏中亲
近大地，尽情撒欢。“在丰富多彩
的活动中，孩子的天性和童真得
到释放。”乡粉“兔八哥”对田乐
园赞不绝口，“既亲近自然山水，
又能尽情玩耍，是亲子游的好去
处。”

融合了亲子攀爬乐园、七彩
花房木屋、休闲茶吧、创意手工
作坊、水上皮划艇运动中心、3D
壁画村多种元素，田乐园这一综
合性体验中心已成为众多家庭亲
子游和幼小学生乡村体验游的美
好选择。截至 10月底，田乐园今
年已经接待游客 13万人次，整个
示范区接待游客约 60万人次。越
来越多的游客，正踏上茅洋这片
土地，听风看海、纵情山水、水
果采摘、农事体验……一个个美
丽乡村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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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张红义 王玥

从国外进口的一台装盒机，供
货方技术人员调试几个月搞不定，
最终放弃，人也跑了。这台付了
70% 设 备 款 的 装 盒 机 躺 在 车 间 一
角，既损失资金又耽误产品包装。
傅祥方一声不响走近这台“死机
器”，没日没夜地掏鼓起来，最终发
现了问题所在，并重新设计、更换
了一个机械装置，报废的进口设备

“起死回生”，给公司挽回经济损失
48万元。

傅祥方，中银 （宁波） 电池有
限公司的高级技师，1995 年职高电
池班毕业后到中银公司。他从机修
工做起，很快成为机械设备抢修的
能手。2005年，28岁的他成为公司
最年轻的钳工技师，全市最年轻的

“十佳首席工人”。
钳工时期的傅祥方，完成套缩

机系列、全自动吊卡机、校电机、
隔膜纸机、集电体组装机、绝缘圈
机等各类设备的安装调试 50 余台。

“他平时能静得下来，思考问题时一
坐八九个小时；需要动手时，连续
苦干 30多个小时。他的成功在于勤

学习、勤思考、勤动手，将一件事
做到极致。”中银公司领导说。

从机修工到设备设计，傅祥方
跨越了无数技术壁垒。2008 年，他
参与设计每分钟能生产 800 只电池
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是世界上速
度最快的电池生产线。此后，他参
与设计的 LR61 及 LR12 特种碱性电
池生产线，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

中银公司有一个“黑灯车间”。
走进这个偌大的车间，里面静悄悄
的，只见两条流水线正在作业，一
个类似铲车的机器人在车间内缓缓
移动，一位技术人员坐在总控室进
行操作。这条生产线叫“500+”无
人智能电池生产线，是目前世界上
性价比最高的生产线。“德国记者前
来采访时，感到很惊讶。”傅祥方自
豪地说，他是这条生产线的设计者
之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而创
新者需要深入思考，也需要工匠精
神。傅祥方自进公司 22年以来，常
思考各种技术难题。他家住白云小
区，坐地铁上下班，在地铁上一趟
的时间是22分钟。这22分钟都被他
利用起来。

中银公司为傅祥方设立了“技
能大师工作室”，每年给工作室 30
万元的专项经费。傅祥方很少坐在
工作室的办公室里，每天忙碌在设
备旁、机器边。自 2012年以来，他
带出 5 名高技、技师、高工、工程
师及助工徒弟。

至今，“傅祥方技能大师工作
室”攻克了 251 项技术创新和科技
攻关项目，创造经济效益 5000余万
元，获各类专利28项，11项重大研
发制造项目，多次获得省市科技进步
奖项。他本人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 4
月又荣获“浙江省工匠”称号。

傅祥方：

闲不住的“技能大师”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根苗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老 项 今 年 56 岁 ， 是 大 理 村
人。从 19 岁开始，他从父亲手中
接棒，一直从事水稻生产，对农
业充满情怀。但随着现代农业的
快速发展，新兴高效产业不断涌
现，许多农民转型走上致富路。
低头看看自己，转头看看同村农
友，老项痛定思痛，决定调整种
植“战略”。

通过多方调研和市场了解，
2007 年老项从山东采购了一批甜
瓜种子，试种了 3 亩。从翻土、选苗
到施药、防虫、浇水、采摘，每一道

程序他都亲力亲为，丝毫不敢怠
慢。第一年收成上市后卖了3万元，
扣除成本净收入 1.5 万元，比种植
水稻亩收益翻了好几番。

尝 到 甜 头 后 ， 老 项 信 心 大
增，开始大面积种植甜瓜，开启
了他的“甜蜜事业”。在种植中，
老项敢于创新、勤于钻研，碰到
不懂的难题就向专家请教；一有
技术培训的机会，他就像孩子一
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前年，他还
通过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011 年，老项牵头成立了象
山秋红果蔬专业合作社。在他的
带领下，合作社投资 75 万元搭建
起钢质大棚，并与宁波市农科院
以及外地积极合作，先后引进了

丰蜜29号、甬甜5号、东方蜜1号
等品种，以及吊蔓栽培、基质育
苗等技术。目前，他的甜瓜基地
已有10多个品种。

同时，合作社积极申请农业
部蔬菜标准园项目，加大基地建
设投入，投资100余万元建成甜瓜
预处理中心、交易市场，对基地
路沟渠进行改造提升，并引进推
广太阳能杀虫灯、性诱剂、色板
等物理防控设施，切实提高生产
水平。

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初，老项
就 意 识 到 “ 品 牌 是 农 业 的 生 命
力，品质是品牌的核心保障”。为
此，他主动与泗洲头镇政府和县
农 林 局 对 接 ， 注 册 了 “ 灵 芝 仙
草”商标，制定了地方甜瓜生产
技术标准。合作社全面推行甜瓜
标准化生产，实行统一包装、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在品牌品质
道路上阔步前行。

在种植甜瓜成功后，老项不
忘乡邻，手把手传帮带，发动当
地村民一起种植。30 多位村民先
后加入合作社，共同创业。他经
常组织社员学习培训，讲解如何
培育良种甜瓜、如何根据土壤性

质优化用肥标准以及在瓜苗不同
时期如何防虫害等种植问题，并
多次组织社员到慈溪、余姚等地
考察学习，提升大家的技术水平。

为了帮社员卖上好价钱，项
秋国积极联系宁波、杭州等地的商
贩，带领大家与商贩订立统一销售
价。2015 年，合作社举办了首届甜
瓜节，不仅让产品“走出去”，还引
进游客采摘品尝，带动当地的甜瓜
销售。

由于合作社生产的甜瓜皮薄
香脆、口感好、品质佳、香味浓
郁 ， 深 受 消 费 者 的 青 睐 ， 产 品

“远飘”省内外各大卖场和超市。
社员们的种植效益也“步步高”，
最高亩产值达 1.5万元，最高亩纯
收入1万元左右，切实带动了村民
增收致富。象山秋红果蔬专业合
作社也被评为县级规范社，成为
大理村的一张“金名片”。

项秋国项秋国：：甜瓜致富带头人甜瓜致富带头人

走进象山泗洲头镇大理村秋红果蔬专业合作社，工
人们正忙着将甜瓜装箱，准备销往绍兴、金华、福建等
地。“还有半个月秋季甜瓜就要下市了，今年没台风，
收成不错。这批瓜产量有24万多公斤，产值147万多
元。”合作社社长项秋国赤着脚，在大棚内摘瓜。他用
了6年时间，撑起了这个面积410亩、全县最大的甜瓜
基地，并带领30多名村民共同创业致富。

西街村：悠悠古韵，江畔人家

初冬的小雨淅淅沥沥，给姚西的西街村蒙上了一层薄雾，使
这座江南小村落别有一番韵味。西街村坐落于长泠江畔的平原之
上，先前是余姚中西部重要的商贸集镇——老方桥。这里也是重
要的粮食生产地，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新谷新米出方
桥”的老话，一直流传至今。

图为傅祥方在研究技术图为傅祥方在研究技术。。
（（朱军备朱军备 王玥王玥 摄摄））

图为西街村党建文化公园图为西街村党建文化公园。。（（刘未川刘未川 黄程黄程 摄摄））

图为西街村法治长廊

图为西街村法治长廊。。

老项在地里摘瓜老项在地里摘瓜。。（（沈孙晖沈孙晖 张根苗张根苗 摄摄））

滩涂地上赶海拾趣滩涂地上赶海拾趣。。（（王珏王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