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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何峰 慈溪记者
站邵滢 卢萌卿）“看到家乡的变
化，感到很自豪！希望能够在家乡
发展前沿、环保的高端制造业。
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硅基
新材料企业。”知名慈商代表、合
盛集团董事长罗立国在近日举行
的慈商大会上说。巧借“慈商回
归”的东风，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与
长河镇签订投资协议书，计划将总
部回迁。目前，该公司总部项目建
设用地已完成招拍挂程序，下一步

将启动建设。
去年以来，慈溪以猛虎扑食、

虎口夺食的气魄投身人才和项目争
夺战，奋力实现产业争先。慈溪市
主要负责人表示：“慈溪将牢牢把
握‘大湾区’‘名城名都’‘中国制
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机
遇，争做‘六争攻坚’的先行军和
排头兵。”

去年，慈溪通过美国创新孵化
器，引进了留美博士倪锋的“高通
量 先 导 药 物 和 靶 点 发 现 技 术 平

台”。项目的落户，得到了中科院
院士赵玉芬的关注。慈溪组建服务
小组，落实专人提供“全程式”

“个性化”服务。最终，赵院士和
倪锋任职于宁波大学，并在慈溪创
办了宁波礼达先导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校地联动”模式推
动项目在慈溪的快速发展。

以才引才“继续发酵”，近
日，赵院士来到附海镇考察调研，
不但达成了项目合作意向，而且引
荐了植物病理学专家陈剑平院士，
准备将附海花卉推向世界。

慈商大会期间，复旦大学等
18 家知名高校院所与慈溪深度握
手，成立慈溪·环杭州湾政产学研
联盟，探索技术转化从原理到产品
的“最短距离”。加上中科院两大
平台、宁大科技学院、诺丁汉大学

航空学院等助力，慈溪人才高地的
“海拔”节节攀升。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两翼
齐飞，推动慈溪制造业向更高更新
更优的方向升级，催生产业争先的
新气象。去年以来，慈溪立足环杭
州湾创新中心等高能级产业平台，
发展壮大智能装备、新材料和生命
健康等三大新兴产业。生命健康产
业异军突起，慈溪企业已成为人工
牙种植体、手术器械等十多个细分
行业的“隐形冠军”。

高端人才和大型项目，正成为
慈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
动能。今年一季度，慈溪市级实际利
用 外 资 13645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98.4%，完成全年计划的一半以上。1
至 4 月，慈溪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951.44亿元，同比增长17%。

“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齐头并进

慈溪争当产业争先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 者 站 陈云松 蒋攀） 投 资
6000 余万元建设“灵动乡野”

“南山花语”和“城乡和美”三
条精品线；投资 1.5 亿元打造 23
个精品示范村；投入 1亿元用于
奖励村级集体经济增收项目……
眼下，宁海正全领域、全方位打
造美丽乡村升级版，阔步向中国
乡村振兴示范县这一目标迈进。

宁海县域面积居全市之首，
山海田资源丰富，但重点扶持片
区、经济薄弱村相对较多。该县
创新城乡资源转化模式，实施集
体经济亿元造血工程，除 5000
万元用于普惠式补助外，其余部
分作为扶持资金向项目倾斜。许
家山村、王干山村、双林村等一
批精品村庄声名鹊起。地处宁海
最南端的高山村桑洲镇南岭村，
引进 2500 万元民间资本抱团发
展民宿产业，使空心村变成了精

品村。据统计，到去年底，宁海村
均集体收入增长25%，集体收入20
万元以下的村全面消除。

与此同时，宁海改变过去“天
女散花”般的资金投用方式，把分
散在20多个部门的9亿多元涉农资
金进行整合，通过公开竞争申报，
精准投向农田水利、新农村建设、
农业产业化等三大类项目，撬动发
展“美丽经济”。如今，全域美丽
乡村建设串联起生态、景点、民
俗、村庄、农家乐休闲旅游点等资
源，构建“大景区”，推进“美丽
经济”。胡陈“运动健康小镇”、深
甽“温泉风情小镇”、梅林“雁山
享寿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脱颖而
出。尤其是民宿产业，从过去的各
自经营转为一个品牌统领，一年间
民宿数量、营业额、带动农产品销
售额均翻了一番。近年来，宁海全
县游客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分别
以年均14%和22%的速度增长。

改革释放生态资源红利

宁海“美丽经济”
力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江北
记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周小娟）
全国首家建筑服务特色产业园迸
发大能量，21 家入驻企业今年一
季度实现产值27.85亿元，较上年
同 期 净 增 1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这是记者前天从 2018 全国
建筑劳务行业发展研讨会上获悉
的。

建筑劳务业作为建筑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巨大。一
直以来，江北区政府高度重视对
建筑劳务产业的激励和扶持，辖
区内有广天劳务、诚晖劳务、三
江劳务等一批优秀建筑劳务类
企业。

依托集聚产业、拓展产业、孵
化产业、培育市场四大核心功能，
去年，江北区甬江街道筹建甬江
人力资源产业园，高端化、现代

化、专业化优势明显。“甬江人力资
源产业园是全国第一家建筑服务特
色产业园，也是江北区全力推进的
重点平台项目。”江北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该园区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
建筑服务产业园集聚高地，到 2020
年，园区产值将占全市建筑劳务产
业的四成。

宁波甬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俊杰介绍，企业进驻甬江人
力资源产业园以来，得到了更加专
业化的服务。“建筑劳务行业上下游
产业链企业入园发展，增强了园区
的聚集效应和联动效应。这也逐步
提高了企业的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
能力，促进建筑劳务产业集群由投
资拉动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

据悉，该园区二期规划面积
4000 平方米。力争到 2020 年，打造
为百亿规模的特色产业园区。

甬江街道创建特色产业园
精准服务建筑劳务类企业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海曙
记者站续大治 通讯员朱尹莹）

“为什么宁波老建筑的屋檐是翘
起来的？”“为什么‘瓦片’上要雕
花？”“城墙上的炮使用过吗？”昨天
上午，40名在甬外国友人冒雨踏上
了宁波历史文化之旅，与宁波古城
来了一次深度对话。

这是海曙区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主办的“书藏古今·悦读古城”首
期游学活动。

海曙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

会长应群伟介绍，“书藏古今·悦读
古城”游学活动今年计划推出三期，
分别是“宁波的由来”“书香宁波”和

“港通天下”。通过游学、志愿者讲
解，让在甬的外国友人读懂宁波、热
爱宁波、传播宁波。

半天的游学活动让外国友人意犹
未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能够帮助我
们了解宁波的历史文化。”宁波爱学国
际学校的外籍教师斯坦利·扎瓦茨
基在活动结束后，向主办方表达了带
他的学生参加下次游学活动的意向。

外国友人寻访宁波古城历史

外国友人在鼓楼参观。 （刘波 朱尹莹 摄）

本报讯（记者王珏 奉化记者
站严世君 通讯员林淑琳） 奉化雪
窦山又添新景，全省最长的玻璃栈
道——徐凫岩凌云渡玻璃栈道今起
试运营。

凌 云 渡 栈 道 横 卧 于 徐 凫 岩
瀑 布 左 侧 200 米 高 的 绝 壁 之 上 ，
栈道全长 260 米，其中玻璃栈道
长 160 米，为全省最长。走在栈
道 上 ， 雨 天 可 览 云 海 壮 阔 ， 晴

时 可 赏 山 川 秀 美 ， 还 能 近 距 离
感 受 “ 华 东 第 一 瀑 ” 的 磅 礴 气
势。

凌云渡玻璃栈道，是继房车
中心营地之后，徐凫岩景区投运

的 又 一 个 大 型 户 外 休 闲 体 验 项
目。

上图：昨天，游客在玻璃栈道
开游仪式上体验“凌空之感”。

（周耀辉 王珏 摄）

全省最长玻璃栈道在雪窦山试运营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朱尹莹

人物名片：许跃进，海曙区洞
桥南瑞粮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
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种粮售粮
大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荣誉
称号，获得“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带
头人金牛奖”。2008年度至 2013年
度，创造浙江省 9项农业吉尼斯纪
录，其中 2012 年度创造全国单季
晚稻百亩方均产最高纪录。

人物感言：粮食种植，科技创
新、田间管理相辅相成。粮食种植
不仅要高产，还要优质。从让老百
姓吃饱到吃好，见证了改革开放
40年我国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许跃进早晨 5时起床，忙到晚
上9时，一刻也没停歇。

“眼下正是育秧时节，一早赶
在蒸发量不大时为秧苗防病防虫；

接下来可能会下雨，必须抢在下雨
前把麦子收完、烘干……”忙里偷
闲，许跃进向笔者描述了一天的安
排。

这是许跃进几十年种粮生涯中
的平常一天。

1978 年，20 岁的许跃进因为
聪明肯干，被洞桥镇百梁桥村选
中，培养担任手扶拖拉机驾驶员。

“那时全村有 720 亩耕地，手扶拖
拉机是稀罕物，三个生产大队各只
配备一台。”许跃进回忆，有了手
扶拖拉机助力，效率倍增，村里由
此开启了种粮机械化之路。

1998 年春，许跃进从农资经
营转而投身粮食种植。那年，他拿
出全部积蓄并借了债，以每亩 250
元的价格承包了章水镇崔岙村 360
亩农田。“当时一些农民到我的店
里买农资，但是因为种粮亏本，常
常赊账。”许跃进说，就在那时，
他下定决心承包农田种粮，“国家
对粮食生产有各种补贴，我就不信

种粮会没钱赚！”
从此，许跃进踏上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种粮之路。从育
秧、插种、病虫害防治，到施肥、
收割，许跃进没放过田间管理的每
一个细节，当年种植的 360亩单季
晚稻平均亩产 600多公斤，比周边
农户普遍高出100公斤。

种粮头五年，许跃进收获了
20 多万元净利润。第六年，他将
粮食种植面积扩大到900亩。

十年磨一剑。2008 年，许跃
进刷新了单季晚稻单产和百亩示范
方均产两项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
2011 年，他创造了小麦攻关田、
连作晚稻攻关田、单季晚稻攻关田
单产、麦稻轮作全年粮食亩产等六
项吉尼斯纪录。2012 年，他创造
了“甬优 12 号”百亩示范方平均
亩产963.65公斤的全国单季稻百亩
方均产最高纪录，由此获得国务院
授予的“全国种粮售粮大户”“全
国粮食生产大户”荣誉称号。

说起自己种粮的“诀窍”，许
跃进说：“人勤地不烂，科学种田
得高产。”他坦言自己是“科技
控”，为了提高产量四处“取经”，
不仅积极参加各级农业部门组织的
粮食高产培训班和种粮大户现场交
流会，还到镇海、宁海等地与种粮
大户面对面交流。

许跃进说：“稻子自己会说
话。”每天早中晚不同时段，稻子
生长状态不一样，何时施肥、何时
搁田，农药配比用量、种植密度如
何，都有讲究。“田间管理和科技
创新缺一不可。宁波市农科院研发
的‘甬优’系列新品种为高产奠定
了基础，不断推陈出新的田间防控
和航空植保等技术则为高产提供了
保障。”

“种粮不光为了赚钱，还要担
责任，整体增产才能确保粮食安
全。”2008 年，许跃进牵头成立了
洞桥南瑞粮机专业合作社，发挥技
术优势，带动周边种粮户共同致
富。如今，合作社社员已有 50 多
名，规模经营土地面积超过 5000
亩，种植水平和产量不断提高。

在许跃进看来，粮食种植高产
还不够，要让老百姓从吃饱到吃好，
种植出更优质的粮食。除了开展新
品种示范、品种对比、高产攻关等科
技试验外，近年来，他与扬州大学农
学院合作，开展国家级课题“长江中
下游地区单季晚粳优质高产项目”
研究，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今年 3月，许跃进被聘为宁波
市第十五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

“议政智库专家”。对许跃进来说，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会一如既往
地在种粮现代化之路上探索前行。

“种粮大户”见证农业现代化之路

我市启动多项以“横坎头村”
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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