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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橘绽枝头。象山
定塘小湾塘村柑橘博览园呈现一
派丰收景象，部分特早熟柑橘开
始上市。

这片橘园是当地农牧结合的
一个典型。橘园主人韩东道说，
柑橘灌溉采用的是经过处理的浓
缩沼液，橘子品质和口感特别好。

众所周知，畜禽养殖会产生
沼液等排泄物。对此进行收集并
采取资源化利用，是象山创新治
理模式、实现养殖废弃物变废为
宝的成功探索。象山县畜牧兽医
总站站长陈淑芳告诉笔者，在政
府统筹引导下，象山开发出全省
首 个 “ 腐 植 酸 浓 缩 沼 液 有 机 液
肥”产品，建成沼液浓缩生产线
两条、畜禽有机肥加工厂4家，年
消化畜禽排泄物 12 万吨，配送沼
液5万吨以上。

蛋鸡-有机肥-作物，在慈溪
现代农业开发区正大慈溪现代农
业生态园区的西南角，慈溪正大
蛋业有限公司经过近 4 年的努力，
也打造了一个农牧对接循环体。
占地400亩的慈溪正大蛋业有限公
司成立以来始终注重环保，形成
了正大园区内就地利用为主、异
地有机肥销售为辅的资源化利用
模 式 。 公 司 场 区 内 实 行 雨 污 分
离，蛋鸡养殖场利用先进的台湾
产鸡粪发酵处理设备，将自动传
送 带 收 集 的 鸡 粪 制 成 优 质 有 机

肥。大部分有机肥用于正大园区
内水稻、玉米、果蔬等种植。公
司的生产、生活污水通过污水处
理车间处理达标后灌溉周边农田。

畜牧业一头连着生产生活，
一头连着绿水青山，是现代生态
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通 过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整 治 ， 原 本
低、小、散为主的养殖格局向规
模化、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畜
禽 养 殖 环 境 得 到 极 大 改 善 。 但
是，畜禽养殖规模化进程中同样
面 临 着 粪 污 和 臭 气 难 处 理 的 问
题，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不仅关
系到养殖企业的生存，也影响到
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推进绿色畜牧业发展势在必
行！

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绿色
畜牧业是以生态化、规模化、标
准化为主要方式，以保障畜禽产
品安全供应、促进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根本目标的新型畜牧业发展体系。

优化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后
劲。我市探索推广以天胜“四不
用”农场为代表的大中城郊生态
多 功 能 农 业 、 以 “ 宁 波 绿 兴 獭
兔”为代表的休闲观光、以“宁
波市牛奶集团”为代表的全产业
链等一批先进发展模式。

我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区县
（市） 充分利用沿海新围垦滩涂及
未利用土地，按照生态化、规模
化、设施化、标准化、智能化的
要 求 ， 高 标 准 建 设 绿 色 畜 牧 园

区。目前，全市共规划新增 （扩
建） 绿色畜牧园区、生猪生态循
环养殖场、现代化牧场等项目 10
余个，项目实施后可新增生猪年
出栏能力35万余头、蛋鸡存栏320
万只。

作为首批省级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区 （县） 创建单位，宁海开
创 了 “ 点 上 小 循 环 、 区 域 中 循
环、县域大循环”的三级生态循
环农业模式，并不断加以完善和
提升，实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
效益统筹发展。宁海浙江东海岸
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大力实施
畜禽粪便加工还田、沼气工程等
资源循环，形成了“农业废弃物
—奶牛养殖—有机肥加工—农作
物”“畜牧养殖—粪 （肥） —有机
复合肥—瓜果菜”和“鱼虾—贝
藻”等多种立体化生态型循环模
式。区域内九成以上的农作物废
弃物得到有效转化利用，60%以上
农产品出口创汇。

近年来，随着环保要求不断
提高，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力度不
断加大，一大批处于禁养区范围
和不能达标排放的养殖场被勒令
关停。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倒
逼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在此背
景下，各地正演绎着一场畜牧业
浴火重生的绿色蜕变，一批“美
丽生态牧场”呼之欲出。

象山是个水禽养殖大县，由
于水禽饲养规模较大，且集中饲
养 于 水 网 地 区 ， 直 排 河 道 、 池
塘、水库的水禽粪便、污水对水

环境造成了污染。该县畜牧兽医
总 站 技 术 人 员 探 索 水 禽 岸 养 模
式，将原本饲养在河道、池塘、
水库里的白鹅、鸭子等水禽“乔
迁”到陆地，利用小水池、喷淋
等方法为水禽提供饮水及梳理羽
毛等用水，并通过建立粪污处理
系统，避免了养殖粪污对水源水
质造成污染。

干净整洁的猪舍；错落有致
的树木、生动形象的墙绘；生产
区、隔离区、生活区、污水处理
区，布局合理，井然有序。走进
奉化永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只
见 溪 流 清 澈 见 底 ， 绿 树 郁 郁 葱
葱。尽管不是位于禁养区，但周
边的区位环境还是对永伦养殖场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 2008 年建
场以来，养殖场负责人蒋亚伦就
把处理生猪排泄物污染作为头等
大事。经过治理，永伦养殖场实
现“污染零排放”，成为全区畜牧

业转型升级和美丽生态牧场建设
的样本。

今年8月，余姚市华莲生猪专
业合作社成立，该合作社由余姚
市定屠中心有限公司联合康地牧
业、城西牧业、逸然牧业等 10 家
生猪无公害养殖企业组建而成，
下设生产服务部、产品加工部和
肉品经营部，计划打造一条由生
猪 养 殖 、 屠 宰 加 工 、 投 入 品 加
工、肉品分割、产品营销、技术
服务、产销对接等环节组成的全
产业链。近期目标年产销生猪 10
万到 15 万头，产值 3 亿至 5 亿元。
合作社实行生猪养殖统一标准，
打造品牌，增加附加值，提升竞
争力。

随着畜牧业绿色发展能力的
提升，我市农业部门建立起线下
网格化巡查和线上防控相结合的
畜禽养殖污染防控长效机制，实
现对有畜禽养殖的99个乡镇、630

个建制村线下巡查和所有存栏 50
头以上生猪养殖场线上防控全覆
盖。全市所有保留的516家规模畜
禽养殖场均通过县级农业、环保
部门组织的生态达标验收。截至
目前，全市共创建省级畜牧业绿
色发展示范县1个，省级美丽生态
牧场 54家，今年底可达 84家，落
实生态消纳地96万余亩。

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宁波
建设绿色都市农业强市，无论从
经 济 结 构 还 是 资 源 利 用 角 度 出
发，都离不开畜牧业对生态循环
模 式 的 产 业 支 撑 。 根 据 “ 十 三
五 ” 规 划 ， 我 市 将 在 慈 溪 、 余
姚、奉化、宁海、象山 5 个区县

（市） 推进整县制美丽生态畜牧业
建设。同时，还将利用象山等地
的滩涂围垦区及其他未利用地实
施绿色畜牧园区建设，突破畜牧
生产空间制约瓶颈，确保畜产品
适度供应。

放眼绿水青山放眼绿水青山，，打造现代畜牧业升级版打造现代畜牧业升级版
———绿色都市农业建设之畜牧业绿绿色都市农业建设之畜牧业绿色发展篇色发展篇

“机关干部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更
好，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
不做。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件小
事做起，以党风政风带动整个社
会风气的转变，通过党建争强，
推动低塘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低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毛绍炯介
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出
台机关干部工作规范“二十条”，
并以此为主要内容，在全街道开展
机关干部主题教育会，全面剖析

“机关病”，明确工作新要求。
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

列。今年以来，余姚开展了“两路
两侧”沿线整治工作，全长7.79公
里的 329 国道低塘段基础设施薄
弱，各类店面林立，乱搭乱建、乱
拉乱堆、乱停乱放等层出不穷。低
塘街道市政中心主任沈百忠主动请
缨，担负起整治重任。他带队走遍
了国道低塘段，对沿线存在的问题
进行摸底，排查出整改点位 296

处，对这些点位进行归纳、梳理和
分类后，第一时间与综治、派出
所、城管、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
以及沿线 4 个村进行沟通、协调。
同时，他带领队员放弃休息日，探
索出“3+2+N”整治法 （3 次集中
行动、2 次联合整治，N 次单独整
治），一次次上门做思想工作。经
过连续奋战，他们完成整改 168
处，整治成效位于余姚前列。位于
国道沿线的低塘村之前饱受乱象之
苦，经过整治后，村庄面貌大为改
观。低塘村党总支书记吕群力说：

“整治阶段，沈主任天天泡在国道
边上，我们没理由不支持不配合。
通过这次集中整治，我们村多年来
的‘脏乱差’老大难问题一次性得
到了解决。”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但创新
也很关键。“既要有心，积极主动
干事，又要有力，以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执着，不断提高执行力。同
时，善于捕捉新的特点，掌握新的

规律，探索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途
径。”低塘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丽红
说，具有创新精神的干部，思想解
放，视野开阔，点子新，办法多，
敢闯敢干，机关干部工作规范“二
十条”鼓励干部大胆闯、大胆试，
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低塘是姚北工业重镇，但存在
着“低小散”行业企业多、分布广
的问题。受土地等要素的制约，部
分成长型企业无厂房可用、无资源
可扩，碰到了发展瓶颈。街道发展
服务办公室主任陆荣良在进村入企
走访时，多次听到中小企业负责人
的呼声。这时，余姚出台的“小微
企业集聚区”建设政策给了他“灵

感”。陆荣良经过周密考虑，提出
在低塘建设小微企业集聚区的设
想：集聚区以创业培育为目标，鼓
励、扶持和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缓
解创业型、孵化型、成长型企业的
用地紧张难题。这个想法得到街道
主要领导的认可后，陆荣良迅速与
上级有关部门对接，实施低塘街道
小微企业集聚区建设工作，并作为
街道经济发展的四大平台之一进行
重点打造。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他
牵头起草了 《小微企业集聚区招商
方案》《小微企业集聚区建设方
案》和 《小微企业集聚区规划管理
规定》，力争将集聚区打造成为

“行业集聚、资源集约、绿色发

展”的经济发展新力量、余姚小微
企业集聚示范区。

截至目前，低塘街道小微企业
集聚区一期 135亩土地完成出让 83
亩，入驻企业 11 家，园区道路、
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正在
加快推进。一期可在本月举行企业
开工仪式，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
亿元以上。小微企业集聚区开业在
即，中小企业再次“站上”了发展
壮大的“起跑线”。中小企业负责
人说，陆主任这个脑筋动得好，不
仅解决了阿拉小企业发展的问题，
更为街道储备了不少成长型企业。

责任比能力更重要、敬业比水
平更重要。关键时刻，低塘街道有
一批甘于奉献的干部。今年 2 月
份，街道有一个紧急出差任务，但
由于街道工作繁多，分管领导已安
排不出人员。无奈之下，他想到了
街道综治办副主任孙敬格。孙敬格
的妻子前一天在医院分娩，刚出生
一天的孩子也需要照料。分管领导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正在忙碌
的孙敬格，询问能否外出办公事。

这次出差时间长、路程远，家
人起初坚决不同意。“单位毕竟人
多，总能派出人手，但家里这几天
确实离不开你。”孙敬格的父母对
他说。孙敬格了解到街道人手紧张
的情况后，反复做父母和妻子的思
想工作，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离开正需要他精心照料的妻子和刚
出生的孩子，孙敬格第二天带着内
疚踏上外出办事的旅程。街道综治
办主任李国兴说：“综治办的工作
千头万绪，小孙总能迎难而上、勇
于担当。在综治办的这 4年里，他

为工作无私奉献，很好地体现和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 与 当 前 形 势 发 展 的 要 求 相
比，与群众的愿望相比，我们机关
干部在作风、纪律、能力方面还存
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张丽红
说，在建设“绚丽低塘”升级版、
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上，通过出台工作规范“二
十条”，打造一支忠诚、实干、担
当、创新、清廉的“铁军”，为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提供坚实
的组织保证。

结合“二十条”落实情况，街
道在 8月份开始还开展了中层干部
调整“回头看”工作，通过进行一
次自查总结、开展一次民主测评、
组织一次全面考察、做好一次综合
评定，对中层干部现状做一次全面
分析，考察结果将作为中层干部职
务升降、奖惩、调整岗位等重要依
据。对政治素质不高、工作绩效不
明显、群众满意度较低的中层干
部，采取批评、谈话等形式进行教
育，帮助其分析原因、明确努力方
向、制定整改措施。

“ 机 关 干 部 工 作 规 范 ‘ 二 十
条’是‘清廉低塘’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纪律建
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为街道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低塘街道
纪工委书记姜春良说，下一步，街
道计划将“二十条”编印成小册
子、口袋书，发放到每一位机关干
部手中，以方便机关干部“常学
习、常翻阅、常提醒、常对照、常
落实”。

本报记者 何 峰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出台机关干部工作规范出台机关干部工作规范““二十条二十条””

党建争强党建争强，，让低塘更让低塘更““绚丽绚丽””

今年上半年，余姚低塘街道出台了机关干部工作规

范“二十条”，分别从忠诚、实干、担当、创新、清廉

五大方面，对街道机关干部进行全面规范。

““绚丽低塘绚丽低塘””一角一角 （（何峰何峰 摄摄））

志愿者在垃圾分类箱上手写宣传标语 低塘街道组织党员进行集中学习 （低塘街道办事处供图）

生态养殖场生态养殖场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