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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康庄严 洪坤城

在象山县，“半岛味道”名声
渐响。“半岛味道”是当地一个综
合性农产品公用品牌，由象山县
农林局注册，委托县邮政公司负
责微商城运营和产品统一采购配
送，以此扩大象山优质农产品的
知名度。今年5月正式投入运营以
来 ， 已 有 龙 头 企 业 、 专 业 合 作
社、家庭农场等 40 多家经营主体
加盟，上架销售的农产品 300 余
种。

象山县农林局产业科陶安安
说，“半岛味道”采用母子商标，
产 品 都 能 通 过 二 维 码 追 溯 。 目
前，“半岛味道”已在象山、余
姚、金华三地开设门店5家，平均
一个月销售额在10万元左右。

从有得吃到吃得好，随着市
民对农产品消费理念的转变，我
市深入推进品牌强农工作，按照

“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
动”的要求，大力建设农业品牌。

余姚榨菜、慈溪杨梅、鄞州
雪菜、奉化水蜜桃、象山红美人

柑橘和浙东白鹅、宁海长街蛏子
……经过多年发展，这些农产品
形 成 了 具 有 明 显 区 域 特 征 的 品
牌 ， 其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在余姚，榨菜不单单是一个
产业，更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拥
有 3 个中国名牌和 16 个中国驰名
商 标 ， 销 量 占 据 全 国 市 场 的 一
半。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去年，

“余姚榨菜”品牌价值超过 70 亿
元，居浙江省农产品之首。慈溪
市推出综合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慈农优选，同时鼓励企业
自主创建品牌，形成“母子”品
牌，实现双轮驱动。

从“半岛味道”到全市区域
化品牌培塑，从宁波乡愁到打造
绿色都市农业，我市农业部门通
过努力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一镇一特”建设，不断激发
宁波农业特色精品优质、高效的
发展活力，“宁波味道”香飘大江
南北，走出国门。

近年来，我市以现代农业综
合区、主导产业示范区和特色农
业精品园为着力点，以培塑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抓手，以创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为契机，
通过品牌营销、宣传推介、农超
对接、定点配送等，实现园区与
品牌的合理布局，有效延伸园区
产业链，使现代农业园区成为从
农产品生产到品牌整合扩展的优
势区域，着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的区域品牌。象山推行“公用品
牌+产业联盟+企业+基地”运作
模式，实现品牌、标准、标识、
价格、宣传、销售“六统一”，成
功打响“象山柑橘”“象山梭子
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象山
梭子蟹”品牌评估价值 18.53 亿
元。象山红美人柑橘荣获“浙江
省十佳柑橘”称号，并被列入国
家名特优农产品目录。如今，红
美人和梭子蟹消费市场从长三角
地区向“一带一路”各个城市延
伸。

我市搭建各种平台，组织农
业品牌生产企业参加全国绿色食
品博览会、有机食品博览会等国
内及境外农业会展，推介发布我
市名牌农业、优质农产品和特色
农产品，提高农业品牌知名度及
市场竞争力。同时，建立品牌建

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以公益性
科技服务为主体，社会中介服务
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服务
体系。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市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中，经国家
认定的农业品牌为 41 件，经浙江
省认定的农业品牌为132件，经宁
波市认定的农业品牌为169件，全
市共有三品一标农产品 1505 个，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1337 个，绿色
食品155个，中绿华夏认证的有机
农产品3个，农业农村部登记的农
产品地理标志 10 个，主要食用农
产品中“三品”比例达到58.8%。

我市还借力互联网，延长农
产品销售半径，鼓励企业“走出
去”开设营销窗口，搭建营销平
台，扩大市场辐射面。同时探索
发展方便、快捷、新兴的市场流
通形式，搭建品牌农产品营销网
络。为提升“鄞州雪菜”品牌影响
力，鄞州区在建设雪菜博物馆、连
续举办雪菜文化节的基础上，去年
推出了“鄞州雪菜”首届网络美食
文化节，获得50余万名网友点赞，1
小时售出两万多包雪菜。

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品牌

是农产品的通行证，也是农业发
展的地标式标志。培塑和发展农
业品牌既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
率和提升附加值的需要，也是提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形
式，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方向。因此，我们既要创品牌，
更要护品牌。下步，我市将积极
实施“质优宁波”“质量强市”战

略，实现质量强农、品牌兴农。
按 照 “ 优 品 种 、 提 品 质 、 创 品
牌、提品位”的方针，完善政府
配套、强化科技支持、实施市场
驱动、推进产业孵化等措施，全
力 打 造 我 市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打响一批叫得响、过得硬、
拿得出的名特优品牌，使“宁波
味道”享誉国内外市场。

品牌培塑 让“宁波味道”香飘海内外
——绿色都市农业强市建设之品牌篇

与曙“黔行”，一片深情跨越两千公里
——海曙区对口帮扶黔西南贞丰县精准脱贫纪实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周唯轶

捐资捐物、认领深度贫困村
微心愿、全民总动员……10 月
15日，在我国第五个扶贫日到来
之际，一场“‘益’起来，与曙

‘黔行’”海曙区 2018年全国扶
贫日主题活动举行，来自海曙区
企业、机关等单位的志愿者、市
民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共募集善

款 400余万元，助力海曙推进对
口帮扶黔西南贞丰县、对口协作
义龙新区工作。

成立由区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的区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多
次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
会议和双方高层联席会议进行专
题研究，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带队实地考察调研，编制完成
《海曙区三年对口帮扶协作规划
（2018- 2020） 》 等 4 个 政 策 文
件，全年安排财政帮扶资金4000
万元、另行捐赠300万元……今年
以来，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要求，海曙区在政策支持、人才
支援、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

作、社会合力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卓
有成效的交流合作。

海曙区，东海之滨文化经济
强区；贞丰县，黔西南经济贫困
山城。这两个分别位于祖国东西
部、相距2000余公里的地区，因
为对口扶贫、携手合作，演绎了
跨越两千多公里的浓浓山海情。

脱贫攻坚，产业当先。2018
年年初，海曙区与贞丰县签订对口
帮扶协议，涉及对口帮扶项目 9
个，9 月新安排帮扶项目 6 个，15
个项目将带动 2800余户 1.1万人增
收脱贫。“针对贞丰现状，我们选
准优势产业，坚持以产业链打造扶
贫链，形成脱贫攻坚产业支撑，提
升帮扶效益。”海曙区经合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如今，9 个项目建设正在顺利

推进中，6个后续项目已通过项目
评审组织实施。

在贞丰县鲁容乡百香果科技示
范园里，百香果在秋阳中硕果累
累。今年海曙区出资 560万元专项
用于鲁容乡百香果科技示范园产业
配套基础设施 （深加工厂房） 建
设，发展百香果种植 700亩，该项
目预计 11 月完工，将带动鲁容乡
1332户5680余人增收脱贫。

在贞丰县者相镇这艾村花木基

地，海曙区总投资 150万元新建的
1000 立方米冷库工程建设正酣，
预计在年底前完成。“有了冷库，
能解决花卉销售中周转、存放的难
题，每年能解决 20 人就业，参与
分选鲜花分级，至少减少损耗 4万
元。”基地负责人朱林开心地表
示，每年的 8万元租金还可壮大这
艾村集体经济。

在贞丰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的安置点之一的者相镇土布小
镇，海曙区投入帮扶资金620万元新
建的一栋局部三层3875平方米纺织
刺绣坊工程预计明年4月建成，将带
动更多布依族女工脱贫致富。

而总投资 800万元的芒果科技
示 范 园 项 目 ， 将 种 植 芒 果 1000
亩；沙坪镇“三变”探索 （豪猪养
殖） 项目，将海曙对口帮扶资金
320 万 元 量 化 到 8 个 村 320 户 村
民；小屯镇纳秧村食用菌基地项目
总投资600万元，已基本完成20个
大棚和配套道路建设工程、白层镇
花椒产业园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
及“三变”改革项目、花椒产业园
及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基地项目，
总投资355万元，预计12月底前完
成；龙场恒盛电子加工厂残疾人创
业就业示范基地项目，可安置贫困
人口31人，21名残疾人。

九个项目 打造脱贫攻坚产业链

“富口袋”不如“富脑袋”，扶
贫当先扶智。海曙区强化智力支
援，加大人才支持，为贞丰不断注
入脱贫致富的“源头活水”。

根据市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
海曙区选派了 1 名正处级干部和 1
名科级干部，赴贞丰县开展为期三
年的挂职。

海曙6所学校与贞丰县6所学校
结对，选派3名教师在贞丰县当地学校
开展为期一年的指导交流。7月，海曙

区9名教育名师对贞丰6所结对学校
进行教师轮训，完成了名师送教培训。

海曙第二医院等 5家医疗机构
与贞丰县 4家医疗机构结对，已派
出 2名医生赴贞丰县开展人才支援
和交流，同时选派 8名医生开展短
期义诊活动。

跨越输送帮扶的还有海曙人社
部门输送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和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等千人培训和
高层次专技人员。

9月 13日，首期为期 10天的 4
个技能扶贫班开班，为 160 名贞丰
县贫困劳动力提供市场需求大、就
业能力强的缝纫工、育婴师培训，共
开展8期培训，培训400余人。

10 月 12 日，海曙区人社局选
派 8名医疗、教育等领域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前往贞丰县，开展 1至
12个月不等的对口扶贫帮扶工作。

打 出 “ 实 训 + 孵 化 + 人 才 对
接”组合拳的同时，海曙人社部门
还当起了“红娘”，提供 2345个岗
位，举办三场招聘会，为海曙区企
业和贞丰贫困劳动力牵线搭桥。其
中，9 月 17、18 日，海曙 14 家企

业提供 1600 余个岗位，分赴贞丰
县、义龙新区举行招聘会，最高月
薪 1 万元的优厚待遇，当场让 150
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经济发达的海曙送来了培训
和招聘，为我们撑起了未来生活的
一片晴空。”贞丰县者相镇居民向
成凱曾在北仑打工，没想到回乡后
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宁波海曙的一片
浓情，非常感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智
力扶贫让‘输血式扶贫’向‘造血
式扶贫’转变，也让海曙扶贫更精
准更高效。”海曙区经合局有关负
责人深有感触。

智力支援 按下扶贫攻坚快进键

海曙社会各界也各尽其力、形
成合力，跑出扶贫攻坚加速度。

目前，海曙在全市率先完成
“乡镇街道结对、村企结对全覆
盖”的三年任务。海曙 29 家企业
与贞丰县 29 个深度贫困村结对，
每家企业连续 3 年每年出资 10 万
元。

企业的扶贫力量没有缺席。今
年海曙引导 4 家企业到贞丰投资，
目前已到位资金1.25亿元。

海曙区旅游局与贞丰县旅发
委、浙江飞扬旅游集团与贞丰神奇
山水旅行社分别签订合作协议。义
龙新区楼纳村的“万村整治、千村
示范”、3A级景区村庄建设方案已
初步制定，计划3年内投资2500万
元，力争建设成为“宁波到黔西南
旅游最佳目的地”。

作为海曙—贞丰旅游战略合作
协议中的活动，今年暑假，30 余
名贞丰青少年和“小候鸟”们受邀
到宁波“看山看海”，感受宁波城
市魅力；而 150批次海曙工会疗养
团，则奔赴黔西南，感受贞丰县和
义龙新区纯净山水的美丽。

同时，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源源
不断涌向帮扶地。

8月25日，海曙团区委联合区
青年联合会、区慈善总会、区少工
委、区农办、区农林水利局等，举
办 “ 携 手 向 ‘ 黔 ’， 大 爱 如

‘海’”爱心义卖活动，共募得善
款36万余元，对口支援黔西南200
名小学阶段贫困家庭学子的营养晚
餐。

9 月底，海曙区女企业家协会
会员短短 8小时，将贞丰县第七小

学 700 名小学生 700 套冬被认捐一
空，金额超过15.7万元。

截至目前，海曙社会力量慈善
捐助有 986 万元，而海曙区出资

100 万元在历史文化街区南塘老街
开设的“贞丰一品”店，近日也试
营业，让宁波市民与贞丰县 （义龙
新区） 农产品“亲密接触”。

社会合力 跑出扶贫攻坚加速度

除了积极实施对口黔西南贞
丰县扶贫工作，海曙区还深入开
展与丽水市庆元县的“山海协
作”工作。

目前，海曙已成立由区委主
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区山海协作
工作领导小组。

10 月 9 日至 10 日，海曙区
党政代表团赴丽水市庆元县考
察，对接交流“山海协作”工
作，明确两地拓展丰富合作内
涵，助推乡村振兴，推进产业合
作，开展结对帮扶等。

目前，根据全市统一部署，
海曙已安排 2 名干部、2 名医生
赴庆元县挂职交流；2018 年援
助庆元县资金 100万元，并已于
今年 8月拨付到位。同时，两地
已签署规划建设“飞地”产业园
合作协议，两地教育、卫计部门
也分别签署了教育、医疗卫生方
面的山海协作结对共建协议。

截至目前，海曙企业还在丽
水、衢州投资 4 个产业合作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1.5亿元。

（陈朝霞）

海曙深入开展“山海协作”工程

贞丰县土布小镇工匠坊贞丰县土布小镇工匠坊 （（周唯轶周唯轶 摄摄））

海曙区人海曙区人
社局对贞丰县社局对贞丰县
缝纫工开展技缝纫工开展技
能培训能培训

我市农业企业参加农产品展我市农业企业参加农产品展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海 曙 区 扶 持 项 目海 曙 区 扶 持 项 目 ：：
贞丰县这艾村花木基地贞丰县这艾村花木基地

（（周唯轶周唯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