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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久雨初歇，很多市民
结伴出门赏梅。在奉化莼湖，从舍辋
至南岙的公路两边坡地上，白梅盛
开，满树繁花，像极了皑皑白雪，吸引
大批摄影爱好者采风拍摄。

与溪口新建村、北仑九峰山这些
已为人熟知的“网红”赏梅地不同的
是，莼湖的梅花以白梅为主，间杂着
红梅，暗香浮动，别有意境。镇政府工
作人员说，莼湖的白梅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这里是“中国青梅之乡”，种植
了数百亩的青梅，分布于全镇各处，
大的梅园面积有二三十亩，老的梅树
已逾百年。

红梅只可观赏，而在莼湖，绽放
白花的青梅，既是美丽的景观，又是
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果树。在中国历
史上，有关青梅的文学记述很多，从

《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
“望梅止渴”，到李白的名句“郎骑竹马
来，绕床弄青梅”、曾己的诗句“梅子黄
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小小
的青梅，承载中国人数千年的情感。据
记载，莼湖种植青梅的历史有数百年，
特别是最近这二三十年，随着青梅深
加工产业的发展，这颗不起眼的果子，
成了农户的“致富果”，也让莼湖赢得

“青梅之乡”的美誉。
春节过后，位于莼湖的奉化明光

食品有限公司又投入紧张的生产中。
工人们将去核的青梅肉筛选后，分类
进行盐渍加工。“明光”是国内青梅加
工的骨干企业，每年要“吃”掉 2000
多吨青梅鲜果，加工成青梅蜜饯、调
味梅等各种休闲食品，主要出口日
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公司董事
长谢海明介绍，青梅加工在莼湖有

20 多年历史，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
的块状经济。目前全镇有青梅加工企
业 17家，每年加工的青梅在 1.7万吨
左右，其中产自莼湖本地的约 5000
吨，其余部分来自本省的嵊州、上虞
以及长兴等地。

每年五六月份，青梅进入采收
期。青梅是一种颇为神奇的果子，生、
熟皆可用。比如五六分熟的可加工做
成蜜饯；再熟一点的，可做成青梅酒、
干湿梅、梅醋；完全成熟的青梅，除了
当鲜果食用，还能做成青梅酱、咸梅
干等。舍辋村的农户介绍，近年来，青
梅鲜果收购价在每公斤五六元，一株
青梅树可采果 50 公斤，与种水蜜桃
的收益差不多，是一项不错的副业。
据初步统计，莼湖农户仅销售青梅鲜
果，每年就有近3000万元的收入。

在日本，青梅是很受欢迎的一种
果子，并被开发出梅丹、梅膏、青梅
粉等多种保健食品，如提炼 1 公斤
的青梅原液，就要消耗 40 公斤鲜
果，市场潜力巨大。谢海明说，“提
升青梅产业集聚度，打响莼湖‘中
国青梅之乡’的品牌，应该能创造
出更大的价值。”近年来，莼湖的梅
果加工企业在通过“机器换人”提
升效率、品质的同时，也加大了国
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像明光食品就
研发出“味中味”系列的多样青梅
产品，市场反响不错。“市面上的青
梅酒，基本来自日本、韩国，而原
料多来自中国。如果能把这块市场
开发出来，对青梅种植和加工发展
大有好处。”谢海明说。

奉化莼湖:一颗青梅富民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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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结束，位于海曙区
古林镇的郭夏果业专业合作社每
天外运的优质草莓供不应求，卖
了 10 多年瓜果的合作社负责人夏
安琴说，“我们的草莓安全优质有
保障，合作伙伴都信任。”夏安琴
的底气，除了来自精耕细作，还
得益于一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消费者扫一扫二
维码就会知道是我家的草莓，让
人很放心。”夏安琴说。

市场主体和监管信息多而复
杂，一直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应对的一大难题。从 2017 年底开
始，海曙区便开启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经过
一年多的全链式打造，海曙区成

功 建 成
省级农产
品 质 量 安

全可追溯体
系 。 截 至 目

前 ， 已 有 25 家
区级以上三类农业

主体与 51 家扩面主体完
成了追溯体系建设任务，346家规
模生产主体信息全部入库，实现
了规模主体入库全覆盖。

被农业农村部确认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的白鹭源生态农场，一
年四季有当季农产品热销。“我
们已经全部实现了标准化种植和
订单化生产，每天给会员送货到
家。”农场负责人说，农场建立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打 响 了 绿 色 品 牌 ， 依 靠 订 单 销
售、电商销售等方式，农产品销
售额每年递增。如今，农场还在
市区开了生态餐厅，实现了生态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质量追
踪”。

让农产品来有影去有踪，科
技手段必不可少。“以监管系统为
平台，通过凭证入市，我们对农
产品可做到全程跟踪。”海曙区农
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

有关负责人表示，从种养到交易
再到追溯，监管系统带来的数据
化、智慧化管理，实现了产前、
产中、产后的全程监控，让农产
品买卖放心，吃得更放心。

作为全省猪肉质量安全可追
溯体系的重要组成一环，方兴食
品有限公司的猪肉产销来源一票
可 查 ， 提 升 了 “ 放 心 肉 ” 含 金
量。每位前来公司屠宰生猪的经
营户和前来进货的猪肉批发商都
拥有一张 IC 卡，产销双方实名登
记，并输入产销来源信息和猪肉
质量检测信息，凭 IC 卡交易。一
旦市场上的猪肉发生质量问题，
可迅速凭 IC 卡追查到生猪经营
户，立即作出相应处理。

类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
监管能力正成为主流。据悉，海
曙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系统的生产主体已完成了二维码
打印机安装、农业生产主体基本
信息录入与追溯二维码、合格证
的试用；各涉农乡镇速测设备也
完成更新与检测数据上传。为与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可 追 溯 体 系 接
轨，海曙区还大力推行农资销售
实名制，构建农药、种子等投入
品的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

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的农资
销售可追溯体系。

制定农业地方标准，提高生
产标准化水平的“创牌子”方式
也保障可追溯产品的质量，提高
产 品 的 附 加 值 。 数 据 显 示 ， 去
年，海曙区 11 家申请主体申报无
公害农产品的认定，申报绿色食
品产品标志许可 3 个。全区累计
拥有无公害农产品认定企业 75
家，产品 79 个，产地面积达 12.5
万亩。主要食用农产品中，“三
品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 绿 色 食
品 、 有 机 农 产 品 ） 占 比 为
61.35%。此外，在去年的地方标
准制订工作中，已有农业相关地
方标准 20 个，全区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率达到64%。

同时，海曙由区农产品质量
监测站、镇乡 （街道） 农业检测
点、企业检测点构成的农产品三
级检测体系也有效保障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目前，海曙区已出台
了 《海曙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以试点开
路 ， 逐 步 向 全 区 推 广 ， 争 取 到
2020 年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
农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覆盖率达到
100％。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胡孙婕 蔡梦珠

2 月 17 日上午，鄞州区首南
街道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宁波精华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现车
间内节能注塑机已代替了常规注
塑 机 ， 耗 电 量 由 此 下 降 40% 左
右。“这都得益于街道的‘三进’
工作。”公司负责人康晴说。自去
年街道开展“三进”活动以来，
一 直 与 辖 区 企 业 保 持 着 密 切 联
系。在走访过程中，街道主动了
解企业在当前阶段的项目规划、
融资等情况，针对技改投入、信
息化改造等不同方面的难题，帮
助企业对接精细化的配套政策补
贴，让政策红利成为助推企业发
展的新动力。

随着科技型企业对人才的要
求越来越高，“招工难”成为科技
型 企 业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瓶 颈 。 同
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政策
解读、工程建设、项目验收，到
员工孩子就学等问题，都需要相
关政府部门帮扶解决。为此，首
南街道以“三进”活动为抓手，
着力做好服务企业、人才、重点
项目等三方面工作。

“服务企业，就要像绣花一样
精细。”首南街道经济科工作人员
励 勇 介 绍 ， 从 一 家 企 业 注 册 开
始，到之后的土地建设、政策享
受 、 周 边 关 系 处 理 、 税 务 、 环

保、国土验收、用工情况等，街
道都实现了全程跟踪、服务。

宁波计氏新材料有限公司，
就 是 一 家 由 首 南 街 道 全 程 “ 助
跑”的企业。去年，得知该企业
在智能化车间改造和项目扶持政
策落实等方面遇到了难题，街道
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寻找第三方机
构，为其提供智能化车间解决方
案，并为其申报智能制造技改扶
持项目提供意见指导，使其在最
短时间内上马自动化生产线，目

前该企业的产品已运用到国内知
名的高铁、风电等项目中。

针对“招工难”问题，首南
街道利用周边高校、鄞州信息科技
孵化园等资源，积极帮助用人企业
对接区人社局，深入了解人才政
策，并赴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等外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会，
对高校人才进行针对性的招聘。去
年，街道引进高素质人才 54 名，总
量名列全区第一；入选区“创业鄞
州·精英引领”项目计划 4 人、市

3315 资本引才计划团队 4 个，居全
区前茅。街道还全力推进都市工业
园区员工公寓建设，为来首南工作
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高性价比的
住宿环境。

“对于重点项目，街道倾尽所
能予以支持。”首南街道经济发展
办副主任楼浩峰介绍，去年，首南
街道共有 7 个项目入选区重点项
目。对此，街道制定了专人专组联
系制，通过专人主动定期走访，发
现问题，汇总表格，统一协商，进而
使服务项目顺利推进。其中，在街
道对宁波龙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的定期走访中，了解到其在外资合
作项目方面遭遇瓶颈，便立即开展
对龙泰医疗的帮助，从立项开始，
全程跟踪，为其提供从办理施工许
可证直到项目竣工的全程服务，帮
助他们对接国土规划、城管等部门
以及周边村等，解决其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各项难题。

在“三进”活动中，首南街道已
走访辖区内企业 200 余家次，解决
问题50余个。目前，街道结合“三个
年活动”“七大行动计划”，每周进
行一次集中协商会议，各部门一
同沟通，合力做好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的“护航者”。

首南：服务企业下足“绣花功夫”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卓 璇 张 燕

近日，江北区庄桥街道辖区内
的宁波联合蓝光科技有限公司在甬
股交挂牌，并成功融资 300 万元，
为公司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正是借助庄桥街道组织的科技
型企业甬股交挂牌业务培训这一契
机，“联合蓝光”与其他几家科技型
企业一同探讨经济转型升级大势下
推动转型的必由之路。企业家纷纷
表示，当前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支
持力度在不断加大，甬股交新三板
已成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助
力。为此，庄桥街道特地为辖区企
业对接甬股交和区金融办，最终成
功打开了企业融资的新大门，为企
业发展翻开了新篇章。

中小企业在庄桥街道经济发展
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宏观经济
提档升级，以及传统产业模式不断
变化，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尤为迫
切。如何加强金融服务，助力中小
企业做大做强，一直是庄桥街道领
导心头的大事。为此，街道从金融
服务、政策宣传、补助推送等方面
入手，多措并举，助力企业成长。

据了解，庄桥街道落实专岗专
员，定期走访排摸企业投融资需求
和所面临的困难。“有时，我们会携
手银行或证券机构有关人员一起上
门走访企业。他们比较专业，很多
政策趋势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会更加
清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底，中国农业银行庄桥支行针对中
小企业融资，推出贷款利率优惠政
策，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街道得

知信息后，及时向有需求的企业传
递消息，最终“陆辰包装”“天宸石
材”等 4 家中小企业通过申请，共
融资 2650 万元。今年初，另外 4 家
企业的融资申请正在审批，预计放
贷 3000万元以上。2018年市区信用
联 社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同 比 增 长 近
30%，其庄桥分支机构更是积极完
善多元金融产品体系。江北一器材
厂急需贷款，市区信用联社主动上
门为企业提供了月利率仅 5.4‰的
200 万元贷款。仅这一笔贷款，企
业每年就能节省 23 万元的利息支
出。

政策信息不对称，也是困扰中
小企业的难题。为此，街道通过开
展各类培训讲座，打通政策消息闭
塞的道路。每月一次的会计培训会
议、专门邀请税务人员给企业讲解
新政策、各类金融部门牵头的讲座
……通过多种途径，将更多利好政
策带给企业。在去年底举行的最新
金融政策培训研讨会上，街道特地
邀请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的专家给
辖区企业讲解最新的经济形势、金
融政策、货币政策，并对近期外汇
市场进行分析，受到企业负责人欢
迎。“有街道作为桥梁，我们获取信
息的渠道更多样化。”在场的一位企
业负责人表示。

从金融服务到培训指导，从政
策对接再到资本对接。去年一年，
庄桥街道就有 4 家企业在甬股交挂
牌融资。“帮助中小企业又快又稳地
发展，金融服务是其中重要的一
环。同时，还要在企业招商、注
册、环保、税务等多方面给企业提
供帮助。”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北庄桥：
加强金融服务助力民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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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
从源头上控制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白鹭源生态农场。（陈朝霞 摄）
◀草莓大棚。

街道干部走访中海学仕里项目。（朱军备 胡孙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