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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夏娟 亢茜

停车难、乱停车是城市管理
的一大顽疾。鄞州潘火街道将整
治辖区停车难问题作为文明城市
创建“五整顿两提升”工作的突
破口，向公共停车场存在的保洁
不及时、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开
刀”,至今辖区内5个公共停车场
实行统一管理，新增停车位 650
个。

4 月底，该街道对菜市场、
老旧小区等停车位需求量大、停
车管理难的区域进行排摸，规划
可改造利用的停车场地，让“低
效用地”变身“便民站所”。经
排查，潘火高架桥下、福明高架
桥下的公共停车位存在停车不规
范、“僵尸车”占位等现象；茶
苑小区、新佳苑小区因建成早，
停车位规划不足；临时停放时间
集中、停车秩序管理难度较大的
区域，如潘火菜场等地，常常因
居民乱停车，成为环境整治的难
点。

排摸后，街道决定将公共停
车场移交东莺物业公司统一管
理，并联合东莺物业公司对两
处桥下空间、3个小区附近的公
共停车场进行整顿，通过标识
亮显、布设监控、安装车辆识
别系统等措施，加强硬件设备
配套。同时，安排保洁人员定
时清卫，增设保安人员，加强
对车主停车引导。5个公共停车
场试行统一管理后，新增停车
位 650个。

为达到便民效果最大化，采
取了不同管理方式。附近居民集
中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放 2小
时内免费、6 小时内收费 2 元；
居民也可选择包年包月。高架桥
下公共停车场，新增的 120个停
车位，100 个已被包月。新佳苑
公共停车场在试运营阶段利用率
达到100%。

下一步，潘火街道将进一步
盘活临近居民区的征迁地块，沿
用由街道统一管理的模式，将暂
时空置的场地重新规划，预计新
增停车位600余个。

潘火街道
探索公共停车场统一管理

记 者 王 博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 磊

上周，宁波市鄞州雪菜协会
召开了一次理事例会，来自区内
主要雪菜生产加工企业的当家人
集思广益，讨论如何扮靓传统农
产品，让“鄞州雪菜”打赢“翻
身仗”。

“东乡一株菜”辉煌不再

鄞 州 自 古 就 有 “ 东 乡 一 株
菜，西乡一根草”之说，“东乡一
株菜”指的是邱隘的雪菜。据史
料记载，鄞州雪菜已有 500 余年
历史。明代鄞县诗人屠本畯曾写
道：“四明有菜名雪里蕻、头昔蓄
珍莫比雪深，诸菜冻欲死，此菜
青青蕻尤美。”

鄞州雪菜味道鲜美，可以单
独成菜，可以配海鲜、河鲜，配
各种肉类蔬菜，是名副其实的

“百搭”。宁波有句俗话叫“三日
勿吃咸菜汤，脚骨有眼酸汪汪”，
可见人们对雪菜的喜爱。鄞州也
成为“中国雪菜之乡”。

然而，在市场竞争激烈、价
格异常波动等情况下，鄞州雪菜
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在坚
守传统味道的同时，调整战略适
应市场发展，是摆在鄞州雪菜行
业面前的一个课题。

“十年前，一袋 150 克的雪菜
可以卖 1 元，现在一袋 30 克的也
是 1 元。虽然看起来克数少了，
但算上人工、食材采购、包装运
输等，雪菜很难卖上好价。”宁波
紫云堂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卢超艳说。

卢超艳所遇到的问题，其实
是整个鄞州雪菜行业所面临的难
题。记者调查了鄞州区东吴镇、
海曙区章水镇、余姚市小曹娥镇
等地的几家雪菜生产企业，发现

同样有着“卖不上价”的问题。
在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的鄞州
万达沃尔玛超市、天一广场华润
万家超市的货架上，一袋雪菜在
市场终端的售价也只有 2.5 元到 3
元。相比同品类的榨菜、甜酸荞
头，价格确实有点低。此外，由
于雪菜独特的口味，其客户群集
中在华东地区，不像乌江榨菜那
样市场遍及全国的角角落落，这
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雪菜行业
的发展。

徐海峰种植雪菜已有 20 多年
了。早些年，他种植雪菜还赚了
一些钱，而如今虽然农机水平提
高使得雪菜产量翻番，但收益没
有增加。“收购价格只有 0.3 元，
很多农民是丰产不丰收。”这几
年，他最大的感触是身边种雪菜
的人少了，愿意接班务农的年轻
人更是凤毛麟角。

记者采访中发现，除了“卖
不上价”“收购价低”等原因，城
市化进程加快也是一个因素。鄞
州雪菜种植起源于邱隘，可如
今，邱隘镇及其周边的东吴镇等
适合雪菜种植的耕地不断减少，
雪菜种植的耕地少了，意味着雪
菜加工行业的原材料少了，这也
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引入新技术传承老味道

20 世纪 90 年代初，鄞州雪菜
行业主动调整生产策略，让雪菜
从过去的走街串巷、提桶小卖，
发展到大规模生产、机器包装的
自动化时代。

位于瞻岐镇的鄞州三丰可味
食品有限公司，就是从小作坊到
生产线的典型代表。当年，该公
司兴建两个生产车间，开发了多
条酱腌雪菜的全自动生产流水
线。机器换人后，使得企业运营
成本降低，省下来的钱投到雪菜

食材的源头管控上，已经拥有无
公害原料生产基地 180 公顷，年
种植面积（复种）5000多亩。

如果说流水线作业的“初心”
是提高产量，那么，敢于向传统工
艺挑战，依托精深加工解决传统腌
制方法中的痛点问题，则是鄞州雪
菜企业在遵循百年古法保证品质
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看，这些是今年的雪菜，正
在进行腌渍，准备加工成霉干菜
出口到欧美市场。”5 月底的一
天，宁波引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在公司负责
人李竟的带领下，记者体验了一
回雪菜精深加工的过程。“传统的
雪菜制作过程只需经过简单的水
洗、腌渍、包装，由于操作环境
差，很难达到新零售环境下的产
品质量要求，全凭老师傅的‘口
感’。”

为确保每一批次雪菜及相关
制品的口感，四年前，李竟和他
的团队向雪菜生产加工行业的

“痛点”开刀，向市科技局申请立
项，破解了雪菜衍生品霉干菜精
深加工的卫生达标难题。如今，
该公司的霉干菜已取得日产 5 吨
的喜人成绩。

文化为媒拓展市场销路

这几年，以原味雪菜为基础，
鄞州区内的各雪菜生产加工企业
相继开发了笋丝雪菜、雪菜王、调
味雪菜、瓶装雪菜、罐头雪菜、霉干
菜等产品，产品口味和包装剂量日
趋丰富。

宁波紫云堂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开发的鄞州雪菜礼盒，每袋剂量
30 克，外观精美宛若文创产品。该
礼盒在南塘老街等特产店销售火
爆，成为旅游的伴手礼。

宁波引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出资打造了 3650 平方米的“鄞州

雪菜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
目的就是留住雪菜的文化记忆。
如今，鄞州雪菜博物馆已经成为
一道风景线，每周都有旅游团到
此参观，而参观之余，游客们也
会兴致勃勃选购一些正宗的雪菜
食品。

鄞州雪菜闯天下的过程中，
不仅被赋予文化内涵，还依托乡
愁文化打开了海外市场。宁波市
鄞州雪菜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鄞州雪菜的销售遍及华南、
华东、西南等地区，在各大中央
厨房和连锁餐饮店都有鄞州雪菜
的身影。这几年，通过线上销
售，鄞州雪菜走出国门，在美
国、迪拜、非洲等地均有华人、
华侨选购食用。

在众多雪菜种植、生产、销售
的从业者看来，那句“纵然金菜琅
蔬好，不及吾乡雪里蕻”或许最能
表达他们坚持做雪菜的初心。

鄞州区农林局工作人员说，实
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是雪
菜行业突围打赢翻身仗的突破口。
事实证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对
整合一个地方的品牌资源、实现
农产品溢价增值有着积极作用，
这也是国内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新
趋势。

眼下，宁波市鄞州雪菜协会
正牵头对区内的雪菜生产加工企
业试行“公司+农户+基地+标准
化管理”及“公司+合作社+成
员+标准化管理”的经营模式，对
全区范围内的 16 条酱腌菜全自动
生产流水线产品使用“鄞州雪
菜”的统一包装，实行产品协会
备案制，以确保优质优价。同
时，抓住各类农产品展销机会，
组织鄞州雪菜企业抱团走出去，
主动对接学校、餐饮连锁企业进
行供货，多渠道拓宽“鄞州雪
菜”的市场销路。

通讯员 张立 朱斌
记 者 陈朝霞

这几天，海曙渔业与农业机械
化技术管理服务站副站长王小波带
着渔业服务小分队辗转了好几个水
产养殖场，技术人员近期的工作目
标是帮助养殖场提升水环境处理能
力。“以前不少养殖场的尾水直排
入河，虽然污染不大，但残余的饲
料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王小波
说，今年争取通过水沉淀、生物净
化等技术将 6 家规模养殖场实现

“净水排放”。
王小波所在的小分队是海曙区

农业农村局 24 支党员服务小分队
的其中一支。今年以来，24 支小
分队奔波在田间地头，听民声、集
民意、办民事、解民忧，成了广大
农民朋友心中的“81890”。

“我们创新开展以‘进基层、
进田头、进农户，联农民、联农
情、联农心’为主题的‘三进三
联’党员服务活动。”海曙区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服
务更精准对口，形成农业、林业、
水利等 7大类党员服务团队，细分
成蔬菜、渔业、茶叶等 24 支党员
服务小分队，深入农业农村一线，
到所联镇村、农业基地座谈，到田
间地头和农户交流，带着技术、政
策下去，带着问题、建议上来。

发挥特长送服务深受农民欢
迎。今年伊始，茶学博士吴颖一头
扎进了全区几大茶园。“除了关注
茶叶生长情况，我今年还联合几家
茶叶生产企业，推出新包装，采用
新设计，打响海曙茶品牌。”吴
颖告诉笔者，在刚刚结束的宁波
茶博会上，海曙新推的小袋装茶
叶广受欢迎。吴颖所在的茶叶小
分队致力于助推区域公用茶叶品
牌 打 造 ， 牵 头 制 定 茶 叶 生 产 标
准，手把手指导茶企、茶农提质
增产，增收逾 200 万元。

“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我会在
第一时间拨打‘热线’寻求技术指
导。”种粮大户杨培波今年继续扩
大新品种水稻试种，其间免不了遇
到一些“疑难杂症”，有了专家热
线，他就不用担心田里的问题无法
解决。“平时，农技专家经常下田
指导，我可以提前预约，专业的技
术指导对我帮助很大。”杨培波
说，农技专家孙健还通过“田间学
校”，定期把种粮户集中起来在田
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传授先进农
技知识，场场爆满。

海曙类似的惠农助农活动还有
许多：在项目引进上牵线搭桥，农
忙季开展农资打假，帮助偏远乡镇
农民开辟办事绿色通道，给山区农
村改 （新） 建水站……

截至目前，海曙区农业农村局
线上线下汇总梳理民声民意 260余
条，协调解决民生实事 180 余件，
上门提供技术服务、授课辅导达
3000 余人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
销售等难题 1000 余个，完成“最
多 跑 一 次 ” 事 项 办 件 总 量 26 万
件，许可总量25万件。

海曙乡村

有个农民
的

“81890”

鄞州雪鄞州雪菜菜：：
如何让如何让老味道走得更远

““传统农产品的突传统农产品的突围围””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鄞 州 雪
菜、余姚榨菜、象山大
白鹅、慈城年糕等都是
宁波人喜欢的“老味
道”。但随着城市化、
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农
产品遇到前所未有的冲
击，诸如耕地减少、人
工成本增加、销售市场
萎缩、客户口味变化等
等。传统农产品如何既
能坚守“老味道”，又
能打开新的销路，经营
户如何调整产品结构和
营销对策？专家对此有
何良策？有关部门又该
如何支持引导？本版从
本期起，推出“传统农
产品的突围”系列报
道。

党员服务小分队在田间服务。
（张立 摄）

市农科院高级农艺
师任锡亮：此前，有雪
菜生产企业反映农户广
泛 种 植 的 “ 鄞 雪 18”
黄度不够，加工出来的
产品颜色偏黑，我们就
研究培育出了“甬雪 4
号 ” 和 “ 甬 雪 5 号 ”，
不仅保证了良好的黄
度，还实现了产量的翻
番。眼下，我们正在收
集各地的优良雪菜品
种，并进行选育杂交，
争取培育出更符合细分
市场需求的雪菜品种，
助力鄞州雪菜突围发
展。

雪菜流水线加工。（鄞州雪菜
博物馆供图）

可做伴手礼的鄞州雪菜礼盒可做伴手礼的鄞州雪菜礼盒。。((宁波紫云堂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宁波紫云堂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供图供图））

琳琅满目的雪菜产品。
（王博 摄）

◀高架桥下规范停放的私家车。 （亢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