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成功试养 500羽象山
大白鹅鹅苗的基础上，今年 5 月
20 日，延边州龙井市老头沟镇铜
佛村养殖户又迎来了2000羽象山
大白鹅鹅苗。预计今年年底，龙井
市将形成上万羽的大白鹅养殖规
模，1800余户贫困户将受益增收。

据悉，“象山白鹅”养殖项
目是2019年龙井市东西部扶贫协
作 9 个援建项目之一，今年宁波

（象山）安排帮扶资金600万元，建
设鹅舍及附属配套设施。该项目
建成后，最终可形成3万羽的养殖
规模，年生产苗鹅60万羽。

象山白鹅成为
东西部扶贫
“美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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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象山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通讯员 董 路

象山是浙东白鹅这一国内著
名地方良种的原产地。2002 年，
该县将象山白鹅列入“7＋1”农
业龙型产业，逐步形成了种鹅种
苗生产、肉鹅饲养和鹅产品加工
的产业体系。目前，象山白鹅已
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
录、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保
护产品。

去 年 ， 象 山 白 鹅 种 鹅 存 栏
25.7 万羽，生产苗鹅 500 余万羽，
加工鹅产品 750 吨，实现总产值
2.78 亿元，成为半岛优势农业产
业。

科技养鹅，效率效益步步高

象山文杰大白鹅养殖公司是
省内最大的种鹅生产企业，承担
了象山一半以上种鹅场的苗鹅孵
化 、 销 售 工 作 。 52 岁 的 “ 掌 门
人”陈文杰是一名“鹅二代”，养
鹅已经 35年。目前，他养了 20多
万羽白鹅，去年产值达6000万元。

“老一辈是传统养鹅，我们则
是科技养鹅。”陈文杰带笔者参观
了他的孵化基地。只见一台台水
禽孵化机全智能显示控制系统上
显 示 着 当 前 机 器 内 的 温 度 和 湿
度，“只要在系统上设定好，孵化
机早、中、晚会自动调整温度、
湿度。”

陈文杰告诉笔者，以前用木
箱人工手动孵化苗鹅，一个木箱
在 30 天周期内只能孵化 3000 枚鹅
蛋。3 年前，他投资 800 万元建立
孵化基地，购买了 80 多台水禽孵
化机，进行规模化孵化，“一台孵
化机一个周期可孵化1万枚蛋，不
但节省了人工，孵化效率也大大
提高。”

象山白鹅繁殖期一般是从每
年 9月到次年 5月，夏季没鹅一直
是短板。随着反季节繁殖技术的
成功探索，象山白鹅三伏天也能
产蛋。

“我从2012年开始试验白鹅反
季节繁殖，失败了很多次，直到
去年终于取得成功。”陈文杰说，
白鹅要在一个“小黑屋”里进行
反季节繁殖，严格控光。屋内安
装 风 帘 式 空 调 ， 将 温 度 控 制 在
30℃以内。此外，还需增加营养
餐……“预计明年可产出3万羽反
季节种鹅。”他兴奋地说。

笔者了解到，早在 2011 年，
省农科院、象山县浙东白鹅研究
所和华大基因研究院共同主持完
成了象山白鹅全基因组序列图谱
绘制。这是世界上首个鹅全基因
组序列图谱，提升了半岛在鹅遗

传育种等方面的科研水平和创新
能力。

科技产生效益。目前，象山
白鹅苗鹅热销宁波、舟山、杭州
及海南、广东、福建、江苏等省
内外，供不应求。苗鹅年平均价
格在28元/羽左右，每羽种鹅饲养
效益 80 元至 200 元不等，种鹅饲
养已创30年不亏纪录。

绿色突围，转型升级生态优

全省“五水共治”的推进、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开展，
倒逼象山白鹅养殖革旧图新。

“传统水禽养殖必须饲养在河
道、池塘、水库中，对水环境污
染较严重。”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
陈淑芳介绍，为解决白鹅养殖与环
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县里创新开展
白鹅上岸“水禽岸养”模式，并取
得成功。

所谓“水禽岸养”，就是将白
鹅、鸭子等水禽“乔迁”到陆地，
利用人工小水池为水禽提供饮水及
梳理羽毛等用水，并通过建立粪污
处理系统净化水质，实现循环利
用。

海风吹拂树梢，伴随着“嘎
嘎嘎”的大白鹅叫声，笔者走进
了位于墙头镇舫前村的清波鹅业养
殖场。白鹅在圈内悠闲散步，时而
探头到人造蓄水池里喝水，现场干
净整洁，鲜有刺鼻气味，与以前粪
污满地的传统养鹅场景有天壤之
别。

“污水处理是养鹅的一大难
点。”清波鹅业负责人吴存吉告诉
笔者，2016年他新建了这个120亩
养殖场，特地花200万元购置了一
套工业化污水处理设备。“设备将
白鹅排泄的粪污分离后，经过多
次净化处理成净水。”吴存吉说，
他和周边农户签订了协议，将水
用于灌溉附近300亩柑橘林，从而
达到生态循环的目的。

既 上 岸 ， 又 下 海 ！ 吴 存 吉
说，除“水禽岸养”外，他们还
在县畜牧兽医总站技术人员指导
下进行“海水养鹅”，按照绿色畜
牧业创建要求，开展技术试验示
范推广，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

绿色、生态，如今已成为象
山白鹅产业的共识。东陈乡分管
农业的副乡长龚辉介绍，乡里准

备打造一个300亩的果树和白鹅种
养殖生态农业基地，“除养殖污水
净化后用于灌溉外，鹅粪也将处
理成有机肥给果树施用。”

“水禽岸养”“海水养鹅”等
生态模式，不仅使养殖环境得到
改善，水源水质变清，更让白鹅
的成活率、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得到明显提高。笔者从县农业农
村局了解到，目前象山白鹅种鹅
岸养已达到 100%，可分别提高成
活 率 5% 、 产 蛋 率 2% 、 孵 化 率
0.8%。经测算，岸养 1000 只白鹅
种鹅比传统养殖方式增加经济收
益3万元左右。

文化搭台，拓展产业业态新

如何拉长产业链，进一步提
升产业档次和附加值，是农业领
域共同聚焦的一个话题。象山以
白鹅文化“搭台唱戏”，努力寻找
这个话题的最佳“答案”。

“象山与白鹅关联的民俗文化
十 分 丰 富 。 像 ‘ 童 子 驱 鹅 女 侍
羊’这句流传千年的象山民谣，
就见证了半岛养鹅的历史。”象山
民俗文化专家卢圣贵说，白鹅是

“一夫一妻制”，代表忠贞，所以
每逢端午佳节，象山白鹅是女婿
挑“端午担”送给丈母娘必不可
少的礼物，以示一辈子对妻子忠
诚。此外，象山百姓用熟鹅头为
婴孩开荤，以象山白鹅特有的高
额瘤，象征婴孩学走路时不怕碰
跌，更寓意孩子成长中像鹅一样
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做人。

以白鹅文化为依托，一系列
与鹅有关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
鹅蛋壳作画、彩线编蛋篓、制作
鹅风筝……6月上旬，象山一场白
鹅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的眼球。“没想到大白鹅能衍生出
这 么 丰 富 的 产 品 ， 令 人 大 开 眼
界。”北京游客张女士点赞之余，
买了几个蛋壳画和蛋篓。

卢圣贵告诉笔者，他们还开
发出鹅毛扇、鹅毛球、鹅香包以
及以白鹅为题材的象山窑、麦秸
画、粮食画等工艺品，平时在象
山影视城非遗百工坊销售，“今年
4月底，我们带着这些工艺品参加
了 中 国 （义 乌） 文 化 产 品 交 易
会，广受好评。尤其是既可当装
饰又可搁笔的白鹅造型象山窑，
备受顾客青睐。”他说，下一步准
备开发鹅蛋雕。

以文化节庆为媒，更让象山
白鹅美名远播。从 2009 年至今，
象山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
形式，成功举办了七届象山白鹅
节。节庆中，鹅王擂台赛、《白鹅
故事文集》 编印、白鹅动漫制作
等活动，多层次提升了象山白鹅
品 牌 和 知 名 度 。 特 别 是 “ 全 鹅
宴”，“白雪红梅”“凤凰涅槃”等
一道道“鹅主题”菜品，让吃客
们从“舌尖”上领略了象山白鹅
文化。

为扩大白鹅文化影响，建设
美丽生态鹅场，象山还邀请了东
南大学设计师入场入户对鹅场进
行规划设计，通过统一布局，改
造鹅场门面，打造景观园林，融
入白鹅文化元素等手段，以“绿
色健康”“浪漫忠贞”“勇敢无
畏 ” 等 鲜 活 主 题 打 造 鹅 文 化 基
地。“目前，我们已打造完成文
杰 、 清 波 、 纪 会 三 家 鹅 文 化 基
地。”陈淑芳说。

当 鹅 文 化 基 地 遇 上 休 闲 旅
游，象山白鹅产业又有了新的探索
方向。“目前，东陈的文杰基地已
分批向中小学生开放科普研学，
比如让孩子观察小鹅孵化、体验
蛋壳画等。定塘的纪会基地周边
自然环境好，还有红美人采摘基
地，可以‘抱团’发展观光体验
游……”陈淑芳告诉笔者，县里
还将在涂茨镇打造一个占地120亩
左右、集产学研游于一体的综合
性 鹅 场 ， 发 展 休 闲 畜 牧 业 。 目
前，该项目已进入设计阶段。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刘智超 王思远

“繁景花园树木茂盛影响采
光，树叶掉落堵塞小区楼房的天
沟、地漏”“丽晶国际电梯过道、
消防通道杂物堆积，存在安全隐
患”……日前，文教街道针对各

小区居民反映强烈、影响环境品
质的“顽固”问题，向物业开出

“整改单”。
各小区累计启动整治项目 21

个，共整治 859 个楼道，清理建筑
垃圾、杂物垃圾280余吨，修剪树木
100 余株，整改毁绿占绿 76 处……
此次整治反应快、力度大、范围广，

居民们纷纷拍手称赞。
本月，文教街道建立“三张

整改单”常态督促机制，牵头召
集街道干部、辖区物业公司、城
管等职能部门，推动各社区开展

“除积弊，拔钉子”行动。据悉，
“三张整改单”分别为“物业整改
单”“业主整改单”“十小店面整
改单”。

“ 街 道 通 过 这 ‘ 三 张 整 改
单’，破解了辖区重点点位、重点
环节、重点领域的 环 境 面 貌 顽
疾、痼疾。”文教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我们就是要多在
这种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把城区
环境品质提升做得更深入。”据
了 解 ， 文 教 街 道 以 “ 三 张 整 改

单”机制为代表，还建立了“日
巡 查 、 周 通 报 、 月 点 评 、 季 亮
绩”等长效机制，设立物业“红
黑榜”、建立督导考核奖惩激励
制度，多方面促动街道和居委会
干部、物业企业不等不靠、苦干
实干。此外，街道每个小区都成
立了环境保障小组，通过网格长
包片巡查、物业即时处理反馈、
联系领导一线督导、社区干部深
入宣传发动，确保环境整治取得
长效实效。

依 靠 一 系 列 长 效 机 制 的 支
撑，文教街道以文明城市创建为
重要抓手，在推进“五整顿两提
升”行动的基础上，实施了街道
文明提升“十大行动”，包括环小

区 综 合 改 造 、 停 车 秩 序 引 导 规
范、垃圾分类扩面提质、党群义
工助力文明等。值得一提的是，
街道在行动中充分运用民主议事
协 商 载 体 ， 建 立 居 委 会 、 业 委
会、物业公司、相关职能部门等
多方参与、多维联动的模式，最
大程度调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办好文明停车、文明养犬、物业
管理等诸多“家事”“实事”。“建
立‘三张整改单’等长效机制，
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变化，还
有群众文明意识的提升、党员干
部作风的转变，只有常抓不懈、
持之以恒，才能为文明创建注入
持久动力，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王谢雪

“多亏社区多方协调，楼下商家
做了整改，将面向路口的厨房移到
室内，并新安装了油烟处理机，新
设了污水收集装置，困扰居民3年的
油烟、噪声污染等问题得到改观，
下一步请社区和相关部门继续监
督，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问
题。”日前，家住海曙区南门街道马
园社区柳汀新村的居民叶阿姨专程
来到社区，向社区党委书记胡微微
表示感谢。

由于历史原因，柳汀新村部分
居民住宅楼一层为商业经营用房，
其 中 24-1 号 一 楼 有 衢 州 农 家 菜
馆 、 理 发 店 和 百 货 超 市 三 家 店
铺，叶阿姨口中的“老大难”问
题始于 2006 年 10 月衢州农家菜馆
开业后。

“该店经营过程中带来的油烟、
噪声、环境卫生等问题严重困扰周
边居民。”叶阿姨说，此前，市场监
管、城管等部门曾介入，虽然在短
时内收到一定效果，但是不久问题

“返潮”，商居矛盾日益突出。
如何破解这一棘手难题？今年5

月初，马园社区尝试运用“两说一
督”模式，多方沟通解决。“无论如
何，还是需要各方坐下来，聚焦问
题、理清思路、逐一突破。”胡微微
表示。

第一步，通过“居民说事”展
开问题。店铺代表和楼道居民等 40
余人次进行3次沟通，将存在的矛盾
一一进行讨论，最后双方聚焦油污
排放、污水处理、占道经营、深夜
经营、噪声污染五个问题，为接下
来解决矛盾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步，通过“企业说事”解
决问题。社区又邀请城管、市场监
管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店铺代表一
起开展讨论，三家店铺结合自身经
营存在的问题，自行提出了整改办
法。

5 月 27 日，商家签订了“整改
承诺书”，其中衢州农家菜馆同意

“安装油烟净化器，控制油烟方向；
及时清理下水道、地面油污，保持
清洁卫生；晚上 8 时 30 分之后不洗
碗，减少噪声；不在门口摆放桌椅
让顾客就餐。”超市负责人也表示

“不让顾客在超市内外喝酒打牌，提
醒顾客不要大声喧哗，避免噪声扰
民”等。

“第三步是建立监督机制，由城
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和社工及
居民组成监督小组，动态监督商家
整改情况和效果。截至目前，共计
监督 30 多人次，当场发现和解决问
题 12 个。我们还会将各家店铺的承
诺内容上墙，并公示职能部门的举
报联系方式，此举一方面让商家店
铺树立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启
监督对照机制，让各方能进行动态
监督。”胡微微表示，“两说一督”
三步走模式不回避矛盾，而是“靶
向”对焦矛盾，大家有事说事，通
过议事制度把问题矛盾摊开了，找
到解决方案，通过监督机制，规范
店铺行为，有效维护整改成果，既
保护了居民的权益，也让商家有了
合理的经营空间，从而达到商居和
谐的效果。

商居矛盾
如何解？
海曙马园社区巧

用“两说一督”三步
走模式

■延伸阅读

象山白鹅产业如何象山白鹅产业如何““叫好又叫座叫好又叫座””？？

各方通过“居民说事”解决
问题。 （陈朝霞 摄）

一只大白鹅喜迎八方来宾！6月5日，第七届象山白鹅节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上百名鹅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体验、学习领略了象山白鹅特色产业及其民俗文化

的风采。

“三张整改单”解民生顽疾
江北文教街道持续攻坚老小区环境整治

象山白鹅象山白鹅““上岸上岸””绿色转型绿色转型。。（（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蛋壳画。（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北岸琴森社区网格党员利用双休日时间清洁维护小区公共设施。
（徐欣 吴莲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