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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姚 单

■先人一步，科技推
动农场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
们 农 场 就 是 依 靠 科 技 发 展 起 来
的。”望着眼前连成片的大棚，郑
荣希对笔者说。

“ 要 搞 好 种 植 ， 离 不 开 ‘ 用
心’两字，我就是喜欢琢磨农业
技术。”23 年前，初来乍到的郑荣
希下定决心要在 20 多亩地里“刨
出金子”来。他潜心研究农业科
技知识，去杭州、上海、西安等
地的科研院所请教专家，慕名前
往大型农庄“取经”。

1997 年 ， 繁 荣 示 范 场 引 进
“红小玉”小西瓜。让人意外的
是，郑荣希颠覆了附近农民对西
瓜种植的认识：西瓜挂果后，郑
荣希用网纹袋把它吊起来。“通过
拜师学艺，我发现瓜不碰地，光
照 时 间 长 ， 甜 度 自 然 就 高 ， 瓜
形、颜色也好看。当年，农场出
产的小西瓜卖到每公斤八九元，
在当时可是天价啊。”郑荣希回
忆。

繁荣示范场总是先人一步。
1997 年，附近农户还在露天

种植时，郑荣希就用毛竹搭起了
大棚；2000 年左右，郑荣希开始
在 农 场 推 行 无 公 害 种 植 ； 2012

年 ， 引 进 智 能 喷 滴 灌 控 制 系
统 、 测 土 配 方 实 验 室 等 智 能 设
备 设 施 ⋯⋯规模越来越大，科技
含量越来越高。

“2012 年 引 进 的 这 套 智 能 系
统，让农场上了一个台阶。有了
这 套 系 统 ， 能 严 格 防 控 各 类 污
染，实现精准种植。2013 年年初
投用后，100 亩试验田当年净收益
200 万 余 元 ， 亩 产 蔬 菜 9300 公
斤。”郑荣希说。

郑荣希的每次“先知先觉”，
总能让农场进一步发展壮大。

走在示范场的每个角落，都
能 感 受 到 浓 浓 的 科 技 气 息 。 去
年，示范场投资 200 多万元的农业
智能物联网系统正式投用，果蔬
大 棚 进 入 了 云 平 台 时 代 。“ 你
看 ， 大 棚 内 每 一 天 不 同 时 段 的
温 度 、 湿 度 等 信 息 都 能 显 示 ，
同 时 还 配 备 了 温 度 、 湿 度 、 土
壤 酸 碱 度 等 感 应 装 置 。 温 度 、
湿 度 、 土 壤 水 分 、 光 照 强 度 等
各 项 环 境 参 数 都 能 精 准 监 控 ，
一 旦 出 现 问 题 ， 就 会 自 动 报
警，还可以实现自动滴灌、自动
开关薄膜。”郑荣希告诉笔者，这
一套精准监控系统，能让作物始
终处于最佳生长环境中。

2018 年 6 月，繁荣示范场成
为我市首个省农科院科技示范基
地。“以前，农民种地是‘靠天吃
饭’，现在农业生产也用上了各种
高科技设备，科学种植让我收获
了丰硕果实。”郑荣希说。

■嗅觉灵敏，品种紧
跟市场需求

“种地致富，一靠科技，二要
掌握市场信息。”郑荣希深有体会
地说。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
我特。“要种，就要种与别人不一
样的。”郑荣希说，种植专业户应
该从“专”字入手，挑选培育有
市场潜力的农产品种植，产品不
能一成不变，适时改良更新品种。

“红小玉”小西瓜是郑荣希种
植的第一个瓜果品种，从中他赚
到了第一桶金。此后，繁荣示范
场种植的蔬菜、瓜果，年年翻新
花样，每一个品种都能获得成功。

“利用科技培育新品种，了解
市场信息，控制蔬果成熟期，通
过时间差可以增加利润。”郑荣希
举例说，7 月、8 月、9 月这三个
月蔬菜供应量少、品种单一，他
利用这个空当，每个月分上中下
旬种植日本野菜，一天采摘 1000
多公斤供应市场，供不应求。

笔者和郑荣希走过西瓜大棚
时，郑荣希指着西瓜苗说，“以
前，大家喜欢吃无籽西瓜，现在
又喜欢吃黑籽西瓜，觉得这个品
种有小时候的鲜甜味道。”根据消
费者口味变化，繁荣示范场前几
年及时引种了黑籽西瓜。“市场上
的西瓜，从结果到采摘一般经过
36 天 ， 但 我 们 通 过 控 制 ， 实 现

42 天上市，让鲜度和甜度达到最
佳平衡点。”郑荣希介绍，繁荣示
范场的西瓜 5 月底上市，虽然卖
12 元一公斤，价格比市场价高出
不少，但拥有一批“铁粉”。

农场不断发展壮大，郑荣希通
过品种的合理布局，满足大客户一
站式采购需求。“规模效应也是竞
争力。当季出产的青菜、莴苣、西红
柿、土豆、茄子、青瓜等品种一应俱
全。”郑荣希说。

■扶持农户，抱团带
动共同富裕

“加盟农户赚钱，农场才能发
展；大家富裕，才是真的富裕。”
这是郑荣希的信条，也是繁荣示
范场不断发展的秘诀之一。

成 为 瓜 果 蔬 菜 种 植 能 手 后 ，
热心肠的他经常被附近农民请去

“救急”。“老郑不但是‘急诊科医
生’，还是‘重症监护室’的‘医
生’。被别人判了‘死刑’的苗，
在 老 郑 手 里 往 往 能 ‘ 起 死 回
生’。”农户吴计前说，郑荣希不
但好几次“救”过他种的蔬菜，
还把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他。

2011 年 5 月，以繁荣示范场
为主体，成立了绿丰蔬菜合作社，
共 有 138 户 农 户 加 盟 。“ 种 子 、化
肥、农药等农资统一采购，繁荣示
范场输出技术并负责销售，我们
只要按规范种植就可以了。”吴计

前说。
“农场有 1800 多亩土地，加上

加盟农户的 1500 多亩，品种多了，
产量也上来了，对大客户的吸引力
自然更强。” 郑荣希说，经过 14
年的发展，当初的“小舢板”终于
成为一艘“巨轮”。从成立开始，合
作社每个月进行一次培训，农户
坐在一起交流心得，总结成功经
验，分析失败原因，共同提高种植
技术。

2013 年，繁荣示范场建起农民
培训教室，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农
民兄弟在此接受种植技术培训和
分享病虫害防治经验。笔者看到，
繁荣示范场综合楼的一楼就是培
训课堂。郑荣希说，自己最擅长的
还是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种植。他
经常带着农户和前来近距离观察
农作物的青少年走进大棚作现场
讲解。

2012 年，郑荣希被中国科协、
财政部授予“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
头人”称号；2015 年，被中国新农村
建设协会评为全国新农村建设先
锋人物；2018 年，郑荣希获评高级
农艺师，成为我市少数具有高级职
称的职业农民。

随 着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向 这 位
“超级农民”请教的农民朋友与日
俱增，而义务“出诊”也成了郑荣希
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前，要跑到
实地看，开药方。现在好多了，
视频连线就可以解决问题。”郑荣
希说。

记 者 黄 程
通讯员 范婷嫣 卓 璇

最是一年春好处。上周，随
着 天 气 转 暖 、 疫 情 影 响 逐 步 减
小，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锻
炼、踏青。在江北区，经过多年
综合治理后面貌一新的官山河成
为市民青睐的好去处。

据介绍，官山河水系位于江

北区慈江南岸，分属慈城镇及洪
塘街道，是江北区“六纵三横”
骨干排水系统之一，承担着平原
防洪排涝任务。

从 2010 年开始，官山河分阶
段进行整治——第一阶段是 2010
年至 2015 年，官山河官山闸—慈
南街段河道整治完成；第二阶段
是 2014 年至 2017 年，按照 《官山
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实施

控 源 减 污 、 内 源 治 理 和 生 态 治
理，完成河道污水零直排；第三
阶段是 2019 年，组织实施完成慈
南街—小西坝闸段防洪维修综合
治理工程，创建美丽河湖。

“水系整治的总体功能定位是
‘亲水宜居、生态景观、自然风貌、
乡村休闲’。”江北区五水共治办工
作人员说，官山河水系治理,工程性
质上属于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但从

治理内容来看比传统河道治理更
加丰富，效益更加多元。

官 山 河 是 一 条 历 史 文 化 之
河 ， 流 域 涉 及 三 处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分别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大运
河浙东运河宁波段，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古运河商道重要渡口
——大运河·姚江水利航运设施之
小西坝旧址，江北区文物保护单位
——应修人故居。在河道治理过程
中，各方充分考虑对文物保护单位
及遗产点的保护，古运河及其沿
岸历史文化古迹得到完好留存。

官山河北端承接慈城古城护
城 河 与 慈 江 ， 中 部 穿 越 慈 城 新
区，南端通过姚江与京杭大运河
相连，是一条“历史文化与景观
转承走廊”。“通过官山河堤顶绿
道建设，以点串线，既为老百姓
增加了一座可走可看的运动休闲
公 园 ， 又 将 渡 口 文 化 、 运 河 文
化、当代文明有效串联起来，形
成一个昨日历史与当代文明巧妙
结合的文化印记。”江北区农业农
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工程从前期谋划
开始，就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的建
设理念，按照“源头削减、中途
滞蓄、末端控制”的系统治理原
则，通过实施园路边沟、生态植

草沟、湿塘相结合的海绵设施，
工程实施后实现地块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为 97.47%，年径流污染削
减率为 65.06%。工程新增湿塘水
面积近 4000 平方米，增加河湖滞
蓄空间，并满足海绵城市控制指
标。

城市因为水系而灵动，乡村
因为河流而美丽。官山河上游区
域的慈城新城，被列入宁波城市
规划核心区块；中游区域的江北
前洋 e 商小镇，通过国家 3A 级旅
游 景 区 创 建 ； 下 游 区 域 的 裘 市
村，成功创建为江北区美丽乡村。

“ 官 山 河 水 系 环 境 面 貌 的 提
升，促进了河湖周边旅游观光、
游憩休闲等多产业发展，对乡村
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江北区五水共治办
上述工作人员说，根据对官山河
水系区域水环境满意度调查的结
果显示，官山河水系周边老百姓
整体认可该河道的治理成果，尤
其 对 于 公 园 的 绿 道 、 廊 架 、 长
凳、河埠头等便民设施的设置感
到非常满意。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翁晓东

近日,笔者来到鄞州区百丈东路
100 号,走进鄞州区总工会消费扶贫展
厅，厅内有东北白蜜、椴树蜂蜜、大
豆油、香菇、黑木耳、延边大米、延
田大米，这些农副产品全部来自延
吉、和龙、衢江地区。

这是鄞州区总工会帮扶对口地区
推销农产品的一个窗口。

一个展厅，集纳三地农副产品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出山”问题制约着当地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阻碍着困难群众的脱贫致
富。对此，鄞州各部门围绕产销对接
和利益链接出点子、想办法，通过开
设山丘市集民俗风情街、对口帮扶消
费扶贫展厅等方式，助力精准扶贫。

早在去年，鄞州区总工会就发动
认领了对口帮扶地区延边州和龙市光
东村的“共享稻田”1000 亩，计划
认 领 稻 田 1000 份 ， 每 份 资 金 1000
元，总计投入共享稻田资金 100 万
元，助农民增产增收。

位于鄞州区百丈东路 100 号的消
费扶贫展厅于去年 11 月 6 日正式运
营，重点展示鄞州对口帮扶和山海协
作的延吉、和龙、衢江地区农副产
品。该展厅还是鄞州职工节假日福利
消费扶贫实体店，鄞州职工可在此采
购对口地区消费扶贫产品。

“开设展厅，让职工吃上对口帮
扶地区绿色、优质的农家特产，也为
贫困群众带来增收效应，把宁波的经
济发展优势、职工数量优势、居民收
入优势同结对地区的自然生态比较优
势有效对接，形成互促互进、共同发
展的良性格局。”鄞州区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姚燕君介绍，截至去年 10 月
31 日，全区各级工会已完成线下消
费扶贫销售额 95 万元。

三项举措,合力帮扶对口地区

鄞州区总工会采取资金扶贫解民
困、产业扶贫助民富、文化扶贫育民
智三项举措，全力帮扶对口地区。

关注延吉、和龙两地困难职工,
鄞州区总工会多次主动联系延吉、和
龙两地工会，排查掌握两地困难职工
人数、基本情况等，精细化制定“个
性 化 ” 扶 贫 脱 贫 对 策 。 去 年 10 月
底，走访调研两地困难职工家庭送慰
问，并与和龙、延吉两地工会签订结
对扶贫工作协议，计划用三年时间，
每年捐赠 30 万元资金，帮助和龙、
延吉两地 2000 名建档困难职工实现
脱贫。

同时,鄞州区总工会每年组织一
次“鄞州企业职工献爱心”活动，引
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延吉、和龙扶
贫，实施“劳模工匠结对困难职工帮
扶”等计划。已有四海琴业、明达塑
机、凯信服饰、斐戈等 11 家企业捐
出爱心款 10 万元，累计帮助困难职
工 300 名；培罗成等 3 家企业捐赠棉
衣 300 多套，帮助困难职工温暖过
冬。

鄞州区总工会在走访调研后，将
延吉、和龙列为鄞州区职工疗休养基
地，引导鄞州区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前
去疗养。去年以来，70 个机关事业
单位 800 名机关干部前往两地疗休
养；全区 200 家企业 8000 名一线职
工、30 名劳模工匠前往两地疗休养。

扶贫重在扶“智”，尤其要做好
贫困职工家庭子女的教育、就业、再
培训等工作。为此，鄞州区总工会制
定了“走出延边、开拓视野”困难职
工子女暑期实习就业计划、“延边学
子飞翔计划”，每年组织 20 名延边籍
困难职工子女来鄞州实习就业，该计
划能惠及 60 个困难职工家庭。组织
企业“延边招才引智”，推动延吉、
和龙优秀学子来鄞州就业创业。

同 时, 开 展 鄞 州 劳 模 工 匠 企 业
“送图书、送电影、送文化”活动，
帮助建立 50 家专业职工书屋、指导
提升 50 个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认领稻田，开消费
扶贫展厅，建职工疗休
养基地……

鄞州区总工会
多举措帮扶
对口地区

市民在消费扶贫展厅购物。
（朱军备 翁晓东 摄）

繁荣瓜果蔬菜试验示范场：
23年，从20亩到1800多亩的跨越

郑荣希在种植黄瓜的大棚里工作。（何峰 摄）

3月20日，阳光明媚，万

物生长。

走进镇海庄市街道万事

徐村的繁荣瓜果蔬菜试验示

范场，水泥路两旁是整齐划

一的瓜果蔬菜大棚，阳光穿

过塑料薄膜，各种果蔬正茁

壮成长，一片绿意。

笔 者 见 到 被 称 为 镇 海

“超级农民”的郑荣希时，他

正在大棚里观察黄瓜的生长

情况，“今天阳光好，我刚才

在手机里发现大棚温度升起

来很快，过来掀膜通风。”

23 年前，郑荣希从老家

三门来到镇海种地，依靠科

技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从租

赁 20多亩土地开始，发展成

为流转1800多亩土地的大型

农场。

官山河：
美丽河湖创建，综合治理带来多元效益

官山河水景。（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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