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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创业故事”系列报道之五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林意然 戴旭光

4 月 12 日，春风浩荡。镇海
澥 浦 镇 十 七 房 恒 德 河 边 杨 柳 依
依，姹紫嫣红，一派春日胜景，
游客驻足拍照留念。“经过去年的
治理，恒德河的水质好多了，岸
上景观也更漂亮了。”郑氏十七房
景区的管理人员告诉笔者。

十七房恒德河主要是景区内
部的人工湖及环绕景区的河道，
水域面积 1.7 万平方米左右。作为
澥浦镇 2019 年“五水共治”重点
项目，十七房恒德河水质提升项
目进一步改善了景区周边河道的

水质，提升了游客观光游览的体
验感。

在治水中，澥浦镇通过修复
河道水生态系统，配合长效运维
机制，使河道形成完整的生态食
物网链，生物多样性显著提高，
水体自净功能和景观效果显著提
升。“十七房恒德河通过构建以沉
水 植 物 为 主 的 ‘ 水 下 森 林 ’ 景
观，快速建立起生态系统核心净
化功能群，通过种植挺水植物、
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全方位打
造 十 七 房 恒 德 河 的 ‘ 视 觉 盛
宴’。”澥浦镇农旅发展办工作人
员告诉笔者，项目建设后期，通
过全区域投放适当比例鱼、虾、

贝螺等水生动物，建立多级稳定生
态食物链。此外，还在河中投放微
生物，减轻水体污染负荷。项目建
设完成后，十七房恒德河水质变
好，并形成了“水清、景美、荷香”
的生态景观。

近年来，澥浦镇围绕“五水
共治”工作，以“水环境质量改
善 提 升 ” 为 核 心 ， 推 进 项 目 实
施，调查核实排口，加强日常监
督和治水氛围宣传，努力探索治
水新方法，巩固治水成果。

该镇完成了总量约 2.63 万立
方米的清淤项目、前陈河支流整
治工程、工业园区外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为提升河长制工作的社会

监督管理成效，该镇于去年建立义
务河道监督体系，及时搭建河道监
督员与镇“五水共治”办良好配合
的平台；为健全“五水共治”长效
管理制度，该镇深入推进落实好河
长制，利用好河长制 APP 平台，
一旦发现问题，立刻采取应急措
施进行整改。

为不断夯实治水基础、完善
治水机制体制，该镇还加强了污
水管网、农村截污、畜禽整治等
工程整治排查，加大对小微水体
巡 查 、 巡 检 力 度 。 同 时 ， 结 合

“澥小美”志愿者服务队、党员议
事 站 、 工 青 妇 等 队 伍 和 阵 地 建
设，开展各类治水宣传活动，营

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
良好氛围。

上个月，浙江省治水办 （河长
办） 公布全省“五水共治”考核优
秀乡镇 （街道），澥浦镇名列其中。

“今年，我们将在水生态系统修复技
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探索更有效
且可行的方法提升‘五水共治’管
理能力，最大限度发挥治水的社会
效益。”该镇农旅发展办工作人员表
示。

澥浦：修复水生态系统 打造“视觉盛宴”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 勇

培育优良品种

今年 50 岁的杨培波本来经营
着自己的机械厂，2016 年接过了
父亲已经经营了 10 年的粮草专业
合作社。“自己从未涉足农业，对
水稻种植更是一窍不通。”杨培波
回忆，不过他敏锐地意识到，传
统 的 水 稻 种 植 以 提 升 产 量 为 目
标，亩产量 600 公斤到 800 公斤，
提升空间有限，而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大家日益重视粮食
安全，对口感好、符合自然生态

的绿色健康粮食需求迫切，这应
该是粮食产业发展的方向，“粮食
品 质 提 高 了 ， 其 附 加 值 也 提 升
了，产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瞄准目标，说干就干。2017
年，杨培波开始通过区农业技术
管理站每年从全国各地引进 50 个
新品种，从 2 分地到 10 亩地，分
块小面积试种。对新品种能否适
应 宁 波 的 水 土 ， 杨 培 波 心 里 没
底 ， 他 只 有 在 田 间 管 理 上 下 功
夫。“每个品种性状不同，所需要
的水肥营养各不相同，于是我请
来专家和有种植经验的农户分块
管理。为种出更优质的稻谷，我
们尝试运用物理杀虫、减化肥、
减农药等方法。”杨培波说，虽然

耗费的精力是普通稻田的数倍，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年不断
优胜劣汰，合作社的粮食品质渐
渐得到整体提高。

如今，在横涨粮草专业合作
社的水稻田间，优质新品推陈出
新 ， 种 植 比 重 达 到 40% 。 其 中
2018 年，合作社在宁波首次成功
引种来自泰国的具有优质、稳产、
抗病等优点的“泰粳 x”，在当年宁
波市首届“甬优杯”十大好稻米评
选活动中，从 45 个稻米样本中脱
颖而出，成功入选宁波市“十大好
稻米”；而引种自广东的“美香占”，
凭借其香、软、甘的口感，深受消费
者好评。“这些新品颜值高、口感
好，市场价也比传统‘甬优’系列
品种提高一倍以上。”杨培波自豪
地介绍。

2018 年，杨培波在区农业专
家的指导下，在宁波率先试点 10
亩“甬优籼粳杂交稻作再生稻栽
培试验”项目。“再生稻就是在头
季水稻收割后，留出二三十厘米
的稻桩，让它重新发芽、长穗，
再收一季。”杨培波介绍，种植再
生稻不用重新耕田和插种，节省
了人力；再生稻不如头季水稻生
长 得 那 么 密 集 ， 不 容 易 有 病 虫
害 ， 最 大 程 度 减 少 了 农 药 的 使
用，让稻米品质和产量双提升。

“今年，合作社和市农科院及区农
技站合作，将再生稻种植面积扩
大 到 100 亩 ， 希 望 通 过 不 断 尝
试，做精做优水稻品种，生产出
更多无公害优质稻米。”

今年 3 月，杨培波又开启 10
亩“稻鱼共养”模式。“目前我们
在稻田里投放了 1500 尾鱼苗。鱼

能吃稻田间的虫子，其排泄物又
成为水稻的天然肥料，这是一个
真正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杨培
波分析，鱼养得又肥又壮，稻谷
营养足、品质好，稻田亩产值也
提高不少。

打造智慧稻米全产业链

2018 年 10 月，杨培波开启了
“七乡桥稻香园示范基地”建设。
拆除田间大棚、新建停车场、新
挖小池塘，还在稻田边种植格桑
花，营造出整洁一新、赏心悦目
的田园美景。

提升基础设施之外，杨培波
跳出农田，将稻米生产、销售、
加工、配送等环节与互联网相结
合，打造智慧稻米全产业链。

早在 2017 年，杨培波就在宁
波率先尝试引入“水稻认养”模
式。“我们将 30 亩地分成 30 份，
种植优良品种，提供给消费者认
养。”杨培波介绍，认养后，消费
者可以在手机上观察水稻的生长
全过程，也能现场体验种植、收
获的乐趣，收获的稻谷可储藏在
合作社，需要时由合作社加工、
包装后直接送货上门。这一稻谷
生产的“私人定制”模式，去掉
了中间环节，提升了 30%以上产
品附加值。同时，合作社的恒温
冷库最大程度保证了稻谷的新鲜
度，备受消费者喜爱。

在杨培波看来，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好稻米的标准不再唯
口感论，而是融合了稻谷的安全
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水稻
认养”让消费者亲身体验无公害

大米从种植到收割的全过程，实
现 了 粮 食 从 田 间 直 接 到 餐 桌 的

“飞跃”。这一“订单式农业”符
合市场需求，未来发展空间大。

在横涨粮草专业合作社，笔
者看到稻田间安装了摄像头、气
象探测仪等设备，在管理机房，
则有电子监控屏幕，显示对 600
亩农田、70 条沟渠、4 个粮食加
工车间的实时监控。“如今，插
秧、施肥、收割等粮食生产环节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灌溉也能通
过 APP 远程操控，田间小型气象
站每天即时报送气象消息，平时
只要一两个人管理，合作社就能
高效运转。”杨培波介绍。

杨 培 波 创 新 的 脚 步 没 有 停
歇，他还借助“互联网+体验营
销”的模式破解传统模式中的销
售壁垒，其中，“稻米自动售卖
机”就是他的“创造”。“受自动
售货机的启发，我设计并从广东
定制了这款稻米自动售卖机。”杨
培波指着机器屏幕介绍，消费者
只要点击屏幕上自己所需的对应
稻米产品，扫描二维码通过支付
宝或者微信支付下单，稻米便从
机器底下的洞口“跳出”。“这一
销售方式没有中间环节，只需一
人就能进行管理，极大降低了销
售成本；同时，消费者还能随时
购买到最新鲜的稻米，无疑是双
赢。”

而 如 何 构 建 稻 米 生 产 、 加
工、销售以及认养、体验、旅游
相互促进的新运作模式，更好地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是杨培波
正 在 构 想 的 合 作 社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徐丹妮 陈思言

“余老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
们 帮 忙 ， 这 件 事 不 知 何 时 才 能 解
决。”近日，在慈溪市桥头镇办厂的
吴先生来到该镇“桥帮助”调解工作
室，向调解员余孟庆道谢。原来，该
工作室调解小组在上月成功调处一起
僵持多日的厂房租金纠纷，消除了吴
先生与房东之间的误会，帮助双方签
订了新的租赁合同。

矛盾纠纷“小事不出网格，一般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去年 7 月
以来，桥头镇积极打造“桥帮助”调
解品牌，形成以“桥帮助”调解工作
室为统筹、网格调解为基础、部门协
调联动、司法所规范指导、法律顾问
团主动下沉、网格法官进驻的“六位
一体”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
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桥帮助”调解工作室由 3 名专
职调解员、3 名兼职调解员和 1 个镇
法律顾问团组成。在工作室，专门设
置了远程在线调解角。“平时，调解
员和律师就在工作室或村里为村民答
疑解惑。”慈溪市司法局桥头司法所
副所长华金晶说，如果遇到远在外地
或是行动不便的当事人，调解员会启
用远程设备，在线提供法律咨询和调
解服务。

除了设置远程在线调解角，桥头
镇还为 8 个村公共法律服务点配备了
视频通话设备，公布律师二维码和调
解员二维码，通过“微信塔群”和
ODR 系统实现在线调解，在全镇建
立“就近调、方便调、马上调”的
15 分钟调解帮助圈。“有了企业电子
目录、电子版案卷库和计算标准等小
工 具 ， 我 们 的 调 解 工 作 变 得 更 高
效。”调解员韩武超说。

依托社会治理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和网格长(员)队伍，桥头镇编织了线
上矛盾调解“信息网”和线下矛盾调
解“组织网”。“平时，矛盾纠纷由网
格、村级、镇级‘老娘舅’逐级调
解，实现了小微纠纷网格就地快速化
解，一般纠纷村级就近调处，较大纠
纷采取‘村级+法律顾问’下沉调
处，复杂纠纷启动‘镇+村+法律顾
问’联合调处模式。”桥头镇相关负
责人说。

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在
“桥帮助”调解工作室指导下，桥头
镇各村积极开展“网格融调”调解工
作。其间，90 余名网格员从矛盾纠
纷的发现者、报告者，变成调解者、
处置者。前不久，一家企业员工在搬
运电脑绣花机时不小心碰到村民家房
檐。五丰村村干部、网格长胡苗君听
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解，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将这起纠纷消除在
萌芽状态。胡苗君说，“许多矛盾纠
纷刚产生时其实不大，如果不及时调
解就容易激化。”

在“桥帮助”调解工作室牵线搭
桥下，该镇法律服务顾问团定期开展
重大法律问题“下村问诊”。每个工
作日上午，都有专职律师在工作室值
班。“在这里，我们可以请律师审拟
各类法律文书，还可以接受法律援
助，享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小桥
头村村民余建达说，如果遇到法律问
题，大家还可以加入村法律服务群或
拨打网格律师、法官电话咨询。

俯下身子，才能获得群众信任。
通过“桥帮助”调解工作室建设，桥
头镇把人民调解工作全面融入“两
网 ”， 工 作 室 的 调 解 员 和 法 律 顾 问
团 根 据 群 众 需 要 主 动 “ 下 沉 ” 服
务 ， 使 调 解 工 作 在 基 层 逐 步 形 成

“ 有 人 管 事 、 有 制 律 事 ” 的 新 格
局 。 截 至 目 前 ，“ 桥 帮 助 ” 调 解 工
作 室 已成功指导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30 余起。

慈溪“桥帮助”：
巧解群众
“千千结”

图为桥头镇网格调解员与法
律顾问为村民解惑。

（陈章升 华金晶 摄）

海曙海曙““横涨粮草横涨粮草””：：
让稻米产业插上“智慧”的翅膀

4 月 8 日，春光明媚。走进海曙区石碶街道横涨

村，蓝天下、微风中，黄绿色的油菜在一望无际的田间

摇曳，构成了春日独特的丰收场景。

这里是海曙横涨粮草专业合作社的粮食绿色优质高

产示范方。“这些油菜收割后，4月中旬就将插下今年

的早稻秧苗了。”合作社负责人杨培波正忙着和农技专

家分析水稻秧苗长势，他告诉笔者，合作社承包了近

600亩土地，主要种植水稻，产出的“七乡桥”稻米连

续两年获得“宁波十大好稻米”金奖，去年还被评为

“2019浙江好稻米”优质奖产品。

“不断改良品种、不断创新产业，这是合作社的不

懈追求。”杨培波表示。

杨培波在查看水稻秧苗长势。

横涨粮草专业合
作社粮食绿色优质高
产示范方。

（陈朝霞 摄）

十七房恒德河景色怡人十七房恒德河景色怡人。。（（何峰何峰 戴旭光戴旭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