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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江儒斌 章江琴

“车棚上的垃圾、杂草被清理
干净了，看起来清爽了，整个人
的心情也变好了。”这几天，海曙
区月湖街道平桥社区菱池街一派
热火朝天的场景，物业和保洁人
员忙着清理车棚顶部、雨棚上的
垃圾和杂物，让居民朱阿姨很是
开心。

月 湖 街 道 地 处 宁 波 中 心 城
区，老旧小区多，辖区内的 230
余幢居民楼和商业楼宇中，很多
建 筑 建 于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加上居民的
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导致老小区
出 现 屋 顶 杂 物 堆 积 、 外 立 面 脏
旧、地面坑洼不平等现象，这影
响着小区的美观。”月湖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一情况，街
道 4 月初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启
动屋面、立面、地面“三面美颜
行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屋顶干
净整洁、大楼外立面清爽、小区
道路平整行动，助力市容环境卫
生整治。

“三面美颜行动”启动后，月
湖街道与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月湖中队默契配合，发动党员志
愿者、发挥党组织作用，因地制
宜，积极行动。“我们先是利用无
人 机 对 辖 区 内 的 230 幢 高 层 楼

宇、居民楼屋顶的卫生情况进行
初步排摸。”该中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老旧小区楼顶堆放的杂
物 和 违 规 搭 建 ， 无 人 机 对 这 类

“ 顽 疾 ” 进 行 “ 精 准 定 位 ”， 同
时，月湖街道发动该中队、保洁
中心、社区、物业等部门，组织
了 一 支 100 余 人 的 队 伍 ， 通 过

“爬楼”的方式进一步勘查整治，
杂物及违建清理了，排水道堵塞
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在外立面提升方面，以解放
南路沿街楼宇为重点，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等工程，对楼宇的外立
面逐步进行整治改善。中队队员
在进行巡查时，一旦发现外墙污
渍较为明显的单位，立即发放整
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单位进
行整改。

“三面美颜行动”中，路面美
颜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路面的
平整，大家都很期待。”家住太阳社
区的居民叶国铃阿姨说，听说小区
的路面要进行修补，居民们就私下
讨论，哪里破损最厉害、哪里要先
修，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期待。

对此，月湖街道通过物业排
摸 、 居 民 议 事 等 方 式 ， 倾 听 民
声、了解民意，建立了一份破损
路面“修补清单”，依托老小区环
境整治专项资金、物业维修基金
等化解资金难题，“一揽子”解决
了小区道路两侧破损、绿化带硬

化、路面油渍、停车位不规范等
问题。

此举得到居民的认可。“施工
队进驻社区后，先根据社区、物
业排查的点位现场勘查，再有针对
性地一一施工，确保不遗漏一处。”
叶国铃阿姨感叹，现在路修好了，
走在小区道路上，不再深一脚浅一
脚的，老人、小孩更安全了。

月湖街道还与辖区内的 50 余
家沿街店铺签订了“市容环境卫
生责任状”，并将创建工作与社区
日常工作充分融合，运用网格化
管理，将 30 名网格队员划分成 5
个片区，把复查、管理工作细化
到个人，每天一巡查，重点路段
区域一天两次巡查，同时压实社
区 、 物 业 及 大 楼 业 主 的 主 体 责
任，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行动并一
同监督，为创造洁净、优美、舒
适、文明的生活环境共同努力。

截至目前，月湖街道发现需
整改的屋顶点位 28 个，清理整治
了其中菱池西区屋顶杂物等半数
以上，翻新了包括月湖大楼、梅园
社区等在内的楼宇破损屋顶 1800
余平方米，阶段性填补、修缮了辖
区 6 个社区破损路面 100 余处。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王静燕

■机械种收，降低种植成本

“突突突⋯⋯”在胡陈乡岔路
村十石洋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土豆
基地，一台中型拖拉机正在作业，
拖拉机驶过的地方，成片的土豆从
地里“翻滚”出来。每年这个时候，
机器的轰鸣声，农户的欢笑声在田
间地头荡漾。

“一亩地 4 个人挖，要一天；机
器挖的话，4 个人 3 个小时就够了。
机器作业比人工减少一半以上时
间。”合作社社员叶宏辉告诉笔者，
在县农机部门的指导下，实现了土
豆全程机械化收获，省时又省力。

不仅有土豆收获机，十石洋农
机专业合作社还购置了土豆播种
机，操作十分方便。据叶宏辉介绍，
人工种土豆速度慢，耗时长，而机
械化种植一亩地只要半个小时左
右，效率是人工种植的 20 多倍。他
家种了 30 亩土豆，只用了 15 个小
时。

在合作社的示范下，周边农户
也都跃跃欲试，但因为一次性投入
较大，心动的多、行动的少。胡陈乡

农办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探索
“共享农机”模式，合作社将播种
机、收获机借给农户，农户适当支
付使用费，既提高了机器使用率，
也让更多种植户享受到了“机器换
人”的便利。

■产销合作，远销海内外

针对土豆种性退化问题，胡陈
乡邀请市农科院专家，在无菌条件
下培育脱毒薯种，扩繁到胡陈乡车
家村脱毒基地里的温室和网棚内，
并逐步向农户推广种植。如今，该
乡土豆改良率达 70%，恢复了胡陈
土豆最原始的优质特性，亩产量提
高三成以上，口感也更好，深受消
费者青睐。

酒香也需勤吆喝。过去，胡陈
的种植户肩挑车拉，把土豆运往周
边乡镇出售，费时费力不说，价格
也上不去。为了解决土豆销售难
题，胡陈乡政府借力七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构建“农户+企业”的产销
合作模式，每年通过公司平台销售
的土豆有5万多公斤，有效拓宽了胡
陈土豆的销售渠道。该公司还通过
对接农超、农餐，形成长期稳定的产
销合作关系，积极构建从生产到市
场终端的全程产业链，打通产销对
接的“最后一公里”。公司负责人王

行军表示，胡陈土豆在宁波的影响
力非常大，今年宁波市场的胡陈土
豆供不应求，收购价格较往年上涨
了 50%，农户收入也水涨船高。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胡陈籍大
学生返乡创业，通过互联网将胡陈
土豆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
外。“85 后”朱裘就是一位让家乡
特产搭上“互联网快车”的年轻人。
她从上海回到胡陈，开了一家微店

“宁海农特工作室”，销售胡陈土豆
等当地土特产，一年能卖掉近 2000
公斤春土豆和 1000 公斤秋土豆。
她告诉笔者，胡陈土豆远销新疆、
青海、成都、天津等地，很受欢迎。
前段时间，她还收到了一份特殊订
单，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 Miya 女
士在网上下单，25 公斤胡陈土豆
漂洋过海销往新加坡。

■品牌战略，土豆成为农
民致富“金疙瘩”

“种了三十多年的土豆，还是
这几年最赚钱。”在胡陈乡长平村，
笔者碰到了村民王安国，他正在和
七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购负责
人鲍丙章谈销售价格。他乐呵呵地
告诉笔者，以前土豆主要是自家种
着吃吃，价格也没这么高。现在，通
过大棚种植，收获期比露天种植的

土豆提前了两个星期，每公斤零售
价约 20 元，比大量上市时的价格
高 出 了 60%左 右 。土 豆 的 价 格 高
了，种的面积也大了。今年，王安国
种植了 10 多亩的大棚土豆，在春
节前就已经种下。“卖土豆今年上
半年赚个二三十万元不是问题，日
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了，这不刚买了
辆 20 万元的轿车。”王安国说，土
豆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明年将继
续扩大种植面积，并引进新技术，
提高土豆的品质。

“胡陈土豆的价格已经连续上
涨了好几年，即使遭遇全国土豆丰
收，价格下跌，胡陈土豆的价格比其
他地方的土豆价格仍高出不少。今
年春季土豆平均零售价每公斤 12
元，农户一年增收上万元是普遍现
象。”鲍丙章说，胡陈土豆真正带领
农民走上致富道路，关键在于胡陈
土豆打出了品牌，获得消费者的信
赖。

近年来，胡陈乡积极引导企业
和农户树立品牌意识，把品质作为
品牌的生命线，一方面邀请客商

“走进来”，以产销对接会、土豆
宴等活动，扩大胡陈土豆品牌知
名度；另一方面，依托农业产业
党建联盟、农合联等组织，主动
组团“走出去”，参加各类展销和

评选活动，以优异的品质吸引更
多消费者。“七彩胡陈”商标荣获
浙江省著名商标，胡陈土豆成功
入选农业部编制的 《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目录》，获评浙江名牌农
产品。

立足农业产业优势，胡陈乡
借势借力推进农旅融合，引导和
支持农户与旅游公司合作开发挖
土豆、捣麻糍、吃洋芋饭等体验
活动。去年，“胡陈灵动乡野 1 日
游”入选了全省首批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今年“五一”期
间，胡陈乡迎来了一波休闲旅游小
高峰，游客们在豆豆庄园里体验挖
土豆等农事活动，在胡陈乡大食堂
品尝土豆饭、土豆饼、烤土豆等农
家菜，开启了一场“土豆寻味”之
旅。大食堂负责人叶显位告诉笔
者，土豆饭一出锅，就被争抢一
空，每天三大锅都不够吃，尝过
味道的游客都说好吃。

小 土 豆 做 出 大 文 章 ， 正 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胡陈
乡的生动实践。“我们将紧紧围绕

‘中国农乡、多彩胡陈’这一总体
目标，全力打造全域乡村公园示
范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胡陈
开花结果。”胡陈乡党委书记虞武
君对未来充满信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实施农业“十大行动”，建设了一批优质水稻、高效经济作物、特色畜牧业、高端水产等绿色优质种养基地，培育了
稻米、蔬菜、水产、畜牧、茶叶、水果、竹笋、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产值占比超过
80%。

农民要富起来，产业是根本。我市广大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新型农民，在政策的支持下摸索出许多利国富民的产业，有
些成为网红品牌，带动了一方经济，鼓了创业者的腰包。

本版从本周起推出“聚焦富民乡村产业”系列报道，记者将深入田间地头，访问农民兄弟，讲述富民乡村产业培育和发
展的历程，挖掘种植养殖业的技术含量、产业增收致富的成功经验。

聚焦富民乡村产业①

产业联动 农旅融合

小土豆圆了胡陈农民致富梦
来回行驶的拖拉机、弯腰分

拣打包的农民、满装的一框框土
豆……5月20日上午，笔者来到
宁海县胡陈乡西翁村，土豆地里
一派忙碌景象。农民们正在将刚
挖出来的新鲜土豆一筐筐地装上
车，运往宁波、杭州等地。

土豆是胡陈乡农业支柱产业
之一，平均每3户村民就有1户
种植土豆。“胡陈土豆品质好，
得益于这里的砂性土壤以及特殊
的地理环境。”胡陈乡农办负责
人姜明春说。胡陈土豆分春秋两
季种植，春季土豆一般2月开始
播种，5月采收；秋季土豆 9月
播种，12月采收。

去年，胡陈乡春秋两季土豆
种 植 面 积 4000 亩 ， 土 豆 产 量
4700 吨 ， 农 民 总 收 入 5640 万
元 。 今 年 春 季 土 豆 种 植 面 积
2300 亩 ， 预 计 收 获 土 豆 2900
吨，春季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一亩土豆平均收入 1.5 万
元。

海曙月湖：

“三面美颜行动”
全方位提升环境

土豆机械采收。 （王威 摄）

工作人员在清理车棚顶部杂物。（陈朝霞 摄）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薛曹盛 张程豪

“520”，是一个撒播爱的日子。
而志愿服务，就是一种爱的传递。

当天下午，鄞州首南街道“随手
志愿·首善先行”活动在环球银泰城
举办。12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文明观
察员上岗了，他们将成为文明新风的
倡导者和监督者。同时，首批 100 个

“文明志愿服务点”出炉，今后这些
地方将定期提供公益理发、口腔义
诊、公益课堂、免费清洗、视力检
查、公益凉茶铺、珠宝清洗、免费电
动车维修等志愿服务，今后将全域覆
盖。

各行各业的文明观察员上岗了

在首南街道，目前有 2 万余名志
愿者开展常态化服务。日丽社区的

“单车守护侠”利用空闲时间“共享
单 车 随 手 扶 ”， 和 顺 社 区 的 “ 车 库
长”划分责任田，做到“车库垃圾随
手清”。

鄞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行
君在发言中提到，随手做志愿可以有
更多创新做法，比如楼道大门随手
关、宠物便便随手清、“牛皮癣”随
手撕等，动员更多的群众和社会各界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让“随手志
愿”形成常态，让城市和家园每天都
有可喜的变化。

“以后劝阻不文明行为，心里就
更有底气了。”鲍家耷社区主任郑国
画是鄞州区人大代表，这天她有了一
个新的身份——文明观察员。

当天，首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文
明观察员”正式上岗，他们中有医
生、律师，也有社区工作者，今后他
们将以“文明观察员”的身份，对辖
区内的文明行为“随手赞”，对不文
明行为“随手劝”，成为文明新风的
倡导者和监督者。

活动一结束，这批“文明观察
员”就忙碌开了，走进环球银泰城

“挑刺”。走进一家川菜馆，虽然每张
餐桌上都摆放着公筷公勺，但店内并
没有明显的提醒标识。服务员解释
说，有客人用餐，他们都会口头提
醒。来自锦悦湾社区的党代表徐艳给
店长提建议，“现在，公筷公勺是宁
波正在推行的文明好习惯，餐饮店要
做好引导，必要的提醒牌应该放一
下。”

从公勺公筷到垃圾分类，再从文
明标识到防疫措施，这些文明观察员
检查了 20 余家餐饮店，并认真记录。

首批100个文明志愿服务点出炉

活动现场，首批 100 个“文明志
愿服务点”出炉。今后，市民在这些
服务点可享受公益理发、口腔义诊、
公益课堂、免费清洗、视力检查、公
益凉茶铺、珠宝清洗、免费电动车维
修等志愿服务。

在防疫期间，罗亚帝 200 多名理
发师奔波在抗疫一线，为广大防疫一
线医务人员、机关单位、城管义工以
及小区志愿者提供义剪。这一次，罗
亚帝成为首批“文明志愿服务点”。

罗亚帝银泰环球城店店长杨亮
说，接下来他们将推出“午间公益两
小时”（周一至周三），每周公益 6 小
时，这期间每天将为周边社区 10 位
老人义剪。

橙果艺术是一家艺术培训学校，
今后他们将为辖区内适龄儿童开设美
术、舞蹈等课程。暑假期间，将为留
守儿童定制艺术类课程。

“这是我们街道推出的首批 100
个文明志愿服务点，希望更多的商家
能参与其中，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特
色服务。”首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刘刚透露，“文明志愿服
务点”将在首南街道全域推广，进一
步营造志愿服务“人人可做，处处可
为”的浓厚氛围。

未来，这些服务点的志愿服务内
容和志愿服务时间都将上墙，市民可
以“按图索骥”。

鄞州首南：

创新志愿服务的
新模式

“文明志愿服务点”授牌。
（张程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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