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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富民乡村产业④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通讯员 季律彤

5 月 19 日，位于宁海大佳何镇
的宁波德昂纳机械有限公司通过搜
好货平台成功售出两台叉车，这是
该公司第一次通过网络平台对外销
售产品。

德昂纳公司生产的叉车大多出
口美国，由于美国疫情严重，公司
接到了客商暂缓发货的通知。抱着
试一试的想法，德昂纳登录搜好货
平台，推介产品。没想到，很快就
接到了国内订单。公司负责人梁海
军欣喜地说，自从在平台上宣传
后，已有十多位买家打来咨询电
话，表达了采购意向。

和“德昂纳”一样，疫情期
间，大佳何一些企业的外贸订单不
断被取消。无奈之下，很多企业将
目光转向内销。

企业如果对内销市场没有足够
的了解和接触，想分一杯羹谈何容
易。怎样借助新型的推介模式赢得

客户？这成了大佳何镇政府思考的
问题。“搭建规范的平台，为企业
谋求新的发展。”大佳何镇镇长叶
亦健说。

搜好货平台就是大佳何镇政府
出钱免费为企业搭建的云平台，通
过与杭州顺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开启线上数字化营销，
帮助企业拓市场，寻找新的合作商。

“我 们 总 共 签 了 3 年 的 协 议 ，
第一年投入两万元为 10 家大佳何
企业做推广。如果花两万元就可以
帮助企业收获新订单，那这个性价
比就很高了。”叶亦健表示，推广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
3 年时间基本能检验推广的效果。

对顺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
说，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也是第
一次。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疫情的
蔓延，让很多中小企业意识到推广
的重要性。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
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获得新客户，
让更多的人看到产品的优质性，这
样才会有出路。

据介绍，顺藤网络公司通过为中

小企业提供企业级的电商云、营销
云、工具云和金融云服务，为中小企
业打造全链路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目前，大佳何镇共有 10 家企
业获得顺藤网络公司提供的数字化
服务，其中宁波金山行五金有限公
司、宁波德昂纳机械有限公司、宁
波佳和物流设备有限公司、宁海县
佳宁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虹旺
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和宁波凯益家具
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6 家公司宣传效
果较好。截至 6 月 3 日，网站上企
业点击次数达 4500 次，共有意向
买家 82 个。随着平台点击次数和
意向买家的增加，企业陆续接到询
问电话。

“在确认网上订单后，我们很
快就发货了，买家那边也马上投入
使用，目前来看，新的合作商对叉
车比较满意。买家表示在完全确认
叉车质量后还会给我们介绍新客
户。”首次尝到甜头，让梁海军对
互联网推广产生了兴趣。他表示，
叉车体积大，且不易运输，很多买
家不敢仅凭互联网上的宣传信息就

直接下单。这次网销成功，既令人
惊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互联网推
广的影响力。

“这些天陆续接到 20 多个电话
了，都是询问公司产品具体信息
的，有意向合作的买家还在进一步

沟通。”宁波虹旺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表示，如果延续传统的销
售方式，公司可能就会止步不前。
政府搭建的平台让人看到了希望，
有这么多意向买家，最终肯定会达
成合作的。

宁海大佳何镇：政府买单助中小企业“入云”拓销路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 勇
通讯员 潘海峰

一头投入生活垃圾发电厂焚
烧后废弃的炉渣，在传送带上经
过十几道工序后，另一头出炉的
是均匀细腻的成品炉渣，经加工
后再变身为建筑用砖块。

这是笔者近日在位于海曙区
洞桥镇的宁波绿能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的场景。

“公司 5 月中旬投产，选址
洞桥，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宁波市
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宁波
明州环境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
产出大量的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就
是我们的生产原料，我们可以就
地取材二次利用，变废为宝。”绿
能公司总经理龚忠祥介绍，明州
公司每天焚烧生活垃圾 2250 吨，
产生 450 吨左右炉渣，全部由绿
能公司回收再利用。

笔者在 1.4 万平方米的超大
车间看到，从 2 公里外的明州公
司运来的炉渣被置于车间一角的
堆场，巨大的铲车将炉渣一车车
投入料斗，进入滚筒，并经传送
带送进不同的区域，经过打砂
机、跳汰机、废水处理系统、磁
力除铁器等设备，进行打碎、筛
选、分离等，先后经过 10 多道
工序，最后大部分变身为成品炉
渣，再生产为建筑砖块。

“整个工序中，包括滚筒筛
选、人工筛选、磁选、水重力浮
选等六次筛选，二次利用率达到
99%。”龚忠祥介绍，最后分离
出的成品炉渣占比达 95%，另有
4%分离出不锈钢铁、铝、铜等
金属矿砂，进行回收利用，只有
1%为未燃尽垃圾。

绿能公司解决了垃圾分类终
端不彻底的问题，让龚忠祥非常
自豪。他分析，以往对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的炉渣一般进行填埋
处理，占用空间、污染环境；如
今进行二次利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污水可以无限循环利用，也
无任何废气产生，真正做到废水
废气“零排放”；由提炼出的成
品炉渣生产的建筑砖块，与传统
的矿石粉制作成的砖块相比，成
本下降一半，而且无任何重金属
成分，质量优良。

龚忠祥算了一笔账，公司投
产一个月，至今生产出约 1 万吨
成品炉渣，可变身为 400 万块标
准砖块，如果用于路面人行道铺
设，保守估计可铺设 2 米宽的人
行道 50 公里。“往成品炉渣中添
加不同比例的其他材料，还能制
作成保温砖、透水砖、生态水泥
等建筑材料，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

笔者了解到，绿能公司是目
前宁波市中心区唯一的将垃圾炉
渣变废为宝的环保企业，在其坐
落的洞桥镇循环经济园核心区
内，还有公司专门将餐厨垃圾废
物利用变身为沼气、天然气、有
机肥等，“我们的产能为每小时
处理炉渣 100 吨，除了二次利用
明州公司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
渣，餐厨垃圾废物利用后产生的
垃 圾 ， 我 们 同 样 能 够 二 次 利
用。”龚忠祥自信地表示，绿能
公司作为垃圾分类处置末端，高
效无污染地处理“垃圾中的垃
圾”，形成了垃圾分类闭环，延
伸了垃圾分类产业链，真正打造
了环保循环经济。

对垃圾焚烧后的炉
渣再次提炼

海曙企业二次利用
垃圾变废为宝

绿能公司生产车间。
（陈朝霞 摄）

记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张天叶 通讯员 张朝峰

慈溪横河慈溪横河：：杨梅产业新招迭出方能杨梅产业新招迭出方能““红红””

横河杨梅成熟期正值梅雨季
节。如何实现保鲜，进而解决贮
运期短、损耗大等问题，一直是
当地梅农关注的热点。近年来，
横河新一代梅农“牵手”国内知
名物流商，做好杨梅包装、保鲜

“新文章”，让杨梅插上“互联网+
冷链物流”翅膀，“飞”往全国各
地。

2000 年，龙南村杨梅种植大
户 茅 春 苗 开 始 空 运 杨 梅 销 往 法
国、意大利，销量每批次 1 吨以
上，改写了横河杨梅批量出口仅
为速冻或罐头杨梅的历史；2015
年，他包下货运专机，将 1239 箱
杨梅鲜果运送到中国香港；2017
年，他与法国客商合作，使横河
杨梅首次销往中东地区⋯⋯一次
次包机发运杨梅的茅春苗被称为

“横河新鲜杨梅出口第一人”。“我
已经从事杨梅出口 21 年。现在，
横河杨梅远销中国香港、中东、
欧洲等地，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

侨 华 人 都 能 品 尝 到 这 一 时 令 水
果。”他自豪地说。

茅春苗在海外市场“攻城略
地”，横河年轻梅农也不甘落后，
纷纷利用网络为杨梅销售开辟新
天 地 。 据 统 计 ， 去 年 杨 梅 节 期
间，慈溪网销杨梅超 过 40 万 单 ，
其 中 横 河 寄 运 单 数 占 了 近 一
半。“在梅园村，有不少年轻人
从 事 杨 梅 电 商 销 售 。 与 老 一 辈
肩 挑 、 船 运 ， 去 市 场 摆 摊 ‘ 吆
喝 ’ 的 方 式 不 同 ， 我 们 通 过 网
络 下 单 、 快 递 发 货 ， 助 力 横 河
杨梅产业‘触网’升级。”村民
孙 佳 说 ， 去 年 ， 她 在 家 建 起 小
型 冷库，对刚采收的杨梅进行真
空包装、预冷处理。今年，她经
冷链物流车销往各地的杨梅超过
1800 公斤。

杨梅“触网”看似简单，其
中的门道可不少。本月，龙南村
村民陈朱国请来两名网络女主播
当“外援”，为农场杨梅打广告。

“杨梅上市前，我就开始尝试各种
网络促销方式，微信朋友圈、拼
多多等网上平台都利用起来。现
在，有了‘网红’助阵，山上的
杨 梅 更 是 不 愁 ‘ 嫁 ’。” 陈 朱 国
说，杨梅开摘后，两名女主播一
直在做杨梅促销直播。从山头采
摘，到现场挑选、包装，再到快
递发运，让网友全程了解横河杨
梅从山头到家中再到发货的全过
程。

以杨梅为“媒”，横河加快农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该
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推出杨梅
蒸 馏 酒 、 杨 梅 文 创 产 品 等 伴 手
礼，开辟杨梅采摘游路线，进一
步推动杨梅全产业链发展。“目
前，梅园村正在规划筹建杨梅综
合交易市场，在里面开办一个杨
梅博物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助力横河杨梅‘扬帆出海’，使老
产业焕发新活力。”横河镇相关负
责人说。

“触网”升级，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横河杨梅种植历史悠久，距今
已 有 2000 多 年 。 清 代 余 姚 县 志

《嘉清志》 记述：“杨梅，产烛溪湖
山者中⋯⋯其味冠绝诸果”。文献
中提到的“烛溪湖”就位于现在慈
溪市横河境内。“横河民间还流传
着许多关于杨梅仙子的传说。”梅
园村村民孙国坤说，每年镇里举行
的杨梅开摘仪式上，梅农代表会将
首批成熟的杨梅献给杨梅仙子，感
谢她对横河的眷顾。

杨梅的历史传说让横河多了一
份迷人色彩，而现实版的“创业传
奇”则让横河梅农感到无比自豪。

“新中国刚成立时，横河杨梅产量
不高。70 多年来，梅农们抢抓发
展机遇，扩大杨梅种植面积，引进
新品种、新技术，加快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使杨梅产业成为造福一
方百姓的富民产业。”横河镇相关
负责人说，横河拥有 2 个以杨梅产
业为主导的省级兴林富民示范村、
7 个省森林食品基地、100 多名农
产品经纪人，经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杨梅

面积超过 3 万亩。
杨梅产业快速发展，为横河梅

农铺就“康庄大道”。“上世纪 80
年代，上山种杨梅苗的村民特别
多。尤其是杨梅承包到户后，大家
的种植热情更加高涨。”龙南村梅
农陈绍钿回忆道，大伙通过山上

“见缝插针”种植杨梅苗和荒山开
垦 ， 使 村 里 杨 梅 面 积 逐 年 递 增 。

“靠着杨梅销售，我家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购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 又 用 赚 来 的

‘杨梅钿’造起了 3 间二层楼房。”
从最初野生杨梅嫁接到小苗种

植，再到上世纪 90 年代杨梅大苗
种植，横河杨梅种植驶入发展“快
车道”。“那时，横河农业服务公司
还在村里专门开辟基地种植杨梅大
苗，对梅农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梅园村党总支书记胡森苗说，经过
多年发展，梅园村杨梅种植面积已
近 7000 亩 ， 形 成 “ 家 家 有 杨 梅 ，
人人是梅农”的产业格局。去年，
全村杨梅总产值约 5300 万元，梅
农户均收入 4 万元左右。

悠久历史，
辛勤劳动酿就甜蜜事业

每年杨梅采摘季前，不少市
民总会问横河梅农：“今年杨梅是
大年还是小年？”他们得到的答复
是：“从商品果产量看，杨梅大小
年之分已经不明显。”原因是梅农
通过科学种植管理，让山头杨梅
在大年不再密密麻麻，小年也不
再稀稀疏疏零落枝头。

杨梅大小年逐渐消失得益于
慈溪杨梅种植专家一招修剪疏果
的 “ 绝 技 ”。 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起，该市农技专家在杨梅主产区
推广杨梅枝条修剪技术，教授农
户疏花疏果技巧。“修剪过的杨梅
树果实个大色黑，品质明显高于
未修剪过的。在杨梅开花、结果
时，梅农通过生态疏花、人工疏
果，提高果实品质。”横河镇农办
副主任陈世强说，这一做法不仅
实现杨梅“减产增收”，还减轻了

梅农的采摘工作量。
为 了 种 好 杨 梅 、 开 拓 市 场 ，

横 河 农 技 人 员 和 梅 农 动 足 了 脑
筋。近年来，该镇大力推广杨梅
树矮化技术，降低树体高度，方
便游客采摘。“以前，成年杨梅树
树高都在 5 米以上，游客上树采
果困难，容易引发事故。”大山村
杨梅种植户戚敏告诉笔者，杨梅树
矮化后，来杨梅园采摘的游客更多
了。为了拓宽杨梅销路，他还在杨
梅园附近建起民宿，推出杨梅采摘
游、特色农家菜。今年 6 月 12 日、13
日，来度假的游客超过 400 人。

打好时间差，延长杨梅销售
周期，这是时下横河梅农考虑最
多的问题。每年杨梅采摘季，当
地杨梅主力军——“荸荠种”杨
梅销售总会遭到外地杨梅的前后
夹击。“我们应对的第一招是在大

棚里试种‘荸荠种’杨梅，提早
上市时间。”慈溪市横河东上河水
果农场场长胡国荣说，目前，农
场大棚杨梅总面积约 20 亩，全部
采 用 物 理 防 虫 等 生 态 技 术 栽 培
法。此外，他们还引入加热、温
控 设 备 ， 对 大 棚 进 行 精 细 化 管
理。与露天杨梅相比，它们的上
市时间提早 20 天左右，品质上乘
的能卖到 200 元一公斤。

近 年 来 ， 横 河 梅 农 在 种 好
“荸荠种”杨梅同时，大力引进
“舟山晚稻”“东魁”“水晶”等优
质杨梅品种，使“杨梅军团”错
峰上市。今年，在慈溪市农合联
杨梅产业分会的牵线搭桥下，该
镇梅园村、龙南村引种了“福建
特早梅”。与露天种植的“荸荠
种”杨梅相比，这种杨梅的上市
时间早了一个多月。

勤练内功，打响杨梅产销“突围战”

夏日，梅湖畔的群山翠岭上，
沉甸甸的杨梅挂满树梢，凝翠流丹。梅农们将

杨梅分拣、入筐后，搬至船上，运往城里销售……这是
慈溪女画家朱碧云描绘的上世纪80年代横河镇杨梅丰收场

景。今年，这幅精美的“杨梅画”被印在抱枕、马克杯等日用品
上，成为慈溪文创产品展示活动中的一大“明星”。

横河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美誉，杨梅栽种面积3.8万余亩，年
产值近 2亿元。在横河人心中，杨梅不仅是当地农业的“拳头产

品”，更是致富增收的“幸福果”。“通过栽种、销售杨梅，横河百
姓的生活蒸蒸日上。大家用赚来的‘杨梅钿’盖新房、买

汽车，供孩子们上大学。”朱碧云说，一颗颗杨梅
承载着横河人对幸福生活的希冀与

追求。

◀横河
梅农分拣包
装杨梅。

（陈 章
升 摄）

▶梅农戚
敏展示酿制的
杨梅酒。

（ 陈 章
升 摄）

横河梅农在大棚里摘杨梅。（陈章升 摄）

宁波德昂纳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