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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巷蜜梨种植业已经过 60 多
年发展历程。上世纪 50 年代初，
当地农户尝试在房前屋后、河边地
角等小规模种植蜜梨。经过新老梨
农“接力传承”，“甜蜜事业”不断
发展，蜜梨种植面积从寥寥数亩扩
大到上万亩。近年来，该镇大力推
广棚架栽培、管道喷药等技术，建
起优新品种蜜梨种植示范基地，带
领广大梨农走上了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

家住新缪路村的张永高是新中
国成立后周巷第一代“梨农”，也
是当地资深农技员。一聊起周巷蜜
梨产业发展史，这位耄耋老人打开
了话匣子。“上世纪 50 年代，周巷农
户从上虞引进 3 棵‘晚山吉梨’树
苗试种。这种梨皮厚、核大，虽然
口感、甜度不如现在的新品蜜梨，

却 承 载 着 周 巷 人 儿 时 的 甜 蜜 记
忆。”张永高说，上世纪 70 年代末，
周巷“晚山吉梨”种植总面积已近 4
亩。金秋十月，村民们常聚在一起摘
梨、品梨，分享丰收的喜悦。

周巷蜜梨产业驶入发展“快车
道”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
该镇农户在种好水稻、棉花等农作
物同时，尝试种植黄花梨。“1984
年，我们从浙江农业大学引进黄花
梨。这种梨早熟、抗病、品质佳，在
市场上反响不错。经过多年种植推
广，周巷黄花梨总面积在 2000 年超
过万亩。”张永高告诉笔者，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周巷蜜梨销售区域逐
渐从慈溪扩大到杭州、上海等地。每
年 6 月至 8 月，福建、广东等地水
果批发商都会相聚周巷，将一车车
优质蜜梨销往全国各地。

黄花梨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
是要种好需要花费不少精力。1998
年，几名来自台湾的果农在湖塘新
村承包了 188 亩果园，并成立宁波
台逸农业有限公司，当地老农陈桐
芳受聘按他们的模式打理果园。时
隔 22 年，如今 73 岁的陈桐芳带着
笔者走进这片果园。“你看，梨树
排列整齐、间距适中，排水沟渠挖
得深且宽，诱虫灯、黏虫黄板等物
理 防 虫 设 施 一 应 俱 全 。” 陈 桐 芳
说，虽然这个果园已变为一个家庭
农场，但依然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梨
园。

周巷镇崛起现代化梨园，成为
当 年 慈 溪 农 业 领 域 的 一 大 新 闻 。

“台湾梨农为周巷梨农带来了先进
的栽培技术。许多梨农第一次听说
种梨不仅要给梨‘穿衣服’，而且
不同时期还要‘穿’不同颜色的

‘ 衣 服 ’。” 陈 桐 芳 说 ， 1999 年 ，
“台逸”梨园产的蜜梨平均每只能
卖 5 元，“当年，不少水果供应已
从紧缺发展到局部过剩，水果销售
难开始困扰果农。周巷这片梨园高
产量高收益，成为慈溪效益农业的
典范。”

“台逸”梨园刮起“梨旋风”，
不仅吸引众多梨农上门“取经”，
还激发许多年轻人投身蜜梨产业的
热情。“听到‘台逸’梨园一只梨
卖了 5 元的新闻后，我和家人也加
入‘取经大军’，向老陈请教蜜梨
种植技术，学习果园的现代化管
理。”慈溪市农逸果蔬农场负责人
陆丽娟说，不同于靠天吃饭的传统
农业，效益农业少不了投入。正是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她在自家果
园里深挖沟、广搭架，该建的农业
设施一个不落。蜜梨种植面积也从
最初的几十亩扩大到如今的 150 多
亩，梨园亩产值比周边其他梨园高
出不少。

薪火相传
“小蜜梨”育出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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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富民乡村产业⑦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董建亚

“过去无处停车，如今只需一
个月交 100 元停车费，就能放心停
车，感觉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感
谢小区网格员、政协委员、物业公

司等多方助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居民的难题。”近日，海曙区段塘街
道华兴社区宁兴小区的居民蔡豪亮
接到社区通知让他领取停车号时，
非常开心。

宁兴小区建筑面积 5.19 万平方

米，实际居住着 1588 人，停车难
是该小区的“老大难”问题。华兴
社区党委书记陈承介绍，宁兴小区
没有地下停车场，有 36 个地面划
线停车位，加上小区道路停车位，能
解决 200 余辆车辆停车，但小区业
主车辆近 300 辆，有近 100 辆缺口。

而停车难的缓解，得益于“网格
员上报难题、社区搭建平台、政协委
员协商解决”的民主协商活动。

蔡豪亮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停车难题困扰居民多年。“晚上开车
回家，总要在小区边绕上好几圈，还
是很难找到车位。没有办法，我只好
把车停在小区外面的道路边，结果
被抄牌成了常态。”居民屠苏也叹
息：“我的车是新买来的，小区停车
密集，才开了几天就被其他车辆给
剐蹭了，真心疼。”

可以说，解决小区停车难题，
是居民迫切的心声。今年初，小区
网格管理员王飞将这一民情上报，
被段塘街道政协联委会负责人陈聪
知晓，于是，一场“请你来协商·
小区停车位少怎么办”的民主协商
活动应运而开。

当天，段塘政协联委会组织政
协委员、社区、物业、业委会等成
员 10 名 ， 进 行 了 面 对 面 深 入 交
流。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意
见建议。

政协委员邱建光建议，通过改
造绿化增补停车位；政协委员励娴
表示，利用改造断头路、拆迁空闲
地块，解一时之困；陈承则提出，
小区附近新建的孙文英分校有一个
公共停车场还未投用，可以盘活这
一存量资源，资源共享服务居民。

正巧，这一公共停车场是钱芬
委员所在的亚太联创控股集团在管
理，作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钱
芬当场表示：愿意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全力支持这一举措。

说办就办。隔天，钱芬牵线搭
桥，段塘政协联委会与这一停车场
代建公司进一步沟通交流，希望该
公司能考虑到周边小区的实际困
难，拿出部分停车位来解决居民群
众的燃眉之急。经过良好的沟通，
代建公司表示愿意开放部分停车
位，而且停车收费低于市场价。

接着，社区通过发放公告、自

主申报及择优录取等方式，首批为
近 20 个 车 主 解 决 了 临 时 停 车 问
题。同时，社区也联系物业，在绿
化带上装起围栏，在道路上安装隔
离装置，杜绝绿化带停车行为。

而“协商民主”平台正逐步在
段塘街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继
解决宁兴小区的停车难题后，段塘
街道还把协商“圆桌”摆到居民群众
家门口，将协商平台搭建在公寓写
字楼、建筑工地，就老旧小区改造、
文明城市创建、就业创业等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通过“融合新思维、共
享新动能”之原则，将“电瓶车及出
租房整治”“老旧小区共同缔造”“文
明城市红色突击队建立”等一系列
意见建议，切切实实地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措施，惠及辖区更多居民。

网格吹哨 平台搭线 多方报到

海曙段塘：民主协商缓解小区停车“老大难”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张超梁 姚单

城市老旧小区之间空间交
错、界限不清，常常“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同时，这些小
区多为敞开式，设施陈旧，加
之缺乏规范的物业服务，给管
理和基层治理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

日前，镇海区庄市街道“邻
里老街”党建服务联盟成立。该
联盟由庄市老街沿线的庄市社
区、庄一社区、兴庄路社区和联
兴社区 4 个社区的党组织组成，
旨在通过多方联动，共同商议与
推进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以及社
区各项事业发展。

笔者看到，这几个社区沿着
庄市老街分布，多层公寓楼、老
宅 、 弄 堂 和 商 铺 错 落 其 间 。
“‘邻里老街’党建服务联盟是
镇海首个基层治理综合体，以提
升老旧小区治理服务为使命，将
通过党建引领，统筹社区治理力
量，凝聚发展与服务资源，相互
借力，切实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服
务水平。”庄市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党建联促、治理联动、实
事联议、活动联办与事业联创，
是我们组建联盟的初衷，也是联
盟的职责所在。”

据悉，“邻里老街”党建服
务联盟约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 1
次协商议事会议。对于开展合作
的项目，涉及单位也将派人进行
定期对接。为此，联盟还设置了
1 名秘书长，由 4 个社区轮流派
出人员担任，主要负责日常沟通
联系、对接协调、会务组织等工
作。

“每年 12 月底前，围绕中心
工作、区域特色、民生关切等方
面，确定联盟下年度重点项目，
一般每年 3 项到 5 项。”联兴社区
党委副书记陈聪担任“邻里老
街 ” 联 盟 的 首 任 秘 书 长 ， 她
说，“充分听取各个社区居民的
意见后，‘老墙门、新市井’寻
根之旅、区域退役军人服务站
与 基 层 治 理 能 人 库 建 设 等 6 个
项目已被列入 2020 年度首批重
点项目清单，有些项目已经在
推进中。”

联盟成立后，将在党建、基
层治理、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合
作，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抱
团发展”，从而实现党建强、基
层治、百姓安。“在党建联促方
面，深化合作交流、示范带动，
严格落实各项基本制度，推进党
建阵地设施、资源要素互联互
通、有序交融，推动党员联管联
育，协同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 。” 庄 市 街 道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在治理联动方面，围绕社
区治理提升，开展区域环境整
治、基层治理一体化布局、整体
式联动，以队伍共建、资源共
享，共同破解单一社区、局部整
治工作难题，打造‘印象老街’
独特风情。”

据悉，为凝聚更多力量参与
社区建设，根据议事协商主题，

“邻里老街”党建服务联盟将定
期邀请相关社区两委干部、兼职
委员，联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
街道职能办所中心负责人等参加
协商议事会议。

镇海庄市：

治理综合体
破解老旧小区
管理难题

庄市居民走过小巷。
（何峰 摄）

进入7月，慈溪市周巷镇万亩梨园迎来了丰收季，果园内弥漫着蜜梨的清香。一只只翠绿、清甜的蜜梨经采摘、分拣、装箱后，被梨农销往福建、广东等地。“与去
年相比，今年的蜜梨水分更足、肉质更细。‘出梅’后，梨的口感会更好。”慈溪市周巷镇蜜梨精品园负责人徐卫星说，6月下旬以来，他们已采摘200多吨翠玉、翠冠
梨。上门采购的大客户除水果批发商外，还有不少超市负责人。

周巷镇是“中国黄花梨之乡”，蜜梨年产值超9000万元。近年来，该镇聚焦蜜梨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走种植农艺标准化、营销渠道便捷化和延伸产业多样化的发展
道路，成功打造品种优新、栽培科学、防控无害的蜜梨种植示范基地。“从‘单家独户’到‘规模生产’，从‘等客上门’到‘找客下单’，梨农们建立蜜梨产销新模
式，‘试水’蜜梨深加工，探索农旅融合模式，坚持走效益农业之路，在万亩梨园上造就了亿元产业。”周巷镇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张天叶 通讯员 岑俞贝

除了新理念、新技术，蜜梨品
种“更新换代”也让周巷梨农尝到
发展效益农业的“甜头”。自 2000 年
起，该镇加强与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交流合作，聘
请蜜梨专家实地传授经验，陆续引
进翠冠、翠玉、新玉等蜜梨品种。

“梨农们‘内外兼修’，进一步做大
做强蜜梨产业。”周巷镇农办负责
人说，“迎娶”新品种蜜梨，使周巷
蜜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梨农收入
稳步攀升。去年，周巷新玉梨亩产
量超 2000 公斤，一盒 5 公斤装的红
酥梨零售价达 100 元。

经过梨农多年辛勤耕耘，蜜梨
产业已成为周巷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的 重 要 支 柱 。去 年 ，新 缪 路 村
1200 户蜜梨种植户共销售蜜梨近
7000 吨，总产值超过 3500 万元。“在
新缪路村，蜜梨就是百姓的‘致富
果’。靠着卖梨的收入，村民们建
房、买车，送孩子上大学等，过上了
小康生活。”村党总支书记唐常清
说，近年来，镇村联动将蜜梨的优
新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引进来，种
植大户把蜜梨品牌“打出去”，让周
巷蜜梨实现品质效益双提升。

蜜梨产业发展离不开现代水
利设施保障。2014 年，周巷镇在
新缪路村二塘横沟开始修建“三
面光”渠道。目前，这种渠道已
覆盖该村所有农田。“以前，村里
只有又小又窄的泥沟渠。碰到暴
雨或干旱天，果园就会出现排水
或 灌 溉 问 题 。” 村 民 符 伯 勋 说 ，

“现在，下雨天闸板一拉，雨水能
通过‘三面光’渠道排掉；遇到

干旱天，3 台水泵同时开启，一夜
之间就能灌溉所有梨园。”

为了帮助梨农与水果批发商
实现供销“无缝对接”，新缪路村今
年在梨园周边空地上建起 10 个蜜
梨销售中转站。“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今年周巷早熟蜜梨批发价比
去年低了 30％左右。6 月以来，村干
部们在网络平台上积极推介周巷
蜜梨，通过‘农超对接’帮助梨农拓
宽销售渠道，借助慈溪蜜梨节活动
平台打响品牌。”唐常清说，最近，
村干部正与市镇相关部门商讨谋
划，计划在新缪路村建一个大型蜜
梨交易市场，帮助梨农拓宽销售渠
道；建一座大型冷库，延长蜜梨销
售期。

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周巷蜜梨
加快“走出去”步伐。近年来，当地
一些蜜梨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
项目合作等方式，在周边地区开展
蜜梨规模化种植经营。“‘辐射’周
边地区后，梨农们进一步提升了产
业规模和效益。”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种梨能手们在外承包梨园，
将本地优新品种蜜梨以及相关检
验标准推广至外地，进一步擦亮周
巷蜜梨这张“金名片”。

创新驱动
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慈溪周巷：
万亩梨园种出甜蜜生活万亩梨园种出甜蜜生活

段塘政协联委会在社区现场办公段塘政协联委会在社区现场办公。。

段塘政协联委会商讨文明城市创建问题段塘政协联委会商讨文明城市创建问题。。 （陈朝霞 摄）

梨农在果园采摘蜜梨梨农在果园采摘蜜梨。。（（陈章升陈章升 成文波成文波 摄摄））

周巷梨农种植的红酥梨周巷梨农种植的红酥梨。。（（陈章升陈章升 成文波成文波 摄摄））蜜梨挂满枝头蜜梨挂满枝头。。

梨农分拣蜜梨梨农分拣蜜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