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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贤君

火热夏日，激情四射。近日，
位于奉化松岙的裘古怀纪念馆经过
一年的修建，已进入最后的布展阶
段，将于近日向公众开放，以纪念
烈士英勇就义 90 周年，为松岙的
红色旅游添上浓重的一笔。

裘古怀烈士是奉化区三大著名
英烈之一，是宁波地区唯一同时参
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革命
者。他的遗言“胜利的时候，请不

要忘记我们！”激励了无数人。去
年，奉化区和松岙镇共筹资 250 万
元，对大埠村裘古怀故居进行修
缮，改建成新的纪念馆。裘古怀
纪 念 馆 占 地 面 积 约 1110 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350 平 方 米 ， 包括陈列
馆、广场雕塑、景观小品及管理用
房等，全面展示了烈士的生平事
迹。

松岙是浙东革命的滨海前哨，
涌现出一批以卓兰芳、卓恺泽和裘
古怀为代表的革命烈士。近年来，

松岙镇利用丰富而厚重的红色资
源，结合山海优势，打造独具特色
的“红色之旅”。松岙镇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辖区内有中国共产党
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松岙党
支部建立地，还有卓兰芳烈士纪念
馆、卓恺泽烈士故居及墓穴。“我
们通过‘定向运动’，用 10 个革命
背 景 故 事 串 起 19 个 ‘ 打 卡 ’ 景
点。裘古怀纪念馆开放后，松岙的

‘红色足迹’将延长 10 公里左右，
使游客的红色之旅体验更加真实、
丰富。”

讲好“红色故事”，谋划滨海
发展新图景。松岙镇党委书记童华
斌表示，这几年，依托滨海倚山的
自然环境，松岙镇积极引入高端平
台，“一张图纸”绘到底，高标准
规划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加快“建
设生态品质小镇，打造滨海宜居福
地。”

昔日人迹罕至的小狮口区域，
现在成了滨海旅游开发新热土。绵
延的沙滩，椰林婆娑，构造出美丽
的“浙东小三亚”景观。每年春天
到深秋，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
休闲度假；盛夏时节，一对来自上
海的姐妹特意来此踏沙滩，赏海

景 ， 非 常 兴
奋 ：“这里还
能 品 尝 透 骨
新 鲜 的 象 山
港 野 生 海 鲜 ，
十分惬意！”

作为奉化主
要的蜜橘产区，松
岙 拥 有 8000 多 亩 橘
园 ， 再 过 半 个 多 月 ， 特
早熟橘将会上市。镇农办负责
人 表 示 ，“ 农 旅 结 合 ， 打 好 ‘ 旅
游 牌 ’， 让 更 多 农 家 特 产 走 出 松
岙 ， 帮 助 农 民 增 收 。” 据 统 计 ，
去 年 松 岙 的 游 客 量 已 逾 10 万 人
次。

结合奉化区“我们的家园”创
建工作，今年松岙镇全面启动美丽
乡村建设年行动计划，镇财政投入
3000 多 万 元 ， 围 绕 “ 山 海 乡 愁 ”
这一主线，开展国家卫生镇、省文
明镇、省美丽城镇、省 3A 景区镇

“四镇”联创工作，将文化引导融
入乡村建设，打造游客品乡愁的生
态小镇。

大埠村以“一环一片两纵八节
点”为重点，建设海韵田园景观
片、生活步道和红色文化、农耕文

化两条轴线等项目。工程即将启
动，准备用三年时间打造集休闲娱
乐、旅游观光、生态环保等元素于
一体的 3A 级旅游村庄。

此外，镇里还大力推进西岙、
大埠、淡溪、五百岙等村的农房改
造，拆旧建新，开展镇区及沿海中
线两侧环境整治工程，完成 6 万平
方米绿化养护，实施污水处理厂扩
容升级等工程，改善乡村环境，夯
实发展基础。通过一系列主题文旅
节庆活动的展开，争取在 2 至 3 年
内将松岙建设成为宁波市级红色研
学基地。

松岙：串联“红色足迹”扮靓滨海田园

通讯员 朱燕君 王谢雪
记 者 陈朝霞

受疫情影响，中国暂停大部
分外国人入境，外资企业无法正常
运营，怎么办？日前，在海曙区南门
街道的帮办和协调下，辖区企业法
国巴黎家用产品集团宁波代表处
的企业法人入境问题有了眉目。

“现在资料递交上去了，就等省商
务厅批了，等拿到了入境邀请函，
公司的法人就能正常入境了。”该
企业负责人开心地表示。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外政
策环境，以及财政、土地等资源紧
缺难题，南门街道深化“三服务”
活动，打造招商引资“强磁场”，通
过抢抓机遇、服务先行、深挖资
源，全力招商稳商。

全方位服务
缓解疑难杂症

“多亏了服务专员帮忙指导
线上登记，不仅不用来回跑，受理
时间也大大缩短。”日前，在南门
街道“屏对屏”“线连线”服务模式
下，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帮扶
优质异地企业——宁波奥科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入驻宁波，快速完
成落户登记手续。受疫情影响，今
年以来，各大企业在业务办理、资
金周转等各方面承受着重重压
力。面对复杂形势，南门街道先后
成立创业就业联盟、社企党建帮
办联盟等组织，全天候全时段解
企业燃眉之急。

创业就业联盟的服务专员对
辖区内办公楼、特色商业街区等
进行了排摸走访，了解疫情对企
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同时向企业
宣传各项惠企惠民政策和各类用
工服务平台，制定政策办理操作
手册，线上线下答疑解惑，打通惠
企绿色通道。

精准化服务
补足资源短板

面对日益激烈的招商竞争压
力，南门街道立足楼宇经济和总
部经济产业基础，规划打造以数
字经济产业园、博洋集团总部经
济区、港航服务中心、现代商贸中
心为主体的“一园一区两中心”产
业布局，实施精准招商。

“我们通过宁波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产业园和上海交大人工智
能研究院等数字经济产业园的集
聚吸引力，搭台促合作，成功引进
了产链数字科技和昊祥新材料等
优质项目。”南门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街道以优化产业结构为
导向，积极对接浙江大学、同济大
学等高校专家学者，研究服务申
报 15 个市“3315 系列计划”项目，
成功孵化出清郢环境科技等 20
余家科技型企业。

在街道人才、政策、设施等精
准助力下，辖区企业博洋集团创
客 157 创意创新园入驻企业 60 余
家，带动 1100 余人就业，年营业
额近 30 亿元，还获评第四批市级
文化产业园区。

经常性服务
释放潜在动能

日前，宁波首个 TOD（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综合体项目——宁波星悦城中心
顺利启动全球招商，目前已有大
型超市、影院、名企等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招商能顺利进行，得益
于街道的包干负责制。”该项目负
责人说。

复工复产后，南门街道迅速
制定“一个领导+一个小组+一个
项目”的包干负责制，通过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的方式，将街道 19
个攻坚项目分包到人、责任到岗，
确保各项目有序推进。

“有了责任人，通过经常性走
访、服务，对项目进行实时跟踪，
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
效。”南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该街道将在招商方向、招
商品质方面提前介入，持续提供
优质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海曙南门街道：
“三服务”打造
招商引资“强磁场”

小狮口人造沙滩营造南国
风情，成为游客休闲打卡地。

新建的裘古怀纪念馆，即将向公众开放。 （余建文 李贤君 摄）

南门街道设立惠企惠民专窗
受理疫情有关补助政策。

（南门街道供图）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钟
信 军 响 应 政 府 的 号 召 重 新 开 放
农庄。不出所料，特色盐文化成
为吸引游客的一块招牌。木板晒
盐、地膜毯制盐，让游客充分体
验作为盐民的新奇感受；盐仓、
盐文化长廊等建筑让游客置身微

咸的海风之中，感受盐文化的底
蕴。仅试营业期间，每月有 3000
余人前来观光体验。

“现在有不少团客来到农庄体
验，来自上海、宁波等地的旅游
团队很多，在农庄开展团建的企
业也不少。”钟信军说。近几年，

他还开设了电子商城及电子商务
平台，积极推广农庄。

今年 5 月，庵东镇成立了乡
村旅游协会，凭借多年的经营经
验与开阔思路，钟信军担任协会
会长。“现在各级政府很重视乡村
旅游，我们作为其中的主体更应
该团结在一起，我也会用自己这
些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其他农庄积
极交流，为庵东的乡村旅游事业
作出贡献。”钟信军说。

特色盐文化，吸引游客来体验

“家庭农场创业故事”系列报道之十二

雨轩果蔬农庄入口雨轩果蔬农庄入口。。（（黄程黄程 孙逸锴孙逸锴 摄摄））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在位于庵
东镇新建村的雨轩果蔬农庄里，仍
然是一幅热闹景象。不久前，杭州湾
新区首届葡萄节举办，农庄迎来了
更多的游客。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
以采摘、品尝香甜的瓜果，还能体验
特色文化项目。

雨轩果蔬农庄负责人钟信军告
诉记者，自己对于农庄的发展一直
有着独特理解与设想，从 2009年农
庄建立以来，他设想中的农庄也在
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

如今的雨轩农庄占地 310 亩，
是一座集生产、休闲、观光、科教等
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
150 亩的采摘体验园中，瓜果蔬菜
种类多样，葡萄、草莓、甜瓜、西瓜、
番茄、火龙果和各类当季果蔬，让游
客在每个季节来园区都有不同的体
验。农耕体验活动区内，盐文化体
验、原始生活体验等活动丰富多彩，
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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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程
杭州湾新区报道组 孙逸锴

谈到创办农庄的初衷，钟信
军 说 起 当 年 的 故 事 仍 然 内 心 激
动。2009 年，37 岁的钟信军在参
加了当地一次年轻党员创业培训
后 ， 看 着 村 里 的 许 多 荒 地 不 禁
陷 入 了 思 考 。 在 耕 地 资 源 紧 张
的 慈 溪 ， 荒 地 是 被 人 忽 视 的 宝
啊 ！ 在 培 训 中 专 家 提 出 共 同 致
富 、 资 源 有 效 利 用 等 理 念 ， 钟
信 军 想 到 了 整 合 村 里 的 大 片 荒
地 ， 开办一个农场。“我之前是
承包小工程的，但是一直以来都
有做农业的梦想，考虑成熟后便

踏上了打造农庄之路。”钟信军
说。

一开始，农庄的发展方向是
纯种植农作物。钟信军尝试着种
植了各类瓜果蔬菜，结果却不尽
如人意。“因为我们庵东镇是沿海
小镇，土壤偏盐碱化，所以没有
经过改良转换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果实口感不好。”钟信军说。
在遇到这一问题后，他投入

大棚建设资金 200 万元、基础设施
及土地改良资金 800 万元。在一次
次的改良后，农场内的土壤逐渐
适 合 农 作 物 生 长 ， 并 且 长 势 喜
人。“当时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一窍
不通，在村里请了不少种植好手

来帮忙，还从宁波请来了专家团
队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改良。”钟
信军说。

随着在农庄上的投入越来越
大，钟信军的妻子把心中的担忧
说了出来：“开始几年里只有投
入，作为家人虽然很信任他，但
总担心投入这么多钱，能否赚回
来。”面对家人的担忧，钟信军
把农庄设想与接下来的每一步发
展和盘托出，看着他胸有成竹的
模样，家人们的担忧情绪有所消
散。

追逐农业梦，探索之路很艰难

“经过两年的改良后，农庄的
瓜果质量让游客们很满意，紧接
着我就对农庄的未来发展开始布
局。”钟信军说。2008 年初，奔着
往 一 二 三 产 综 合 协 调 发 展 的 方
向，他在农庄内开办了一家田园
餐厅，开办后生意火爆。因为休
闲旅游产业链的延长，餐厅吸引
了更多游客的到来，还因此带动
了周边的乡村旅游。

之后几年，尝到甜头的钟信
军继续把农庄的综合化发展摆在
了首位。他从北京请来了相关团
队，将农庄与庵东特色的盐文化
结 合 起 来 ， 同 时 结 合 河 姆 渡 文
化 ， 把 雨 轩 果 蔬 农 庄 打 造 成 以

“石器时代”为主题的农庄。
从 2018 年设计动工到 2020 年

建设完工，几年时间里钟信军一
心扑在主题建设上。但就在即将
对外开放时，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农庄的发展陷入了停滞。“本来打
算年初正式对外开放体验活动，
被疫情影响后便搁置了。”钟信军
说，疫情发生后，他响应政府号
召，停止了农庄的对外开放。

关闭农庄后，园区内的蔬菜
水果依旧生长旺盛，游客无法来
到农庄内采摘，怎样把当季果蔬
售卖到居民的手中成了难题。“针
对这个问题，建立微信群，将附
近的居民们拉到群里，公布每天
采摘的新鲜果蔬数量和种类，有
需要的居民在群里预约，第二天
由我们派人送到居民家中。”钟信
军说。

“送菜上门”减少了农庄的损
失，也让村民们得到了便利。一
举两得的同时，钟信军还将农庄
里种植的新鲜草莓送到防疫工作
人员的手中。“看着村里的防疫工

作人员每天那么辛苦，赠送点水
果给他们是我力所能及的小事。”
钟信军告诉记者，看着防疫工作
人 员 能 够 吃 上 自 己 种 出 来 的 草
莓，他心里也甜滋滋的。

疫情砺斗志，积极求变渡难关

游客在农庄内游玩体验。 （黄程 孙逸锴 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晒盐操作。
（黄程 孙逸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