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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方彦东

昨天上午，央视新闻频道以短
片形式回顾了我国杂交水稻高产攻
关的历程，其中提及了我市马荣荣
团队育成的“甬优 12”超级稻品
种于 2012 年在鄞州区实现百亩方
平均亩产 963.65 公斤。当时，这意
味着全国超级稻三期攻关提前 3 年
完成任务。

近年来，我市“甬优”系列杂
交水稻研究水平始终稳居全国前
列，并连续创下了一系列高产纪
录。

2018 年，“甬优”单季稻百亩
方平均亩产达到 1017.28 公斤；连
作 晚 稻 双 季 亩 产 达 到 1439.95 公
斤，创浙江省高产纪录。

2019 年 ，“ 甬 优 ” 以 百 亩 方
1032.04 公斤、攻关田 1106.39 公斤
的亩产，双双打破浙江省单季稻产
量纪录；以百亩方 1071 公斤、攻关
田 1102.9 公斤刷新太湖稻区单季稻
产量纪录；以百亩方 1089.0 公斤的
亩产刷新湖南省单季稻产量纪录。

2020 年，“甬优”在贵州省黔
西南州以 1081.8 的亩产刷新贵州省

单季稻产量纪录。截至发稿前，其
余区域尚未测产收割。

据 市 农 科 院 科 技 人 员 介 绍 ，
“甬优”水稻的高产特性来源于籼
稻、粳稻两个亚种间的杂交优势。
然 而 ， 由 于 两 者 亲 缘 关 系 较 远 ，
籼、粳亚种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殖
隔离，杂种后代结实率低、生育期
超亲晚熟、籽粒充实度差、植株偏
高易倒伏等问题难以解决，曾一度

影响亚种间杂种优势的直接利用。
自 1983 年以来，在省市科技

部门的支持下，市农科院马荣荣团
队从水稻性状及育种方法研究入
手，建立了水稻有利性状的检测与
集聚技术体系，并创造性地运用籼
粳亚远缘杂交和三系法杂交育种，
开展强优籼粳杂交稻组合的选育。

2000 年 ， 杂 交 粳 稻 “ 甬 优 1
号”诞生，成为我省第一个比照增

产 10%以上的粳稻品种，当年就在
全省推广种植 20 万亩。

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甬优”
家族不断壮大，已累计育成杂交水
稻组合 49 个，通过审定 （认定、
备案） 138 项次；育成品种中通过
全国审定的品种有 11 个。甬优 6
号、甬优 12、甬优 15、甬优 538、
甬优 2640、甬优 1540、甬优 7850
等 7 个组合先后被农业农村部认定
为籼粳杂交超级稻品种。

研究团队始终坚持“育繁推”
一体化模式，通过与市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长期合作，走出了一条品
种产业化的独特路径。目前，“甬
优”水稻在浙江省内种植面积占比
已连续 7 年位居榜首，育成品种推
广到苏、浙、皖、赣、闽等 12 个省市
区，年种植面积超 500 万亩，创造社
会效益 10 亿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保障育种创新工作，宁波市
“科技创新 2025”现代种业重大专
项等重大科技项目已在市农科院落
地。同时，在良种良法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上，科研团队将以水稻的绿
色、安全、高效种植作为一个主要
目标，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机器
换人机械化精准种植等技术运用到
生产中，着力推进“甬优”水稻品
种“南延北扩西进”，服务全国粮
食生产。

屡创高产纪录

宁波超级稻是怎样炼成的？

“甬优”种植基地。 （孙吉晶 方彦东 摄）

纤腰玉带舞天纱，回眸一笑胜星
华。昨天，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表演艺术 （舞蹈）
专业的女生穿上 TUTU 裙服，在练
功房、田径场、教学楼等处拍摄了一
组创意毕业照，把柔美的舞姿用一种
特别的方式定格在了校园。

该校 2018 级表演艺术 （舞蹈）
专业共有 21 名女生，这个班曾获
2019 年度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荣
誉，两个作品 《雾雨电》《碇步桥水
清悠悠》在去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
舞蹈专场比赛中均获一等奖。

（王国海 严龙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宣文）“反对浪费标语、理性消费
提示等宣传都做得很到位，后厨卫
生情况良好，消毒记录、进货台账
等都十分齐全，但从现场餐桌看，
消费浪费情况还是不少。”昨天，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在检查一家餐饮
店时提醒企业负责人：“虽然之前
已被列为餐饮红榜，但若在制止浪
费方面没有取得实效，下次评定将
因此减分。”他建议企业通过增设
专人提醒消费者、主动提供打包盒
等方式减少餐饮浪费。

10 月 15 日，我市举行“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动集中启动仪
式。市市场监管局随即按照浙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餐饮
行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
指南》 启动餐饮企业厉行节约专
项检查。

“按照职责分工，我们重点检
查内容包括餐饮企业宣传氛围营
造、减量减价菜品供应、明码标
价、计量规范等几个方面。”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制止
浪费”已被列入餐饮红黑榜考核内
容之一，对各餐饮企业厉行节约的
检查结果将融入最新一期的餐饮红
黑榜公示，同时结合餐饮单位评优
评奖等，倒逼个别餐饮企业主动整
改。

据悉，市市场监管局成立了工

作专班，并制定下发 《关于贯彻落
实省市场监管局餐饮行业“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行动指南相关要求的
通知》 和 《网络餐饮“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行动指南》。

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将厉行节约
监管融入红黑榜，并实行一次提醒
二次复核再上榜制度。针对检查发
现的部分餐饮店未提供节约用餐便
利、海鲜排档使用实物原料的样品
菜为“菜单”、菜单未标注分量等
情况，指导餐饮企业推出小份菜、
半份菜、按餐采购、剩餐打包等服
务。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日前对南塘
老街进行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在牛
吃草、玉祥泰、缸鸭狗等餐饮店的
菜单上加盖“适量点餐、理性消

费”印章，提醒消费者厉行节约、
合理消费。

奉化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
局、餐饮行业协会对餐饮企业进行
检查。检查中，倡导、鼓励餐饮企
业主动提供大、中、小分量的餐
品，提醒顾客剩餐打包带走；鼓励
餐饮企业积极推行行之有效的奖惩
措施，如华侨豪生大酒店对整桌光
盘的消费者，每人赠送奉化本地特
色小吃等小礼品。

据初步统计，全市已出台相关
措施文件 20 个，成立专班 11 个，
市本级及所有区县 （市） 已开展启
动活动，联合媒体开展明察暗访 9
次，重点曝光单位 3 家，检查餐饮
单 位 5670 家 ， 发 现 问 题 单 位 121
家，都已督促整改。

“制止浪费”列入餐饮红黑榜考核项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朱蔚 应俊） 11 月 1 日零时，一年
一度的跨境电商“双 11”大促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据宁波海关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大促活动启动首
日，该关已放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进口申报清单 558.9 万票，商品金
额 11.12 亿 元 ， 放 行 包 裹 304.2 万
个。

其中，宁波保税区、慈溪出口
加工区两个大促活动的主战场分别
放行申报清单 441.3 万票和 117 万
票。化妆品、洗护用品、婴幼儿用
品等跨境进口商品受到国内消费者
的追捧。

“菜鸟通过数字化技术，不断
升级海外提货、中心仓分发、保
税仓运营等各个物流环节，与全
国 15 地海关的 22 个口岸联合打造
了‘秒级通关’的关务平台。”菜
鸟国际供应链国际关务总监雷林
飞 说 ， 截 至 11 月 1 日 6 时 33 分 ，
菜 鸟 已 经 有 1000 万 单 顺 利 清 关 ，

这 一 速 度 比 2019 年 天 猫 “ 双 11”
当天大幅提前了 2 小时 14 分，提
速 25%。

宁波海关“同仓存储、同包发
货”“一盘货”等业务模式对该公
司统筹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
供了很大帮助。

据了解，宁波海关针对“双
11”期间跨境商品种类多、数量
大、规格杂、进区时间集中等特
点，在促销前一个月就组织开展实
地调研走访，摸排企业备货情况、
促销总量、仓储现状、物流能力等
具体情况，增加 10 万平方米临时
备货仓储，提前对跨境辅助系统开
展压力测试，做好关区数据传输通
道扩容，及时排除系统故障，确保
系统运行顺畅。

“双 11”期间，宁波海关还专
门制定“双 11”监管方案与应急
预案，合理调配人力，促销高峰期
间卡口 7×24 值守，确保包裹顺利
出区以提高消费者购物体验。

“双11”活动首日

我市跨境电商
进口申报清单超550万票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康庄严） 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公布全
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
型地区名单，宁波市入围，喜获国
家级荣誉。

我市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于 2014年率先在江北区开展整
区试点，历时5年，全市所有区县（市）
高分通过验收，农户承包合同签订率
99.4%，权证发放率 97.5%，进一步稳
定了全市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了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全面
摸清了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的家底，
并妥善化解了一批土地承包矛盾纠
纷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了承包地信

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稳定了农村
土地承包关系。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改革打实了基础，
到 2019 年底，全市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流转率 69.6％，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率 70.1%，承包地流转期限
在 5 年以上面积为 79.2 万亩，占流
转总面积的 52.7%，土地流转稳定
性进一步提高。

确权登记颁证也促进了农村承
包土地权能活化。江北、奉化、慈
溪、象山、镇海等 5 个区县 （市）
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登记抵押贷款
工作，慈溪市被列入全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累计抵
押贷款总额 9 亿多元。

我市农村承包地权证
发放率97.5%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受到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表彰

记者 冯瑄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张亮

经过 3 年的生长，从黑褐色到
金黄色，数千公里外的延边黑土地
上，一朵朵“黄金花”桑黄如期绽
放。“桑黄营养价值很高，再过 2
个月就可以采摘，收购价格每公斤
约 600 元。”昨天，在延边和龙八
家子镇，镇武装部部长牟国兴满怀
期待。

桑黄，又称“森林黄金”，在
抗癌抗肿瘤方面，是国际公认的生
物领域药用真菌。八家子镇地处和
龙市东北部，是桑黄繁育生长的黄
金地带。早在几年前，当地一家科
技公司就已经开始培育桑黄。虽然
市场前景良好，但投入大，耗时 3
年才能获得效益。因为缺少资金支
持，桑黄种植一直没有实现规模化
和产业化种植。

以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为契
机，宁波鄞州与和龙携手打造桑黄
种植产业特色援建项目，3 年来累
计在和龙市八家子镇投入宁波财政
援助资金 5900 万元，形成桑黄大
棚 245 栋 106.8 万 段 的 种 植 规 模 ，
八家子镇桑黄种植基地初具规模。

目前，该基地已经扩容覆盖了
6 个行政村，通过向贫困户流转租
赁土地、参与运营就业、利润统筹
分配三种方式，带动就业增收、脱
贫致富。

牟国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
去这块地以种植玉米为主，一亩地
产量在 650 公斤左右，按照最高市
场价格计算，产值约为 900 元。种
上桑黄之后，仅仅一个占地面积约
350 平方米的大棚，收益可达 14 万
元。按照 3 年一个周期计算，种植
桑黄的收入是种植玉米的 40 倍。

眼下，尽管第一批桑黄收益
还在预期中，但这项产业的造血
能 力 已 经 显 现 。 据 和 龙 当 地 统
计，八家子镇桑黄基地吸纳解决
贫 困 户 就 业 150 多 人 ， 其 中 长 期
管护工人 30 多人，人均增收 3000
余元。“活不累，还能照顾家里，
一年到手 1 万多元！”徐明福曾经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成了基
地管护工人。

种植基地只是八家子镇发展桑
黄特色产业的第一步。借力援建项
目资金投入，八家子镇同时建设了
年 产 30 万 段 桑 黄 菌 段 的 生 产 车
间，今后将依托桑黄基地，打造

“ 桑 黄 智 慧 康 养 ” 特 色 小 镇 。 到
2021 年，八家子镇要建成全国桑
黄特色小镇，桑黄生产发展到 35
公顷 216 万袋，总产值争取做到上
亿元。

黑土地上开出“黄金花”

宁波投入5900万元
帮扶和龙打造桑黄小镇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宋兵 童彦博） 昨日，宁波舟山港
梅山港区 6 号至 10 号集装箱码头 8
号泊位、8 号堆场等 6 个单位工程通
过交工验收。其中，8 号泊位可靠泊
15 万吨级大型集装箱船舶，其建成

意味着梅山港区大型深水集装箱
10 万吨级以上泊位增至 8 个，距离
千万级集装箱泊位群又近一步。

今年，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但宁波在建水运工程
没有放缓脚步。1 月至 10 月，全市

共建成 16 个泊位，其中万吨级以
上泊位 4 个；完成北仑港区通用泊
位 10 万吨级集装箱码头改造，建
成穿山港区 1 号 7 万吨级集装箱码
头；梅山港区 6 号至 10 号集装箱码
头 6 号、7 号泊位通过交工验收。

近几年，宁波水运工程建设连年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宁波港航管理部
门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全市累
计完成水运投资 146.9 亿元。截至昨
日，宁波港口万吨级以上生产泊位达
114个，其中10万吨级以上达32个。

梅山港区8号泊位通过交工验收

宁波港口10万吨级以上泊位达32个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致青春

宁波帮扶和龙打造桑黄全产业链。 （冯瑄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