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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家乡
大力推动科技+农业

戚勇口中的姚总，是宁波舜韵
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国祥。作为
土生土长的余姚泗门人，提起泗
门，姚国祥满脸骄傲，“泗门近年
来工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好，是个人
才辈出且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近些年，电子芯片的源头受到
控制，行业进入瓶颈期，姚国祥敏
锐地意识到公司要开下去，就得转
型升级，将产品源头掌握在自己手
中，“所以，我们在做农业项目的
时 候 ， 从 一 开 始 就 布 局 全 产 业
链。”姚国祥说。

几年前，姚国祥在四明山的鹿
亭乡参与党建活动，了解到当地还
有几株野生的铁皮石斛。之后不
久，姚国祥获悉浙江大学正在推广
铁皮石斛种源组培技术，姚国祥深
知种植铁皮石斛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都很高，又正好处于大健康的风
口，于是三方达成合作意向，筹建
韵芝堂星创产业园。

他们先在鹿亭建立中国首个野
生铁皮石斛保护基地，再将香泉湾
荒废的土地流转过来，计划打造一
个占地 1250 亩的韵芝堂星创产业
园，集铁皮石斛有机种植、展示示
范、加工仓储、旅游观光、农事体
验、生态保护、教育培训于一体。
小镇发展起来了，村民的钱包自然
也就鼓起来了。目前约有 50 人参
与铁皮石斛及果树种植，年收入三
四万元。

古道热肠
热心公益事业

“我们姚总是一个热心肠，平
时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他都会上
前伸出援手。”姚国祥公司员工黄
建成说。

当被问到为什么如此热心做公
益事业时，姚国祥说：“很简单，
因为相较于我付出的，我做公益得
到的回报更多。”同很多企业家一
样，姚国祥的公益事业也是从一个
偶然的机会开始的。

舜韵电子搬进泗门工业园区
后，姚国祥就给自己定了三年销售
额突破一个亿的目标，但达成目标
后的姚国祥陷入了迷茫。就在这个
时候，在朋友的介绍下，姚国祥
去了贵州，看到那边的小孩子在
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当即决
定要为他们建一栋楼。这次公益
之行也让姚国祥重新找到了做企
业的方向和动力，“我可以赚更多
的钱去帮助更多的人。”姚国祥自
豪 地 说 。 同 时 作 为 企 业 “ 掌 舵
人”、慈善“带头人”，他践行社
会责任，以企业的力量带动更多
员工一同参与公益事业。2017 年 3
月，公司开展一对一帮扶助学活
动，与贵州、青海等地的贫困学子

结对，每人每年捐助 800 元。目前
已有 44 名员工结对成功，完成 3 年
的帮扶助学。姚国祥带领党员以

“授人以渔”的方式，将香椿树种
到江沿山村，为江沿山村老人增加
经济来源。

翻开姚国祥公司的爱心册，一
页页记录着姚国祥和他的企业回报
社会的赤诚之心：每年出资 40 万
元建立关爱基金，专门为生病员
工、生活困难员工提供帮助；捐赠
70 万元在余姚冯村竖立舜像；每
年出资 5 万元捐助当地红十字会，
出资 5 万元资助慈善事业；出资 30
万 元 在 余 姚 承 办 全 国 门 球 精 英
赛；捐助 8 万元作为余姚市贵州
望谟专项扶贫资金；出资 20 万元
赞助第三届“一带一路”中国四
明山百公里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
⋯⋯姚国祥还成立了“舜韵爱心
慈 善 基 金 ”， 每 年 出 资 100 万元，
委托余姚市红十字会管理，作为贵
州 掌 雷 专 项 助 学 基 金 和 扶 贫 基
金。

姚国祥还担任很多社会职务。
作为余姚虞舜研究会会长，他致力
于弘扬传承舜的文化，将舜的“孝
行动天、德行动地”的精神转化成
企业精神文化，为推动余姚 400 多
家带有“舜”字公司的企业文化建
设而服务；作为余姚市社科联副主
席，他为积极推动社会科学健康有

序发展而努力。
每年过年前，姚国祥还会看望

公司的残疾人员工，公司专门成立
了残疾人爱的小组。“今年走了 8
家 ， 除 了 每 家 1000 元 的 红 包 外 ，
还有价值六七百元的大礼包。”舜
韵公司工作人员说。

姚国祥的微信名是“德本”，
意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姚国
祥 用 这 样 的 方 式 ， 时 时 提 醒 自
己，要多为社会的公益事业作贡
献。

培养员工
努力践行社会责任

姚国祥对家乡的贡献还在于为
本 地 人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岗 位 ，
700 多名员工中有四成是本地人。

姚国祥不但自己心系乡亲，为
本地经济事业发展作贡献，还积极带
动员工，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他在
公司推行“五个一工程”，即读一本
经、立一个志、改一次过、行一次孝、
日行一善。他特别推崇读经典书籍，
从《弟子规》到《了凡四训》。通过学
习，员工素质不同程度得以提升。

姚国祥一直非常重视公司党员
党性的培养，组织丰富多样的党建
活动，其中最有成效的当属重走红
军 长 征 路 这 一 系 列 活 动 。 2020
年 ， 舜 韵 电 子 28 名 党 员 前 往 四
川 若 尔 盖 草 原 开 始“ 行 军 ”之 路 。

“我想让党建活动更有特色，今年
是 我 们 建 党 一 百 周 年 ，也 是 我 们
重 走 长 征 路 的 第 5 个 年 头 ，今 年
打算重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一
段 ，也 算 是 对 重 走 长 征 路 系 列党
建活动的一个回顾。”姚国祥说。

姚国祥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践行
社会责任。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舜韵电子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公
司联防联控小组，制定了一整套联
防联控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安排党
员和民兵，做好消毒、预防、返岗
人员的信息登记和检查等工作。今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疫情形势，舜
韵电子也下发了 《致全体舜韵人的
一份倡议书》，
响 应 政 府 号
召，倡导员工
就地过节，以
减 少 人 员 流
动。

姚北企业家发展科技农业

用公益回馈家乡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张晨怡

1 月 20 日一大早，天还蒙蒙
亮，宁海县茶院乡柘浦王村村民
王其飞驾驶垃圾分类专用车，缓
缓行驶在街巷上。路过村民徐安
琴家时，他熟练地拿起摆在门口
的黑色和绿色垃圾桶，分类倾倒
至车上的垃圾桶中。

王其飞是柘浦王村的垃圾上
门收集员，去年 3 月开始上岗工
作。“这几个月下来垃圾明显减少
了！起初特别累，不仅每天要运
两 三 趟 垃 圾 ， 还 要 进 行 二 次 分
类。如今村民意识提高了，每天
只需运一趟垃圾。”王其飞说，村
里刚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时，村民
经常将包装纸、硬纸板、塑料等
可回收垃圾混入其他垃圾中，每
次要装满六七只大桶，现在量减
少了一半。

茶院乡创新垃圾分类收集机
制，升级垃圾处理设备，提高村
民垃圾分类减量意识和垃圾处理
能力。据统计，去年，该乡共产

生生活垃圾 5174 多吨，较上年明
显减少。

垃圾减量的第一步是通过垃
圾分类实现垃圾资源化利用。茶
院乡通过主题党日、主题团日、
新时代文明实践日等形式，在全
乡 14 个建制村开设垃圾分类培训
班、垃圾再生利用创意课。村民
们 将 可 回 收 垃 圾 暂 存 在 自 己 家
中，由专业回收公司定期上门回
收 ， 并 给 予 现 金 奖 励 。 同 时 ，
充 分 发 挥 废 旧 物 品 的 再 利 用 功
能 ， 将 一 些 破 旧 轮 胎 、 贝 壳 、
瓦 片 等 进 行 整 合 ， 点 缀 在 房 前
屋后以及村口小公园，打造特色
乡村美景。

垃圾合理利用也激发了村民
的积极性、创造性。毛屿村村民
杨春晓将废弃的贝壳粘贴成一幅
装 饰 画 ， 受 到 邻 里 好 评 ； 下 徐
村 村 民 朱 雷 雷 将 破 掉 的 轮 胎 涂
上 油 漆 、 种 上 花 草 挂 在 墙 上 ，
原 本 单 调 的 墙 壁 顿 生 活 力 ； 柘
浦 王 村 村 民 陈 小 茂 将 老 旧 木 桩
打 造 成 微 景 观 小 品 ， 点 缀 在 庭
院四周，增添雅韵。“我们将打
造美丽庭院与垃圾利用相结合，

合理利用生活垃圾，扮靓家园，
促进垃圾减量。”茶院乡妇联副主
席 谢 巧 葵 说 ， 该 项 工 作 启 动 以
来，生活垃圾有了“家”，村民告
别随手乱扔陋习，全乡刮起了清
洁 劲 风 ， 村 民 也 都 成 了 “ 艺 术
家”。

针对厨余垃圾，茶院乡设置
了 150 余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投
入 200 余 万 元 建 造 垃 圾 中 转 站 ，
引入“厨余垃圾资源化一体机”，
机器可消纳村民日常产生的厨余
垃圾，并转化为营养土肥料赠送
给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厨余垃圾
资源化再利用。2020 年，中转站
共转化厨余垃圾 360 余吨。“垃圾
变肥料，既提高了我们参与垃圾
分类的积极性，也让垃圾分类成
为 更 多 村 民 的 一 种 生 活 习 惯 。”
茶院村村民张光耀碰到农作物需
要施肥时，就到中转站领肥料，

“少的时候一次领 60 公斤，多的
时候领 200 公斤，省了不少肥料
钱。”

日产日清、定时收集、资源
化利用⋯⋯乡村的环境面貌悄然
发生着变化。“垃圾投放点没有恶

臭，村庄环境优美整洁。”茶院村
村民王亚珍连声夸赞。

“我们家菜量多，建议比平时
少点一道菜哦！”“米饭不要钱，
但请按需食用。”在许民村，劝导
游客减少用餐浪费已成为农家乐

经营者的一种习惯。“现在客人们
都尽量‘光盘’，菜基本上不浪
费。”许民村“三爿石酒家”经营
主谢密娟说，游客觉得我们在为
他们着想，反而更加放心，回头
客也多了不少。

宁海茶院宁海茶院：：
厨余垃圾厨余垃圾成肥料成肥料 废物利用废物利用变美景变美景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近日，行走在鄞州区五乡镇四
安村整洁的路面上，只见河网密
集，桥梁相连，临河边安装了淡黄
色扶栏，绿色、黑色的垃圾桶安置
整齐，沿路的村民房屋，外墙都粉
刷得极干净。

“陈书记，来啦！”“陈书记，
我去查一查垃圾桶。”一路上，村
民遇到村党支部书记陈家胜，都主
动 打 招 呼 。“ 现 在 村 庄 弄 得 这 么
好，这是书记带得好啊！”一妇女
说。

四安村曾是 20 世纪 90 年代鄞
州“四大名村”之一，也是一个具
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据 《方舆胜
览》 引 《四善志》：“以海人持货于
此，鄮山因此得名。”公元 222 年
秦设置鄮县，县治设在鄮山北面的
鄮山同谷，旧称鄮廓。

鄮山桥、方家庄、卓家滩、唐
家 4 个自然村位于鄮山脚下，原统
称鄮山桥（村名）。民国年间，为预防
火灾，商人卓清安出资组建了“水龙
会”，以保护四村平安，“水龙会”因
此也称“四安会”。后来，鄮山桥改村
名为四安村。

后塘河、四安河、沿山干河、
河蚌江等 6 条河流穿越或环绕村
庄。有河便有桥，鄮山桥、鄮港
桥、鄮溪桥、浦江桥等 6 座古桥历
经多次修缮，历史印迹犹存。村中
还有积庆桥、四安桥、善福桥、日
兴桥等 21 座新建桥梁。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年
来，交通快速发展。铁路、高速公
路、城市外环钱、轨道交通 1 号线
等穿越而过，村庄被分割，桥下空
间成为“边地死角”。

由于疏于管理，村内垃圾成
堆，有 20 余处大大小小垃圾场。
加上村集体资产管理不善，集体资
源流失等，村民怨声不断，干群关
系紧张。2017 年 3 月，五乡镇党委
将从部队转业的镇干部陈家胜派驻
到四安村，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以稳定为前提，逐步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不断加强“平安四安”
建设。陈家胜上任后，积极组织以
村委会主任为主、监事会成员参加
的村集体资产排查小组，对村集体
资产进行彻底排摸。通过与企业主
谈话、咨询驻村律师、召开三委会
等，积极探讨集体资产管理存在问
题的解决办法，并进行风险评估，
在不影响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地规
范了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年收入
从原来的 60 多万元增加到 200 多万
元。

主动作为化解矛盾纠纷，消除
不稳定因素。通过调查走访，建立
各类“微信群”，及时了解村民的
意见和建议。在镇城建部门的指导
下，合理解决了 4 户拆迁户就地安
置问题。落实基层公权力“三清单
一流程”，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开展党务、村务、财务
工作，规范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约束
基层“小微权力”，防范新的问题
和矛盾的发生。

大力开展“美丽宜居村”建
设 。 将 20 多 处 桥 下 空 间 利 用 起
来，或建成小公园、球场，或改造
为停车场等，其中，一个面积达
5000 平 方 米 的 高 速 公 路 桥 下 空
间，由镇政府、村委会、爱心村民
共同出资 200 多万元，改建成村民
娱乐、休闲、健身的活动场所。每
当双休日或晚上，来此跳舞、打
球、散步健身的村民很多。全村还
建起腰鼓、门球、篮球、越剧、交
谊舞等 8 支文体团队，村民的业余
文体生活丰富多彩。

四安村是一个开放式农村，区
域面积大，村民居住分散，外来人
员多，垃圾分类工作比较难。为养
成垃圾分类投放的好习惯，该村建
立“垃圾亭长”制，开展桶边督
导。同时，组建了一支由党员、村
民代表、普通村民及外来务工人员
组成的 130 余人的“鄮山春”志愿
者团队。

五乡四安五乡四安：：

阡陌水乡阡陌水乡
四季平安四季平安

临河民居整洁美观临河民居整洁美观。。（（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新乡贤

记者手记

从最开始的三间半厂房到占地33330平方米的舜韵电子，再到

投资建设香泉湾健康小镇，带领当地村民一起种石斛，姚国祥深谙

共同致富的财富密码，也从未停下帮助乡亲的脚步。

余姚历来重视乡贤文化，大到为了纪念王阳明、黄宗羲等名人

而创设的阳明路、南雷路等地名街道，小到邵家丘村村委会大楼对

面展示着乡贤好人事迹的百余米长的“好人长廊”。

乡贤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如何利用好乡贤资

源，激发他们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积极性，是摆在乡政府眼前

的一道题。如今，多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对积极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解决当地人口就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同时与当地企

业家们多多交流，努力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董惊鸿 黄程）

在余姚市鹿亭乡香
泉湾，有这样一片种植
园，看似普通的大棚，
里面却别有洞天，棚内
集成应用先进的温室设
计技术、物联网技术、
水质净化喷灌一体化技
术 及 雨 水 收 集 利 用 技
术。乍一看，棚内种植
的都是一些普通的瓜果
蔬菜，但仔细一瞧，在
那些不起眼的枝叶间、
石缝中、树桩上，还有
一种类似兰花的植物，
这就是被当地老百姓称
之为“救命草”的铁皮
石斛。

香泉湾种植基地负
责人戚勇说：“我毕业后
就跟着姚总来到这片种
植园，我们的目标是将
香泉湾健康小镇打造成
发展当地特色农业的模
板，更好地带动当地农
民创收致富。”

茶院乡工作人员前往柘浦王村村民徐士伟家中宣传垃圾分类茶院乡工作人员前往柘浦王村村民徐士伟家中宣传垃圾分类。。
（（张晨怡张晨怡 摄摄））

姚国祥在会议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