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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街，上世纪 60 年代的小
卖部、老底子理发店生意红火，尤
其深受 00 后年轻人的喜爱，掀起
一股打卡复古的时尚潮流；在民
居，不少游客驱车 1 个多小时前来

“寻宝”，到村民家购买造型各异
的盆栽植物，沿着溪坑、嗅着花
香开启一场周末亲子游 ....... 景观
上田园风情浓郁，内涵上人文底
蕴深厚，鄞州区瞻岐镇的“精特
亮”项目，开启了群众增收、全
民共富的新模式。

从去年底开始，瞻岐镇立足
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里弄
长 ” 工 作 制 度 的 优 越 性 ， 坚 持

“ 数 字 赋 能 ”“ 艺 术 赋 能 ” 等 举
措，大力提升村镇建设品质。今

年以来，该镇把“精特亮”工作
列为必须打赢的“关键战役”，做
好底蕴挖掘、节点打造、产业植
入、功能布局等工作，吸引社会
各方积极参与建设，将“山海振
兴”和“百姓富裕”相结合，打
造“山海振兴富民线”，努力将瞻
岐镇打造成全域美丽、全民共富
的美丽乡村。

串点成线，美丽环境从角落
突破。瞻岐镇在强力推进垃圾分
类和环境卫生整治的基础上，根
据 农 村 里 弄 堆 积 物 多 的 实 际 情
况，引导群众合力消灭“卫生死
角”，并对清理干净的角落进行美
化和装饰，成为赏心悦目的小节
点。难闻的臭味消失了，取而代之
的是令人愉悦的花香和鸟鸣，随之
而来的是村民不随手乱扔垃圾、共
同 维 护 环 境 的 好 习 惯 。“ 点 亮 角

落”的过程更是文明教化的过程。
今年 9 月底，瞻岐镇 17 个建制村都
将亮出自己的“最美角落”展开角
逐，用改造前和改造后的照片说
话，争评“十大最美角落”的荣
誉。

提质升级，美丽内涵让艺术赋
能 。 瞻 岐 镇 立 足 “ 艺 术 振 兴 乡
村”，打造“每村一条精品线”，不
同风格的“精特亮”项目百花齐
放。比如南二村精品线由一条老街
改 造 ， 墙 绘 上 展 现 的 “ 闹 元 宵 ”

“跑马灯”“抬阁”等都是本村“非
遗”演出的热闹景象。曾经的中药
铺、打铁铺、布庄、裁缝铺、弹棉
花店、供销社等店铺外墙依旧保存
良好，村里用浮雕模拟旧时的场
景。小卖部保留着老的牌匾，老房
子屋檐下挂着大红灯笼，连原本散
落在四处的破石板、石凳、酒坛子

都被绘制成漂亮的艺术小品。为了
给老街注入活力，赋予精品线文明
新风的内涵，村里每月在老街举办
一次“群众满意赶集日”，将志愿
服务、便民惠民的摊位也设在老街
上。卢一村精品线是由 28 户村民
自家的“美丽庭院”组成的，村民
们把花草从庭院搬到了家门口，还
敞开自家大门，邀请过路人一起欣
赏。迅速走红后，“卢一盆景”出
了名，村民靠卖花草拉动了村里的
经济。

共融共生，美丽效能让经济唱
戏。瞻岐镇注重发挥科技、人才
优 势 ， 将 农 业 和 文 旅 产 业 相 融
合，为“精品线”注入活力，真
正让群众“家门口卖风景”。近日
来，周一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山 村 借 助 精 品 线 打 造 的 东 风 火
了。葡萄、水蜜桃、猕猴桃、红

美人柑橘等是村里种植最多的水
果，自从金碧果园、金山谷等升
级成为观光旅游农业后，科技含
量高的高端水果销量喜人。金碧
果业仅七八月份的葡萄销售额就
有 60 余万元。就读美术专业的女

大学生张雪儿因“精特亮”项目回
到家乡西城村，用手工艺术打造了
一面“网红墙”，受到家乡群众的喜
爱。她干脆回乡创业，和同学一起
在村里办起了工作室，用双手绘制

“致富经”。

田园风情浓郁 人文底蕴深厚

瞻岐镇以“精特亮”项目打造美丽乡村

瞻岐镇沿河的漂亮民居。 （童诗涵 孙沈辉 摄）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随着宁海甜瓜品质、产量
的提升，甜瓜学院通过课堂培
训、与品牌运营合作商洽谈等方
式，推动宁海甜瓜品牌化发展。

“ 在 完 成 品 种 和 技 术 更 新
后，市农科院的专家又指导我们
走品牌化道路，帮助大家一起设
计 品 牌 形 象 和 包 装 。” 王 根 强
说，相比之前没有品牌的甜瓜，
现在每公斤价格提高了 4 元。很
多商超说要有品牌标识且包装好
的甜瓜。

如 今 ， 宁 海 涌 现 出 “ 富
甬”“王氏瓜果小密”“静涛”等
甜瓜品牌。宁海县农业技术推广
站副站长金伟兴表示，推动甜瓜
品牌化发展，既能促使农户采用

标准化种植规程，整体提升宁海甜
瓜品质，又能做大甜瓜产业蛋糕，
带领更多农户享受科技强农的红
利。

在今年坚决防止耕地“非粮
化”的大背景下，不少瓜农对持续
扩大甜瓜种植面积表示担忧。甜瓜
学院主动同宁海县农业农村局沟通
协调，技术专家提出了“水稻——
瓜菜轮作”的种植模式，并迅速投
入试验。市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毓洪说，甜瓜与水稻轮作模式
既 能 满 足 耕 地 “ 非 粮 化 ” 要 求 ，
结合棚内小型收割机的应用，可
以 很 好 地 实 现 “ 千 斤 粮 万 元 钱 ”
的目标。

据介绍，6 月份甜瓜采收后种
植 水 稻 ， 由 于 甜 瓜 地 里 肥 力 充

足，可减少肥料用量，水稻病害
发生率也相应降低，水稻的品质
更 好 ， 产 量 也 更 高 。 晚 稻 收 割
后，稻草留作第二年春天甜瓜种
植 沟 的 覆 盖 物 ， 防 治 杂 草 生 长 ，
降低大棚空气湿度，减轻大棚甜
瓜病害，同时腐烂的稻草可补充
土壤肥力碳源，减少碳排放，为
农业领域碳中和探索新模式。

王毓洪说，市农科院将加大甜
瓜专用砧木品种的培育力度，甜瓜
学院也将联合甜瓜与砧木专家团队
开展嫁接甜瓜——水稻轮作专题技
术培训，并编制相应技术规程发
放到农户手中，同时引进适应在
大棚内水稻收割、土地翻耕的小
型机械，进一步提升瓜稻轮作效
率。

引导农户走品牌富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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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孙吉晶孙吉晶 马二磊马二磊 摄摄））

9 月 初 ， 天 气 晴
朗，阳光明媚。在宁
海三门湾一带的田间
地头，农户正抓紧时
间为甜瓜授粉，赶着
尽快将第二批地产甜
瓜推向市场。

“我们这里一年可
以种植两季甜瓜，第
一季一亩地赚了1.5万
元，种第二季的信心
就更足了。”屠建光是
宁海长街镇的甜瓜种
植大户，种瓜已有 12
个年头,“现在农户种
瓜底气越来越足，这
离不开甜瓜学院提供
的技术指导。”

宁海地产甜瓜广受市场欢
迎，除了瓜农种植技术的提升，优
良品种及时更新换代也是功不可
没。长街甜瓜种植户张爱飞告诉
笔者，现在种的甜瓜不仅外观好
看，而且有很多种颜色，糖分、口
感也大不一样，可以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口味，销量节节攀升。

这几年，市农科院甜瓜团队
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宁波
市科技创新 2025 重大专项等科

研项目，在甜瓜育种方面跻身国内
第一梯队，选育了“甬甜 5 号”“丰登
蜜 25”“丰蜜 29”“丰登蜜 1 号”“雅绿
醇香”“冰雪蜜”等一系列甜瓜新品
种。

根据市场需求和宁海农户的种
植习惯，科研人员确定在宁海重点
推广自主选育的“丰登蜜 25”等优
良品种。一方面，实现宁海特色甜瓜
规模化发展，开拓上海、杭州等高端
市场销路；另一方面，便于种植户尽

快熟练掌握种植技术，种出品质更
出色的甜瓜。

目前，新品种已逐步实现对“西
州密 25 号”“东方蜜 1 号”“玉菇”“西
薄洛托”等老旧品种的更新换代。马
二磊表示，三门湾区域土壤盐渍化
程度较高，新推广的甜瓜品种既要
好种，还要适应本地环境，耐低温
性、耐热性、抗病性、抗逆性也要好，
这样才能满足果实美观、品质优良、
市场适销的要求。

据介绍，今年，市农科院科研人
员自主选育的甜瓜品种在宁海三门
湾区域的种植面积将达到 2000 亩，
明年可望超过宁海种植面积的三
成。黄芸萍满怀信心地表示，根据三
门湾一带的小气候环境条件，研究
更为便捷的绿色高效生产种植技
术，进一步选育推广高质、高效的甜
瓜新品种，让农户种起来更方便，收
入更高。

王其贤表示，将发挥好甜瓜学院
的聚合效应，逐步引入品牌策划、数
字化场景运用、职业经纪人、直播带
货能手等团队入驻，助力宁海成为甜
瓜全产业链完整、全价值链增值、全
服务链畅通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选育适合本地栽培的优良品种

在地处长街镇大渔冯村的
王氏瓜果农场宁波丰登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实验基地，现代化
设 施 大 棚 内 甜 瓜 藤 蔓 有 力 伸
展，长势良好，一派生机盎然
景象。

实 验 基 地 负 责 人 王 根 强
说 ， 以 前 种 瓜 的 技 术 比 较 传
统 ， 种 出 来 的 瓜 外 观 不 规 整 ，
品质也不太好，市场认可度不
高。听了几次甜瓜学院组织的
培训课，尝试运用老师传授的
技术，种出来的甜瓜品质明显
提升，产量也有提高，而且老
师们随叫随到。

宁海种植甜瓜始于 2007 年
前后，如今甜瓜已成为三门湾
区域农业主推品种之一。长街
镇 更 是 宁 海 甜 瓜 种 植 优 势 区 ，
年栽培面积 1.5 万余亩，产品远
销上海、湖南、福建、广东等
地 ， 是 当 地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绿翡翠”“汉白玉”。
甜瓜种植对技术要求比较

高 ， 种 植 户 一 度 面 临 品 种 老
化、土壤连作障碍、病虫害易
发生、田间管理老一套等难题。

“我们下乡调研，看到长街
一 带 种 植 的 甜 瓜 品 质 参 差 不
齐，就来这里开展技术指导。”
宁波市农科院蔬菜所所长黄芸

萍说，后来发现当地农户种植
技术都很传统，于是开始谋划
搭建一个平台，把科研人员掌
握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授给种
植户。

2018 年，市农科院与宁海
县长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签订
了“党建引领共建三门湾农创空
间合作协议”，双方携手实施项
目，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等。

科研人员试验推广甜瓜秋
季种植，但由于播种时间过早
或者过迟，曾多次失败。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市农科院高
级农艺师马二磊等通过推广应
用耐热品种、水肥一体化、减
肥减药和嫁接栽培技术，实现
了一年两季生产，与市场上大
多数甜瓜形成错位竞争。第一
季 上 市 提 早 ， 第 二 季 上 市 推
迟 ， 这 样 一 来 ， 瓜 价 格 卖 得
高，农户种植积极性高涨。

之后，市农科院持续深化
“院地合作”，进一步推进优秀
科研成果走进田间地头。今年 5
月，市农科院与宁海县长街镇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建的三门
湾甜瓜学院应运而生。

学院成立后，甜瓜专家团
队 与 农 户 的 沟 通 距 离 更 近 了 ，
从最开始的甜瓜新品种推介和

技 术 指 导 ， 到 如 今 专 家 常 态 化
“ 坐 诊 ”、 提 供 新 品 种 示 范 展 示 、
产品销售、经纪人培养、网上云
课堂等多维度服务，实现了对甜
瓜产加销环节的全覆盖。尤其是
在每年 5 月、10 月的甜瓜授粉和
采收等关键时节，市农科院专家
几乎每天在学院里驻点，农户一
个 电 话 ， 他 们 很 快 赶 到 田 头 指
导。

近日，笔者来到设在长街镇
成人学校的甜瓜学院，只见农户
三三两两聚集在宣传窗前，走近
一看，原来他们在观看展板上甜
瓜种植栽培技术要点。

该学校的王永超老师负责学
院的日常管理工作。说起甜瓜学
院 ， 他 欣 喜 不 已 ，“ 学 院 不 仅 是
农户学习甜瓜种植技术、更新经
营管理知识的课堂，还是拓展甜
瓜 产 业 链 ，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就
业增收的好平台。每次举办甜瓜
培训活动，象山、三门的瓜农都
会赶来。”

甜 瓜 学 院 负 责 人 王 其 贤 说 ，
甜瓜学院将全面打造成三门湾区
域 性 甜 瓜 全 产 业 链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服 务 模 式 从 过 去 的 小 规 模 、
分 散 式 向 大 规 模 、 成 建 制 转 变 ，
从农业生产单个环节向全程生产
转变。

技术服务直达田间地头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詹柴

甜瓜熟了甜瓜熟了。。（（孙吉晶 马二磊孙吉晶 马二磊 摄摄））

瓜农在给甜
瓜授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