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菽卷起千层浪。这是希望的田野，这是丰收的中国！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建党100周年。我市聚焦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市和共富乡村样板区目标，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完成各项重点工

作，农业农村经济稳中提质，乡村振兴势头全面向好。突出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

制定出台《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粮油生产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的实

施意见》，切实做好“米袋子”“菜篮子”保供稳价。编制“4566”乡村产业振兴“十四五”发展规划，推进

国家、省、市各级农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新增国家农业产业强镇1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亿元村2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4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8个、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0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精品线12条。研究制定推进共富乡村建设的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农民收入倍增、未来乡村引领等十大行

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

昨天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庆丰收 感党恩”。宁波日报报网端派出多路记者，

赶赴田间地头，和大家一起感受收获的喜悦。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余璐

昨天中午，记者在位于
鄞州区姜山镇的宁波尚蔬园
菜篮子基地看到，负责人柯
汉强和 40 多名农民正沉浸
在蔬菜丰收的喜悦中。他们
分工协作，有的采摘蔬菜，
有的给蔬菜分级称重，有的
打包贴标签，还有的装箱装
车，忙得不可开交。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
有青菜、生菜、丝瓜、茄
子、玉米等 30 余个品种的
蔬菜。

“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到 8
点采摘蔬菜；8 点到下午 3
点进行整理分级；下午 3 点
再用 5 辆厢式冷藏车送货到
各个超市。”柯汉强说，随

着丰收季的到来，他们比平
时更加忙碌，就连上厕所也
要小跑。

除了自己致富奔小康，
柯汉强还积极发挥团队在
蔬 菜 培 育 、 销 售 上 的 优
势，带动周边 50 余农户规
范化种植。“我自己基地的
400 亩，加上周边农户的，
蔬菜种植生产面积达到了
1000 亩，年生产供应各类
蔬菜 3000 余吨，年销售额
超 1500 万元，有效保障了
市民的蔬菜供应。”柯汉强
说，因为蔬菜品质高，尚
蔬园菜篮子基地已成为盒
马鲜生、三江购物、M6 生
鲜连锁超市、欧尚超市等
多家超市的订单农业蔬菜
基地。

菜篮子基地采收忙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毛节常 李贤君

昨天是秋分，也迎来一
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
奉化果农在果园里采摘鲜
果，分享秋收的喜悦。

昨天上午，在奉化大堰
镇万竹村海拔 500 多米的茅
山墩山坡上，万三兄弟农场
负责人王国龙在桃园里采收
鲜桃，准备打包快递给外地
客户。

宁波本地水蜜桃上市季
一般至 8 月中旬就结束了。
为了延长鲜桃的供应期，在
科研人员的指导下，王国龙
在 2018 年 从 东 北 引 进 桃
苗，与玉露桃进行嫁接栽
培，获得成功。

王国龙说，这批晚熟桃
树有 280 余株，估计今年总
产量有 5000 公斤，比去年
增加三成。桃子单果重量在
250 克左右，每公斤零售价
60 元，很受市场欢迎。

“晚熟桃糖度高，香气
也足，我们取名叫金 秋 玉
露桃。”王国龙说，到国庆

长 假 时 ， 晚 熟 桃 大 批 成
熟，正适合游客前来采摘
尝鲜。

奉 化 是 我 市 特 色 水 果
的主要产区。秋分日，松
岙 镇 山坡上的橘园黄灿灿
一片，橘农加紧采收特早熟
蜜橘。街二村农户说，受年
初寒潮影响，今年橘子减
产 ， 但 市 场 价 格 上 去 了 ，

“特早熟橘子售价 8 元一公
斤，比去年涨价 30%，总体
收益略有增加”。

柑橘是松岙农业主导产
业之一，最多时蜜橘种植面
积近万 亩 。 近 年 来 ， 松 岙
镇积极引进柑橘新品，发
展生态果业，帮助农户增
收，去年新增了 5 个柑橘基
地，培育了两个柑橘釆摘
示范点。西岙村橘农任豪
达 筹 资 百 万 元 搭 建 大 棚 ，
栽种红美人、甘平等优良
品种，打造精品果园，今
年 已 小 批 量 挂 果 。 据 悉 ，
特早熟橘子在国庆期间可批
量上市，而宫川、红美人等
品种，要到 10 月底才能大
批量上市。

果农欢喜迎秋收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张 琦

金秋九月，硕果累累。
昨天，在海曙区鄞江镇金陆
村清修岭的老朱农场内，红
心猕猴桃挂满枝头，60 岁
的农场负责人朱永浩忙并快
乐着。

“农场里种植着 10 亩红
心 猕 猴 桃 ， 已 经 有 10 年
了。今年采摘期可持续至国
庆节后，亩产可达 1500 公
斤。”老朱说，自家的果实
香甜可口，通过微信朋友圈
口口相传，年年销售一空。

在丰收的背后，是老朱
吃住在农场、每天对这片猕
猴桃像自己孩子般无微不至

的 照 顾 。“ 春 天 最 怕 倒 春
寒，要注意大棚保暖；3 月
发芽时，要防止病虫害；4
月开花后进行人工授粉；结
果后要适时施农药进行保果
⋯⋯”老朱介绍，10 年来，
他不断摸索，施肥、除虫、
修剪等每个环节的田间管理
都“把住时节”，才能迎来
丰收的喜悦。

如今，鄞江镇农旅发展
日益红火，老朱农场和周边
的趣湾庄园、金泉农场、丰
和院等串珠成链，带火了乡
村游，也让农民的腰包鼓了
起来。“果园丰收了，这一
年的辛劳有了回报。对农民
来说，还有什么比丰收更让
人开心的事呢！”老朱感慨。

红心猕猴桃挂满枝头

通讯员 沈琼云 沈磊杰
记 者 厉晓杭

昨天，在北仑梅山湾钟
家塘稻田边，梅山街道梅中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江梅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党员群
众、老一辈农民代表及新一
代种植能手开展“丰收节话
丰收”活动。

丰收的日子有盼头，生
活也更美好。“看看，这是
今年的晚稻，穗大、籽粒
饱。”老党员徐志文望着稻
田激动地说。

一名大棚种植户感慨地
说：“通过发展乡村农业，
我们大棚种植的蔬果总能卖
上好价钱，现在钱包鼓起来

了，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农业要发展，全靠机

械化。”稻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 ，“ 钟 家 塘 稻 区 ， 从 育
苗、插秧，到施肥、除病
虫，再到收割、烘干，实现
全流程机械化，不仅节约了
人工成本，还提高了亩产
量，预计今年亩产最高可达
750 公斤。”

据 了 解 ， 梅 山 地 处 海
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种植
户选取的优质种子又适合盐
碱地生长，种出来的稻谷颗
粒饱满、色泽鲜亮，还有淡
淡的清香，更重要的是稻谷
全生态无污染，去年一上市
就受到消费者热捧。

海岛农民共叙农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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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销青蟹根据重量分规格售卖。 （孙吉晶 摄）

采收高山晚熟桃。 （余建文 毛节常 摄）

稻香阵阵话丰收。 （沈琼云 沈磊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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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在采摘猕猴桃。 （陈朝霞 张昊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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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采摘蔬菜。 （王博 余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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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吕玫瑶

昨 天 上 午 ， 在 宁 海 一
市镇旗门港，养殖户正忙
着捕捞养殖塘里的青蟹。

“ 蟹 上 来 了 ， 收 网 。”
养 殖 户 叶 可 赞 划 船 起 笼 。
不一会儿，就有几只青蟹
被捕捞上来。

叶 可 赞 告 诉 笔 者 ， 今
年青蟹种苗质量好，死亡
率大大降低，青蟹亩产量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叶可赞家有 100 亩养殖
塘，到目前为止，三分之
二的青蟹已经捕捞，收入
比上年多出两成左右。

一 市 镇 拥 有 海 水 养 殖
面积 3 万余亩，今年青蟹产
量约 400 吨。一市青蟹生长
的三门湾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养殖塘塘底以
砂石底质为主，水体自净
能力较强，产出的青蟹肉
质细嫩、味道肥美。

据 养 殖 户 介 绍 ， 青 蟹
当天捕捞当天卖，通过开辟
线上线下两条路，一市青蟹

“ 爬 ” 向 了 全 国 各 地 。 拍

照、摄影、直播、策划⋯⋯
青蟹上市季节，“蟹大人”
负责人陈仲和他的团队忙得
不可开交。“每天一市青蟹
基地和宁波直播基地两头
跑，一会儿拍摄青蟹捕捞、
填装的各个镜头，一会儿在
宁波集盒广场进行直播卖
货，全力宣传造势。”

宁海海山丰水产专业合
作 社养殖塘面积有五六百
亩。合作社负责人陈刚满表
示，在科技部门的指导下，
青蟹的存活率逐年提高。

近 年 来 ， 一 市 青 蟹 养
殖户搭上了渔业智能化的

“快车”，拓展增收致富的空
间。在叶可赞的手机上，有
一个“云智能”APP。“以
前采用人工投料，投多投少
凭经验，比较盲目。”叶可
赞说，现在有了这一软件，
投 料 可 以 做 到 精 准 控 制 ，
大 大 降 低 了 成 本 。 此 外 ，

“云智能”APP 还可以帮助
养殖户实时掌握养殖塘氧
气容量等情况。

陈刚满表示，从传统的
养殖模式向智能化转型，养
殖户养殖青蟹更得心应手，
增收的门路也更宽了。

青蟹肥美，产量增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