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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北区甬江街道朱家社区有
这么一群人，每天做的只是举手
之劳的小事，却给很多人带去温
暖 ， 他 们 是 由 200 多 位 党 员 和 群
众 组 成 的 志 愿 者 队 伍 。 本 月 初 ，
这支队伍又多了 27 张新面孔。社
区老志愿者为新志愿者穿上红马
甲，戴上红袖章，送上志愿积分
卡，用“传帮带”的方式，让无私
奉献的志愿精神在社区这个大家庭
里代代相传。

朱家社区一直在探索安置社区
“党建+志愿”网格化管理创新模
式，志愿服务队伍在推动社区自
治、教育、文化娱乐、公益服务、
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最初的“红、粉、蓝、绿、金”

五色芳邻的 5 个志愿服务团队发展
到今天，朱家社区已拥有学习、文
体、调解、助老帮困、公益志愿、
安全自治等 19 个“心悦邻”志愿
服务组织近 200 名志愿者，每年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百次。

党员帮带团员 志愿
精神代代传

老党员蔡建平在 5 年多的时间
里，带动身边近百人加入志愿服务
工作，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朱家
社区社工叶笑笑告诉笔者：“前些
天，蔡师傅路过社区，我们看他走
路托着腰，原来是帮居民搬东西时
扭到，我们让他好好休息，他说没
事，坚持要继续服务。”

90 后 团 员 罗 佳 峰 看 到 这 一
幕，深受鼓舞。他感慨：“老人都

在为建设家园而努力，作为团员的
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出一份力呢？”
今年 6 月，罗佳峰开始做志愿者，
两次台风过境，他帮社区搬运防台
物资，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饭，平
常也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做垃圾分
类督导员。

这次，罗佳峰正式向社区提出
申请，要求加入 8090 青年志愿者
突击队，在志愿积分卡上积攒志愿
时 间 。“ 蔡 师 傅 干 不 动 的 我 都 包
了，也学习一下他的精神。”罗佳
峰还劝说家人一起加入志愿者队
伍。

爱心治愈伤痛 唤醒
志愿力量

72 岁的护绿志愿者常小毛日
常打理着社区的“共享花园”，不

仅将家门口的绿化打理得井井有
条，也时常为居民送去亲手栽种的
花木。

他与新志愿者王玲有这么一段
故事。高考结束后，王玲因高考失
利心情一度抑郁，足不出户。她的
父母向常师傅说起这事，心情十分
难过。常师傅带上自己种的含羞草
和自己养的小仓鼠去看望王玲，将
养花和照料小动物的任务交给了王
玲。他让王玲尝试去触碰含羞草，
含 羞 草 合 上 了 叶 子 。 常 师 傅 说 ：

“你现在就像含羞草一样将自己关
了起来，你需要靠自己走出来。”
说着便将仓鼠从笼里拿出来，放在
王玲的手心，让它与她接触。

王玲在两个月里第一次发自内
心地笑了。常师傅看到这一幕很是
欣慰。有了小仓鼠，王玲便时常与
它说话，慢慢地开始与父母沟通。

看着王玲好起来，王玲的父母十分
感激。“不用感谢我，邻里之间互相
帮助是很平常的事。”常师傅表示。

在常师傅的引荐之下，王玲的
父母和王玲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
在体验近一个月的志愿服务后，王

玲感慨：“志愿服务就是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最后达到共助，相互影
响，互相感染，大家会越来越好。”

常师傅欣慰道，年轻志愿者的加
入，是一种新老传承，为社会贡献春
风化雨的暖心力量。

志愿服务新老传承 爱心甬江涌动正能量

石宝荣说，因为海上不能建基
站，长期以来，传统渔业一直是数
字化、信息化建设的“洼地”，捕
鱼 、 卖 鱼 延 续 着 既 有 模 式 ，“ 如
今，海上互联网的实现，使捕捞渔
业走进数字商业的新时代。”

宁波“海上鲜”一直致力于构
建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渔业互联网
交易平台。石宝荣说，当初因为没
有海上互联网，传输渔获信息和撮
合交易，效率较低，“现在完整的
渔业数字化产业链已经在眼前”。

在奉化“浙里甬惠渔”平台
上，除了渔船的安全监管、政务服
务项目外，还设置有多项海上商务
应用。如渔民可以用手机下单预
约，提前安排加冰补给、海上加油

等，智慧加油系统平均每次能为渔
船节省行驶时间约 3 天，节省成本
约 2 万 元 。 通 过 渔 获 交 易 在 线

“B2B”快速撮合、物流点对点直
达，售前储存时间平均缩短约 12小
时，买家成本平均降低约 10%。石
宝荣说，最近“海上鲜”与舟山签
订协议，包销 4.35 万吨远洋捕捞鱿
鱼，通过“共享冷库”信息库，将
其中 8700多吨放到山东，实现就近
销售。目前，全国有 32个冷库列入

“共享计划”，冷冻成本平均降低10%
以上，冷库日均使用率提升30%。

“ 现 在 ， 消 费 者 可 以 通 过 手
机，查看水果、农作物的生产情
况，并下单购买，以后买水产也
可以如此。”石宝荣说，有了海上

WiFi，渔船出海捕捞、归港、储
运、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可用影
像即时记录，实现渔获全程可追
溯。对鱼虾蟹从哪里捕来的，规
格多大，储藏新鲜度如何，一清
二楚。借助海上互联网，现在已
新 推 出 渔 获 抵 押 贷 款 金 融 服 务 ，
渔民或经销商可将渔获存至“共
享冷库”质押、预质押，即可申
请资金借贷。

“海上互联网构筑的信息高速
路，对传统的渔获贸易带来新的
革命，推动渔业产业互联网高效、
快速地向前发展。”石宝荣说，借
助数字平台，渔业商务贸易有望在
目前基础上翻番，突破百亿元大
关。

海上互联，重塑渔业经济新业态

老志愿者为新志愿者戴上红袖章。 （罗秋玲 厉晓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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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数百公里的大海上，渔船结对航
行，紧张地进行冬捕作业，而在陆地上，渔
政部门人员通过海上互联网和高清摄像头，
实时查看渔船驾驶室、甲板的工作状态，与
船老大“面对面”交流；工作之余，渔民在
船舱里一边休息，一边刷抖音，与岸上的家
人用微信语音聊天……

“有了‘新式武器’，渔民在茫茫大海
上，能像在家里一样，顺畅地使用移动互联
网，真是太幸福了！”奉化桐照村的船老大林
成说，这要在以前，根本就不敢想。

奉化是浙江省八大渔业捕捞强区县(市）
之一，拥有1059艘渔船。今年，在数字化改
革“东风”下，奉化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驱
动”方式，整合海上鲜、波星通等企业资
源，利用卫星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创建“浙里甬惠渔”一站式数字应用服
务。奉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高
新科技赋能，奉化的 785艘满足出海条件的
大型外海渔船全部实现“宽带入海”，渔船数
字化监管走在全国前列，渔民在海上也能享
受数字化生活，将为未来渔业发展探索新路。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婷婷 周益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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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数字化服务应用平台如
何运作？日前，记者走进奉化区
农 业 农 村 局 的 渔 船 应 急 指 挥 中
心，一探究竟。

指挥中心的墙上，挂着一面
硕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一个个
三角形代表奉化区数百艘外海渔
船在各海区的作业位置和船只的
运动轨迹。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
政渔监科副科长龚杰随手点开了
浙奉渔冷 00888 号船，屏幕上出
现了一艘正在东海航行的渔船，
船 长 沈 旭 江 在 驾 驶 台 前 认 真 操
舵。“今天海况还可以，我们要
赶过去为三四条渔船装货。”沈
旭江通过手机微信向龚杰通报情
况 ，“ 入 冬 了 ， 海 上 容 易 起 雾 ，
航行不可大意，驾驶室要时刻有
人值守。”龚杰提醒道。

龚杰告诉记者，奉化“浙里
甬惠渔”数字化应用系统，首次
实现了渔船的实时可视化监管。
每艘渔船的前后甲板、驾驶室共
装有三个高清摄像头，另外驾驶
操作台前还安装有一个防疲劳驾
驶提醒仪，通过卫星通信构成海
上互联网，驾驶室里的动态、渔
船甲板上的生产作业情况，岸上
的监管人员可随时调看。“有了
海上 WiFi，我们用手机就能和船

老大微信通话，跟在陆地上没啥
区别，船上有啥状况，岸上可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相当于安上了

‘千里眼’‘顺风耳’。”龚杰说。
宁波是渔业大市，作业季节

通常每天有两三千艘渔船在海上
捕鱼。渔船一旦出海作业，往往

“看不见、摸不着、管不住”，安
全监管压力巨大。渔政部门的同
志告诉记者，渔船离岸 100 公里
以上往往手机就打不通了，监管
平台只能看到船只的位置，船上
的具体情况无法掌握。

“宽带入海上船”解决了可视
化监管这一难题。“特别是晚上，
船员驾船容易打瞌睡，AI 主机盒
会对船员的动作和脸部表情进行
研判，及时发出预警。”龚杰说，包
括驾驶室无人值守、人证不相符、
船 员 在 甲 板 生 产 没 有 穿 救 生 衣
等，系统都能实时发出预警，并把
数据发送到后台，进行人工干预。

除了安全监管，掌上政务应
用还实现了从“渔民跑”向“数
据 跑 ” 的 转 变 。 目 前 ， 渔 船 交
易 、 登 记 、 注 销 、 捕 捞 许 可 申
请、渔民招聘等 40 项涉渔业务实
现 “ 掌 上 办 ”。 其 中 ， 渔 业 审
批、渔船检验提速 20%，渔民集
中培训时间缩短 50%。

渔船监管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渔民一直盼望在船上也能上
网冲浪，现在终于实现了！”浙江
波星通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海霖说，渔船的“头顶”上，装有
一个白色的“蘑菇头”，在天晴的
环境下，这套海上 WiFi 的通信效
果与 4G 手机差不多，发图片、看视
频完全没问题。

海上捕鱼是一项高风险、重体
力 的 工 作 ，生 活 枯 燥 是 渔 民 的 一
大 痛 点 。奉 化 的 渔 船 实 行 编 组 化
生 产 ，渔 船 一 次 出 海 作 业 时 间 长
两三个月。渔民往往在出海前，在
手 机 里 存 上 多 部 连 续 剧 ，以 便 在
闲 暇 时 观 看 ，但 这 远 远 不 能“ 解
渴 ”。桐 照 村 渔 民 老 林 说 ，最 好 是
在 渔 船 上 也 能 聊 微 信 ，刷 视 频 看
朋友圈。

之前，有少数渔船使用卫星通
信，但流量费用非常昂贵，1M 要
一元，发一张图片要好几元。龚
杰 说 ， 奉 化 的 700 多 艘 外 海 捕 捞
渔船，之前安装了卫星通信的不
足三分之一，流量费平均一年要
六七千元，不到万不得已，一般
不用。

宽带入海让渔民用得起。奉
化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实施奉化“浙里甬惠渔”项
目 后 ， 每 艘 船 硬 件 设 备 安 装 费 3
万元，由浙江省和奉化区财政来

“埋单”，渔民出不多的钱购买流

量，就可享受海上 WiFi，非常受
欢迎。据介绍，这套系统今年 3 月
启动，到 9 月中旬开渔时，桐照、
栖凤两大渔村的外海捕捞渔船、渔
运船全部安装完毕。

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石宝荣说，渔民闲暇时喜欢
用 手 机 刷 抖 音 ， 有 了 海 上 WiFi
后，曾经有一位渔民一晚上不小心
用掉 700 多 M 流量，得知新系统是
包年计费不计流量，才放下心来。

宽带入海，渔船开启数字化生
活，大大丰富了渔民的船上生活。
管理部门还把政策培训课程、党建

内容等及时发送到渔民手中，帮助
渔民加强学习，提升业务技能。

此外，海上 WiFi 系统对渔船
救助将起到极大作用。前不久，奉
化一艘渔船发生火灾，周围渔船见
状，立即赶来救助，将船员全部安
全转移。施救的过程被渔民用手机
拍下，并及时传输到岸上。王海霖
说，新系统的预警准确率和及时率
达 90%，借助新技术，渔船碰撞率
可下降 70%以上，给渔船加了一道

“保险”，“如果船上有人受伤，医
务人员还能通过这套系统，实时视
频远程指导救助。”

WiFi上船，渔民享受海上“数字生活”

渔港冬韵。

桐照渔港码头作业场景。

渔政工作人员通过新平台察看渔民海上作业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