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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员工只要工作日每天按时

到岗、准时下班，每个月就能领取
1800 元的基本工资和 100 元的全勤
奖；如果工作时间愿意干些力所能
及的手工活，每小时还有另外报

酬。这是宁波超煜电器有限公司给
在工疗车间工作的残疾员工定下的
薪资制度。

这家位于余姚泗门镇小路下村
的企业，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是
因为公司总经理沈光桐自己也是一
名肢体残疾人。“如果没有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关怀，我不可能创业成
功，企业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势头，
现在有能力回馈社会，就贡献一份
力。”沈光桐说，目前工疗车间一
共接纳了 34 名残疾人。

2010 年 4 月，超煜电器公司成
立了一个专供残疾人工作、疗养的
工疗车间，并先后投入 40 多万元
资金，多次对面积为 2000 多平方
米的工疗车间进行装修，使泗门镇
处于就业年龄的中轻度精神、智力
残疾人得到就业机会，此举既减轻
了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又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

超煜电器公司工疗车间分为一
楼和二楼两个区域，分别设有办公
室、作业区、男女寝室、健身房、
康复医疗室、食堂、影视技艺区、
文化屋等多个功能区，确保残疾员

工作业后能够适当休息，可以参加
娱乐活动。公司定期为残疾员工
开展康复指导和体检，安排专人
管理和照顾残疾员工，为残疾员
工随时提供生活照顾、康复护理
等服务。

超煜电器公司在工疗车间安排
的工作岗位以简单的手工操作为
主，如电线电缆行业中的绕线、装
配和其他杂工等，目的在于使残疾
员工更好地实现工疗辅助性就业。
同时，车间内配备了无障碍设施，
方便残疾员工出入。

精神障碍患者阿锋 （化名） 原
先在一家企业上班，因在企业受
到冷落就“宅”在家里，父母天
天催他上班但是没有效果，这让
一 家 人 犯 了 愁 。 沈 光 桐 知 情 后 ，
一 边 耐 心 劝 阿 锋 的 父 亲 不 要 着
急，一边邀请残疾鉴定专家上门
问 诊 ， 帮 助 阿 锋 申 领 了 残 疾 人
证，随后又安排阿锋到公司工疗
车间上班。

沈光桐平时工作繁忙，既要管
理内部事务，又要外出营销推广，
即便这样，他仍然经常深入车间了

解情况。公司员工说：“沈总下车
间的时间远比坐办公室的时间多，
他对每个员工的情况了如指掌，也
知道他们的需求。每天到公司后，
他总会来到工疗车间，看看这些残
疾员工的情况。”

沈光桐说，工疗车间的残疾员
工是一个特殊群体，以智力精神残
疾为主，经常会发生各种意想不到
的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通知管理
人员尽快妥善处理，避免事态进一
步发展。

今年夏天天气炎热，了解到有
些残疾员工家里没有空调，晚上不
能好好休息，沈光桐出资为 8 户困
难残疾员工家庭免费安装空调，让
他们能安心度过夏天。

由于工作做得扎实，该公司工
疗车间先后被命名为浙江省残疾人
小康阳光庇护中心、宁波市级残
疾 人 阳 光 家 园 。 从 2019 年 开 始 ，
每年被评为浙江省四星级残疾人
之家。超煜电器公司还获得了宁
波市最具责任助残企业、余姚市
最佳残疾人安置就业单位等多项
荣誉。

肢体残疾企业家

开设工疗车间悉心照顾残疾员工

记 者 朱军备 王 博
通讯员 余 璐

土地流转化零为整
形成鲜明产业特色

柯汉强曾是一名军人，在消防
岗位上“赴汤蹈火”。退役后，他
在姜山镇承包 400 亩土地，经营生
态蔬菜基地尚蔬园。经过 10 年磨
砺，柯汉强已转型成为一位出色的

“农场主”，其蔬菜基地年生产供应
各类蔬菜 3000 余吨，年销售额超
1500 万 元 ， 已 经 成 为 盒 马 鲜 生 、
三江购物、M6 生鲜连锁超市、欧
尚等多家超市的订单农业蔬菜基
地。

无独有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赵骥曾是一名白领，看好农业的他
转行做了一名职业农民，承包 120
亩土地经营起尚品农业采摘精品
园。如今，赵骥的自然种植模式吸
引了一批稳定的客户，农场也走上
了健康发展之路。

柯汉强和赵骥的成功得益于姜
山镇系统谋划将土地流转化零为
整。作为鄞州乃至宁波的粮食生产
重镇，姜山镇经过多年探索实践，
如今土地流转率超过 90%，有效减
少了碎片化种植。“土地集中流转
使得像柯汉强、赵骥一样的农户合
作经营成为现实，吸引了大批优秀
的农业经营者深耕于此，他们主动
选择农业，肯吃苦、爱动脑筋，在
各类政策的扶持下，走出了各不相
同的成功之路。”姜山镇相关负责
人说。

据介绍，经过持之以恒的引导
培育，姜山镇先后完成了尚蔬园、
景秀园、农乐果蔬、明州田语、甬
上红橙等 8 个现代农业园区的综合
提升工作，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
洁化生产，推广稻鱼 （鳖） 共生

（轮作） 等综合种养模式，推行规
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这批
重点产业项目的实施，使得该镇有
效补齐了水稻、蔬菜前端育种及产
后处理和加工短板，增强了农业龙
头企业联农带农能力，夯实了米袋
子和菜篮子保供能力，直接带动农
户 450 余人，亩均增收 2500 余元，
人均增收 700 余元。

深挖文化内涵
实现农文旅有机融合

今年 4 月 24 日，一场以“春之
声”为主题的稻田音乐会在姜山镇
千年古村走马塘上演。在千亩稻田
上搭建一个 150 平方米的舞台；没
有主持人，没有传统的串词，现场
百余名演员游走在稻田；《十里红
妆》 惊艳亮相⋯⋯这场稻田音乐会
别具一格，打造声乐表演、诗歌朗
诵和舞蹈情景于一体的音乐诗画组
合。

农业大镇姜山，如今依旧保留

着成片的近 8 万亩稻田，其中千年
古 村 走 马 塘 拥 有 2000 多 亩 稻 田 。

“每次经过走马塘的稻田，我的眼
前都会浮现出稻田舞蹈庆丰收的景
象 。” 稻 田 音 乐 会 总 导 演 陈 云 其
说，姜山的稻田更为广阔，走马塘
的历史更为悠久，这些都给了他无
限的创作灵感。3 年前，陈云其第
一次走进走马塘，发现这个千年古
村被保护得很好。作为走马塘的陈
氏后人，他一直想把走马塘推向更
大的舞台。

除了稻田音乐会，姜山镇深挖
走马塘进士第一村、俞丽拿故居、
范钦墓、宁波粮食文化陈列馆等内
涵，建设彩色漫步道，打造乡贤工
作室，形成“每季一个主打节庆+
每月一个特色节庆”的节庆活动新
格局。斯巴达勇士赛、花田春耕
节、飘香瓜果节、甲鱼养生节⋯⋯
文旅活动精彩不断。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斯
巴达勇士赛。2020 年 11 月，风靡
全球的斯巴达勇士赛在姜山镇走马
塘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
名勇士集结于此进行自我挑战。这
是该赛事首次登陆宁波并首次在乡
村举行。今年 4 月，该赛事再次登
陆走马塘村，为宁波及周边的勇士
带来极致体验和惊喜。如今，姜山
镇持续深挖文化内涵，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将农文旅有机融

合，为姜山带来人气、积累口碑，
把“流量”变“留量”。

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
科技赋能助农发展

去年，姜山镇与浙江大学合
作 ， 种 植 2000 多 亩 彩 色 油 菜 花 。
春暖花开时节，千亩彩色油菜花成
为“网红”打卡地，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赏花打卡。“多彩油菜花不仅
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开花前的菜
蕻口感好，结籽后榨油率也高，可
谓一举多得。”浙江大学作物科学
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伟军
说，以前我国的油菜籽多从加拿大
引 进 ， 经 过 近 20 年 的 努 力 ， 如
今，我国的油菜籽已经可以自主研
发，甚至比国外进口的更适宜本地
种植。

姜山镇良好的农业基础、便捷
的交通、利好的政策，还吸引了种
业巨头的目光。浙江省销售额最
大、自主研发品种最多的微萌种
业，产值居全国水稻种业第七位的
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纷纷在此
设立“育繁推”基地、研究中心和
总部，以姜山为平台，辐射全国推
广优良品种，进一步增强粮食、瓜
蔬等现代农业“芯片”的核心竞争
力。与此同时，宁波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分别在景秀园、农乐果蔬设立
种植示范基地，鄞州区种植业管理
站在陆家堰建立 106 亩的试验示范
基地，多层次、多品种开展种植品
种、技术栽培试验，各类农业科研
项目先后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眼下，随着姜山镇农产品新品
种的培育和推广，特色新产品也屡
屡获奖。“南粳系列”大米获 2020
年度“甬优杯”宁波十大好稻米金
奖，“甬甜 5 号”甜瓜获 2020 年浙
江精品甜瓜金奖，“浙樱粉”小番
茄 获 2021 年 浙 江 精 品 番 茄 金 奖 ，

“梦晶”草莓获 2020 年度浙江精品
草莓银奖⋯⋯姜山去年还启动培育

“姜茅山”和“稻香鄞南”区域公
共品牌体系，鼓励区域农产品捏起
拳头拓市场。

姜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稻作首镇、未来田园”为理念，
持续优化种植布局、美化田园景
观、活化生态系统、强化城乡融
合，打造以“一廊七区七带”为核
心的姜山全域种植布局。同时，围
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要求，进一
步做强主导产业，扩大品牌影响
力，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打造现
代种业强镇和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发
挥省级园区引领、示范和带动作
用。

鄞州姜山镇鄞州姜山镇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是怎么炼成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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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慈溪市掌起
镇综合信息指挥室，
一块数字化大屏幕映
入眼帘。企业类型、
成 立 时 间 、 产 值 区
间、所属行业、企业
年报、环保数据⋯⋯
点击进入掌起工业地
图生态大数据平台，
全 镇 1241 家 大 小 企
业 信 息 一 览 无 余 。

“ 通 过 这 张 工 业 地
图，我们不仅能一览
全镇工业经济情况，
还能实时掌握镇域工
业 企 业 关 键 数 据 。”
该镇工业地图数据平
台管理员蒋斌武说。

插 上 “ 数 字 翅
膀 ”， 加 速 质 量 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 革 。 今 年 年 初 以
来，掌起以数字化改
革为引领，谋划推进
掌 起 城 市 管 理 中 心

（数 字 掌 起） 建 设 ，
积极探索镇域工业地
图建设模式。“运用
数字化手段做大做强
传统制造业，是掌起

‘十四五’发展面临
的一个新课题。”掌
起 镇 副 镇 长 娄 建 立
说，掌起绘制慈溪首
张镇级工业地图，不
仅为区域工业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能 ， 也 为 慈 溪 市 级

“产业大脑”建设奠
定基础。

数据是全面感知
企业日常运行的“触
角 ”。 今 年 7 月 以
来，掌起与第三方机
构 合 作 ， 采 集 该 镇
75 家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和 1166 家 规 下 工 业
企 业 的 工 商 数 据 、

“四至”数据、报表
数据、产业领域标签
等，建立企业基础数
据库，构建以工业地
图、企业数据库、工
业大数据可视化大屏
等为基础的综合管理
平台。“我们对相关
企业数据进行实时监
测、研判，用活用好慈溪市级配套
产业政策，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和产
业平台发展。”掌起镇经发办负责
人说。

据介绍，掌起镇工业地图项目
以工业园区规上企业为核心，划分
不同企业类型，按产值区分四档展
示，同时支持产业分类筛选，实现
数字化总览全镇工业经济情况及工
业总体布局。

近日，掌起镇环保办在对辖区
“双随机”库企业废气采样抽查过
程中发现，一家企业的废气处理设
备未正常运行。“当时，环保工作
人员立即责令企业停产整顿，同时
对工业地图中的环保地图进行实时
更新，对涉事企业进行亮牌管理，
将企业违法信息入库保存。”该镇
环保办负责人表示，掌起推出工业
地图，不仅助力环保部门执法监
管，也为镇域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

“绿动力”。
在推出工业地图的同时，掌起

加快推进“数字掌起”建设，助力
制造业发展提质增效。明年年初，
该镇计划在工业园区 6 家重点企业
试点安装数字消防监控设备，实现
对企业厂区火情的智能监测及预
警。“我们计划在每个厂区重点部
位安装 5 台双光谱红外热成像筒型
摄像机，在每家企业内部机房设置
1 台网络视频录像机、1 台消防联
动智能控制服务器。”掌起镇相关
负责人说，这些数字化装备与镇工
业地图联网，能实时传输视频图像
和报警信息。

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释放数
字化改革红利。今年 8 月以来，掌
起镇经发办工作人员通过工业地图
数据库数据分析、研究，筛选出 9
家高新苗子企业。其间，他们通过
实地走访、上门服务，指导“神
龙”轴承成功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并为企业争取到相应的所得税
减免和奖励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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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桐在工疗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陈福良 黄程 摄）

掌起镇工业地图数据平台。
（陈章升 摄）

12 月 1 日，鄞州区

姜山镇传来喜讯，凭借产

业特色鲜明、农旅有机融

合、科技创新发展三大优

势，姜山镇以 95 分的高

分通过省级验收，成功创

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姜山镇域面积87.8平

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

7.5万亩，常住人口21万

人。通过3年建设，果蔬

和水产两大主导产业产值

8.2 亿多元，占园区总产

值的 68.7%，先后被评为

全国百强镇、全国重点

镇、省级中心镇、省综合

经济实力百强镇、宁波市

卫星城试点镇，入围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尚蔬园工作人员在田里忙碌尚蔬园工作人员在田里忙碌。。（（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稻田音乐会场景稻田音乐会场景。。
斯巴达勇士赛宁波鄞州站儿童赛小选斯巴达勇士赛宁波鄞州站儿童赛小选

手穿梭在紫云英花田手穿梭在紫云英花田。。

姜山镇彩色稻田姜山镇彩色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