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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张琦

在一块菜地间，有一条宽约 3
米、长约 20 米的彩色小道将菜地
左右分开，非常醒目。再细看，小
道上的色彩来自铺设的不同材质：
灰色沙石、红色砖块、褐色瓦片、
赭色木块、白色石子、绿色草坪
⋯⋯孩子们走在其间，立刻被多彩
大自然所吸引。

这是海曙区集士港镇新后屠桥
村的星野里农场一角。春暖花开时
节，记者走进该基地，采访这一精
巧设计的农场负责人、“90 后”任
朝辉。

在海曙区高桥镇岐湖村出生长
大的任朝辉 2015 年从湖南农业大
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毕业后，曾
经在宁波栎社机场检验检疫局工
作。两年后，一直怀揣创业梦想的

他毅然辞职，开启了打造以“亲子
研学、自然教育”为主题的休闲农
场的创业之路。

“最初的实践是从租 16 亩农田
开始的。”任朝辉回忆，那时妻子
刚怀孕，为了让家人吃上健康安全
的农产品，他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的
优势，在租来的田间种植蔬菜、养
鸡鸭，“不用农药、化肥，尝试打
造一个纯绿色循环微型农场”。

有 了 初 步 的 实 践 ， 2018 年 ，
任朝辉又来到余姚大隐的一个 100
亩 果 园 ， 继 续 实 现 自 己 的 理 想 。

“随着孩子的出生长大，想到如今
孩子们与大自然接触机会并不多，
打造亲子研学基地的想法便在脑中
逐渐清晰。”任朝辉说，他在果园
开设亲子研学课堂，策划了一系列
互动课程，自己先学会红薯饼等农
产品手工制作方法、草莓盆栽方法
等，再手把手教孩子们，“半年间
开设了 20 多次课程，深受家长和
孩子们欢迎”。

初尝成功滋味的任朝辉不骄不
躁，继续积累经验。他报名参加了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下属机
构开设的“乡村振兴+头雁计划”

线上培训，学习了自然农法、生产
种植、农场运营方法、新农村发展
等许多课程，与此同时，他在线上
开设“哇叽部落”亲子平台，与线
下农学实践基地合作，策划丰富多
彩的亲子活动；他还到苏浙沪甚至
湖南、四川等地的 50 多个大小农
场“取经”，“希望取长补短，找到
一条适合本地休闲农业的发展之
路”。

“前期实践加上系统的培训，
博采众长，让我收获很大，衍生了
自己完整的创业思路，并在星野里
农场付诸实践。”任朝辉介绍，农
场将遵循自然农法、借鉴朴门永续
设计理念，充分利用自然生物系
统，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和各种
生长调节剂以及任何有残害土壤的
添加物，以保持生态平衡；同时设
计了四季时令、田园农耕、蘑菇森
林、自然戏剧等课程，修建种植大
棚、萌宠乐园、亲子鱼塘、露营帐
篷，开设绿色种植、生态饲养等互
动课程，“在农场中彰显人与自然
的协调统一，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
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好习惯”。

目前，任朝辉的团队已经“集

结”了农业生产、课程研发、农事
老师、营地管理、户外景观设计等
专业人员，正规划设计标准化的

“自然教育”农事研学基地模式进
行复制推广，提供从选址、落地、
内容设计到人才输入、管理运营等
亲子研学行业的全流程服务。

在任朝辉看来，“自然教育”

农事研学行业前景一片光明，他透
露 ：“ 目 前 与 5 个 幼 儿 园 已 经 签
约，成为其专属亲子研学基地，待
疫情结束，将开展一系列互动活
动；同时，余姚陆埠、东钱湖等地
乡村也抛来‘橄榄枝’，更多的亲
子研学基地将在宁波乡村‘开花结
果’。”

任朝辉：农事研学铺展创业之路

记 者 董惊鸿
通讯员 张云霞
余姚市委报道组 劳超杰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布“我为群众办实事”投放
点提升改造典型案例名单，余
姚市梨洲街道三江口新村(南
区)榜上有名。据悉，宁波仅
有两例入选。

近日，记者走进该小区。
三江口新村(南区)是一个社区
自治管理的老小区，共有 756
户居民。2020 年 10 月，所在
社区对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点进行改造，将原先 18 处
垃圾投放点合并成一个 10 多
平方米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
类投放驿站。该驿站由老社区
办公用房中的一个杂物间改造
而来，配备四分类垃圾桶、除
臭仪、灭蝇器、喷淋、吊扇、
防滑地垫等设施，以改善垃圾
投放点位环境卫生状况。

为了提高小区居民主动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所在社
区开展了亲子互动、趣味问答
等多项活动；每月设置有害垃
圾“收集日”，发动居民将家
里的有害垃圾兑换成生活用品
或绿植，提高有害垃圾投放精
准率；同时组建近 30 名党员
和居民骨干组成的垃圾分类巡
检队，开展“桶边督导”和抽
检，由巡检志愿者上门进行督
促整改。

三江口社区党总支书记胡
科 利 介 绍 ， 考 虑 到 小 区 里
60%至 70%的居民是老年人，
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不高，社区
积极发动楼道长入户面对面做
好垃圾分类政策宣传工作。截
至目前，累计组织开展垃圾分
类 主 题 培 训 及 活 动 10 余 场 ，
共计 2000 余人次参加。

在垃圾分类投放驿站边，
有一处种植了雏菊、月季、风
车茉莉等十多种植物的“共享
花园”，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以前，一些居民因为错
过了投放驿站开放的时间，就
随意把垃圾袋往驿站旁的宣传
窗下一放，时间一长臭气难
闻。现在这个地方改成了‘共
享 花 园 ’， 居 民 不 仅 可 以 赏
花，原来乱扔垃圾的现象也不
复存在，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科利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 11 日，“共享花
园”正式开建，党员和居民一
起种花、浇水、装饰，一天的
工夫，花园就已具雏形。不料
因 气 温 突 然 升 高 ，“ 共 享 花
园”墙上挂着的水培绿萝刚种
下就死了一大半。但居民们惊
奇地发现，第二天，花瓶里枯
死的绿萝就被人换成了一枝枝
鲜艳的山茶花，原来是住在附
近的王泉裕义务当起了花草护
理员，将自家种植的山茶花贡
献了出来。不仅如此，74 岁的
王泉裕还坚持每天给“共享花
园”的绿植浇水。“我退休了，闲
着也是闲着，在花园里劳动，心
情舒畅！”老人笑着说。

花园是美了，但是一到晚
上就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了，
能否加点景观灯呢？居民们又
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居民
自治小区，我们尤其重视居民
的建议，现在景观灯也装好
了，一到晚上，花园内灯光闪
烁，格外迷人。下一步我们打
算根据居民反馈，再添置一些
桌子椅子，到时候居民可以在
这里喝喝茶、聊聊天。”胡科
利说。

事事有回应不仅提升了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也激发
了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为居民
自主管理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
供了一个范本。

余姚三江口社区
居民自治

推动垃圾分类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王贝贝

从“单兵作战”到建制化
编组

在桐照渔村海保渔业管理服务
中心的墙上，张贴着一张桐照“红
帆”中队编组架构图。桐照设立外
海负责人专职管理渔船，全村 605
艘外海捕捞渔船，分编为 26 个中
队，每个编组配一名中队长。记者
注意到，编组中队之间，渔船数量
差异很大，最大的第 16 中队有 46
艘船，而规模小的中队只有十三四
艘船。

“ 一 个 编 组 中 队 船 只 数 量 多
少，取决于队长的号召力和威望，
渔船是自愿加入的”。桐照渔村外
海党支部书记邬盛波说，只要有
10 艘船以上，就能形成一个编组
中队。

莼湖的渔业捕捞生产有数百年
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渔村
实行经济改革，分船到户。那时候
桐照只有 35 对拖网木质渔船，每
12 户“共享”一艘船，船长、船
员按工分计酬。从 1995 年起，个
人打造的铁壳船逐渐取代木船，平
均排水量近 200 吨。渔船运营完全
私有化，并实行雇工制度。

邬 盛 波 说 ， 在 这 10 多 年 里 ，

桐照渔船延续传统的捕捞作业方
式，大多是独来独往，也有两三对
船结伴的。“海上状况瞬息万变，
那时渔船的通信、安全等设施也没
现在的好，一旦发生事故，单靠自
救是不行的”。

面 对 船 队 的 迅 速 壮 大 ， 2000
年时，桐照渔村外海党支部书记林
国军创新实施“编组生产”模式。
第一批 150 条渔船编为 4 个中队，
每个中队除了捕捞渔船外，再配一
条运输船。这种组合后来成为标
配。编组内的渔船生产，听从中队
长统一调度。

参照桐照的做法，不久之后，
隔壁的栖凤渔村也实施了编组生产
模式。

截至目前，莼湖街道 838 艘外
海渔船被划分成 41 个编组中队，
所 有 外 海 渔 船 纳 入 编 组 管 理 ，
100%实现编组生产。

船船互助，拧紧海上生
产“安全阀”

“实施编组生产，初衷就是加
强安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编组
内的渔船第一时间赶来救援。”邬
盛波这样说。

今年 48 岁的陈宏江是桐照第
六中队的中队长。他的编组中队有
27 艘船，包括 11 对双拖渔船、4 艘

单拖渔船和一艘渔运船。“最近靠
港休整了半个月，刚通知编组内的
渔船，做好准备工作，马上要出海
捕鱼，到 5 月 1 日休渔再回来。”陈
宏江说。

陈宏江 17 岁下海捕鱼，28 岁
当 上 船 老 大 ， 30 余 年 海 上 生 涯 ，
练就了不凡的捕鱼本领。而作为编
组中队长，他还要承担组织生产、
安全监管、应急救援等多项工作。
比如天气恶劣时，一接到上级有关
防台避风的指令，要第一时间组织
编组内的渔船进行转移，“各艘船
必须听中队长指挥，没有讨价还价
的余地”。

陈宏江说，编组生产，各条船
之间保持两到三海里的间隔，彼此
有照应。每艘船还携带了油泵、增
压泵等零配件，一旦编组内的渔船
出现机械故障，可实现配件共享，
就地组织力量维修，这是单船生产
无法做到的。“热心相助是渔民的
本色。一旦发现渔船有进水、起火
事故，或发生撞船，同个编组的其
他渔船迅速赶来救援，极大提高了
渔业生产安全系数。”陈宏江说，
近 10 多年来，他的编组共遭遇了
三次突发事件，在编组船员的协力
救援下，均化险为夷。

目前，仅仅浙江省就有 1 万多
艘外海捕捞渔船，旺季时多集中在
温台、舟山等几处渔场捕鱼，此外
洋面上还有大量的商船，海上安全
压力陡增，近年来商船渔船相撞事
故频频发生。“海上抢险，早几分
钟和晚几分钟，直接关系船员的生
死。在应急救援上，编组生产展现
了 巨 大 优 势 。” 邬 盛 波 说 ， 有 一

次，浙奉渔 18048 船突然起火，船
员立即向所在中队求救，中队快速
反应，联系最近的编组内渔船进行
救援，以最快时间将 6 名船员转移
到救援船上，因救援及时，无人员
伤亡。去年象山一艘渔船被一条商
船撞沉，得知消息后，附近的桐照
第四中队渔船立即起网，停止捕
鱼，20 多分钟赶到事发海域，最
后成功救起了一名落水者。

另外，船员在生产作业时受
伤，或突发重病，编组渔船往往一
边往回赶，一边呼叫岸上救援，甚
至动用空中救援力量，大大提升救
援效率。

“编组生产也有助于提高奉化
渔船的捕捞效益”。邬盛波说，20
年来，莼湖渔船编组生产模式之所
以能长盛不衰，且加入成员不断增
多，是有效地选拔出“领头羊”，
并且让渔民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
处。每个编组的中队长，其捕鱼水
平要高出平均水平，越是能力强的，
跟的船就越多，产量也会高一些。而
且配备的运输船，每四五天往返一
趟，补充给养，把最新鲜的渔获物运
上岸，共同构成良性高效的捕鱼－
运鱼－卖鱼协作链。“鱼虾新鲜，身
价就高，钱也赚得多了”。

联网联动，探索“海上枫
桥”新路径

外海捕捞渔船作业区，往往距
离陆地一两百海里，“看不见、管
不住、救不了”是渔业管理普遍存
在的难题。市农业农村局渔政部门
负责人表示，实践证明，奉化渔船

的编组生产是一项有效的指挥管理
体系，只要抓住了中队长，就抓住
了一群渔船；抓住一群中队长，一
个区域的渔船管理就能“一竿子插
到底”。

莼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锡科
介绍，编组中队长由区农业农村局
和街道联合发聘书，干得出色的，
政府还给予表彰和奖励。通过编组
生产模式，奉化外海捕捞渔船从渔
民自发形成向政府引导管理不断推
进，从只注重经济效益到经济与安
全并重转变，构建“编组－村－街
道－区级”海上四级安全监管体
系，并形成“指挥中心下达指令－
中队长指挥－编组渔船救援”的救
助体系，渔船出海动态管理和渔船
海上救援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奉化
区在 2016-2017 年度、2019-2020
年度被评为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区）。
近年来，奉化渔船编组生产模

式已在舟山、临海、象山等省内多
地推广，携手打造“平安渔场”。

去年，奉化区和省里协作，利
用“浙里甬惠渔”平台实现所有外
海渔船宽带上船，渔船安全监管得
到进一步加强。吴锡科说，借助数
字化手段，下一步莼湖街道继续深
化编组生产，强化“党管安全”，在编
组渔船上设立海上流动党小组，开
展“海上党员活动”，开设“海上云党
课”，不断丰富渔船编组生产内涵，
提升渔船安全生产水平。

渔船编组生产
打造渔业安全奉化样板

任朝辉在整理农场任朝辉在整理农场。。（（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日前，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公布全省乡村振兴
创新实践案例名单，奉化区以莼湖渔船“编组生产”为基
础打好渔业安全保卫战，入选十佳创新实践案例。这也是
唯一的涉渔生产案例。

海上捕鱼，在风浪中讨生活，其危险性远远大于绝大
多数的陆上生产作业。奉化拥有海洋捕捞渔船900多艘，名
列浙江省八大渔业捕捞强县，在海上平安建设上，连续10
余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交出了一份优秀成绩
单。这其中，渔船编组生产功不可没。

渔船编组生产是怎么编的，为何能防患于未然？海上
平安“网”该怎样建？3月底，记者走进莼湖街道的桐照渔
村，探寻编组生产背后的“平安密码”。

有害垃圾兑换绿植。
（受访者供图）

推选能人领头 互帮互助解难

桐照渔港船队桐照渔港船队。。（（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码头渔获交易繁忙码头渔获交易繁忙。。（（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