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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用地“变形记”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夏晶）“这两天刚往田里投
了 1 万多尾澳洲小青龙虾苗，6 月
种晚稻时，把虾苗放入稻田之中，
进行‘稻虾共养’，下半年就能有第
一波收成。”这几天，在海曙区石碶
街道星光村一块近 60 亩的新开垦
耕地里，农场主高伟国忙着查看田

间虾苗生长情况，期待不久后这里
成为“希望的田野”。

一年前这里还是布局散乱、利
用粗放的低效耕地。该地块位于奉
化江和机场高架路延伸段交叉口，
本属耕地性质，但因地理位置较偏、
土地形状不规则、周边项目开发等
原因，当地村民一直未将之用作粮

食种植田，而是零星种植花木、果蔬
等非粮作物，且处于无效管理状态，
经济效益较低。经排摸，石碶街道类
似的低效耕地共有 4 处，约 480 亩。

为盘活这些“犄角旮旯”的撂
荒低效耕地，去年起，石碶街道积
极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整治，在妥善做好与农户沟通、补
偿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耕地进行
统一规划，进行复垦。去年 8 月，
翻新后的约 480 亩耕地通过招投标
方式承包给农户，种植水稻、小麦
等粮食作物，在让耕地重新得到合
理利用的同时，提升村集体收入。

去年 9 月，高伟国承包了位于
星光村的这块耕地。考虑到该地块
附近有自然水源，适宜开展“稻虾
共养”模式，他便在街道农办的技
术支持指导下，投入 60 万元，探
索致富新路径。

石碶街道农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街道将通过技术保障提供、
建立体系、强化保护监管等方式，
多措并举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守牢
耕地保护红线，积极建设高标准农
田，让“粮田”变“良田”，从而
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农民
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

石碶约480亩“犄角旮旯”变身“希望的田野”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王岑） 昨天是第十三个全国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获悉，2019 年至 2021 年，宁
波公安经侦部门共侦破各类经济犯
罪案件 1713 起，查处嫌疑人 3345
名，挽回经济损失 16.35 亿元，各
项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三年来，宁波公安打击突出经
济犯罪成效明显。在“猎狐行动”
中，宁波公安经侦部门已缉捕或劝
返 境 外 逃 犯 112 名 ， 缉 捕 率 为
61.7%。在“云端”与“惊雷”专

项行动中，宁波公安经侦部门成功
打击车辆检测领域行受贿犯罪、地
下钱庄犯罪、淘宝刷单、非法集资
等云端案件 397 起。在“歼击”系
列及打击假币犯罪专项行动中，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293 名，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216 人，涉案金额 42 亿
元。在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
中，成功破案 153 起，抓获嫌疑人
208 人，涉案金额 502 亿元，协助
税务稽查部门追缴税款 45 亿余元。

此外，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
宁波公安发起“蓝剑”行动，共破
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682 起，移诉
犯罪嫌疑人 782 名，涉案金额共计
6.37 亿元。其中，破获的“音王”

“博威”等两起特大侵权“甬商”

商业秘密案引起广泛关注。而“全
省首例特大系列性侵犯我市粮食种
子知识产权安全案件”的告破，还
促成了全国首个宁波市农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站的成立。

三年来，宁波公安服务企业亮
点不断呈现。宁波公安经侦部门以
警企服务为着力点，成立警企服务
中心，配套出台服务企业“十大举
措”及 86 个具体事项清单。经过
三年从“0 到 1 再到 N”的裂变式
发展，目前已建成 1 家市级、10 家
县级警企服务中心，104 个警企服
务 站 ， 797 个 驻 企 联 络 点 。 已 和
5900 多家企业建立警企联席警官
制，配设警务专员 576 名，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 3212 起，化解涉企矛

盾 1107 起，破获涉企案件 407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857 名，帮助挽回
经济损失 3.82 亿元。

三年来，宁波公安科普防范经
济犯罪知识氛围浓。今年的“5·
15”宣传主题为“与民同心 为您
守护”。宁波公安联合税务稽查局
等部门开展活动，揭露常见经济犯
罪手法，向市民传授防骗知识和自
救技巧。此外，公安经侦部门还以短
视频、微课程等方式，通过线上直播
访谈节目、推送防范微视频、防范宣
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答疑解惑、
提示预警。今年以来，全市经侦部
门共开展宣传活动 428 场，向群众
发放宣传资料 13.8 万余份，接受现
场群众咨询 13.4 万人次。

宁波公安亮出3年打防经济犯罪成绩单
破案1713起，挽回经济损失16.35亿元

在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的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里，不同品种的茭白苗长势良好，翠绿一片。目前，该镇茭白全年复种面积
1.5万亩，产值1.2亿。茭白田在日益进步的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正成为如今河姆渡农民的“致富田”。 （严龙 劳超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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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蔡函驰）
最近，慈溪逍林镇的大学生农创客
张漾遇到一件烦心事：大棚里的葡
萄 藤 出 现 大 面 积 叶 片 泛 黄 现 象 。

“现在是葡萄生长的关键期，万一
找不到病因，几个月的辛苦劳作就
泡汤了。”看着“病号”，她一时不
知所措。

逍林镇新型庄稼医院“坐堂医
生”王光明闻讯后打来电话，让她
带上病叶样本前往庄稼医院商量应
对之策。“王老师向我了解近期葡
萄的施肥浇水情况，还通过网络视
频连线，邀请省农技专家一起‘号
脉’。”张漾告诉记者，经过联合会
诊，专家认为葡萄得了缺镁症，建
议适当喷洒硼肥。另外，花期内不
要大量浇水，以免引起落花。

在慈溪，像逍林镇这样的新型
庄稼医院已有 16 家。近年来，该
市农合联持续深化生产、供销、信
用“三位一体”改革，充分运用数
字化手段，构建农业生产端社会化
服务平台——新型庄稼医院，努力
打造乡村产业发展大平台。“新型

庄稼医院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村级
综合服务社、农资经营门店，提供
农资、农技、农信等全产业链服
务，推动农业产业增效，带动农民
增收共富。”慈溪市农合联执委会
负责人说。

慈溪新型庄稼医院依托网络服
务平台，面向全省引入 900 余名农
业社会化服务专家，构建市镇村三
级“一张网”服务体系，推出“网
诊、坐诊、巡诊”三合一服务模
式，拓宽农技、农资、农产品销售

等服务渠道。“我镇新型庄稼医院
设立了医生问诊接待区、测土配方
区等功能区，农作物遇到疑难杂
症，农民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线
上‘求医’。”新浦镇农技员俞雪姣
说。

农作物生病网上可挂“专家号”
慈溪市农合联智编新型庄稼医院“一张网”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蔡迪）“ 爱 读 书 、 不 懒 惰 ， 多 动
手、勤思考”“勤俭厚道、身正行
正”⋯⋯14 日上午，海曙区金汇
小镇会客厅，两个来自月湖街道的
家庭正在展示自己的家训。当天，
海曙区“美好·品质 从家出发”
主题活动暨社区家风建设指数发布
会，在此拉开帷幕。

作为当天活动的最大亮点，社
区家风建设指数一经发布，便引起
了广泛关注。

“在职党员‘一人一岗’有效落
实，得 1 分；利用楼道、小区，开展有
特色、系列化的阵地谋划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家风‘微环境’，得 3 分；
党员干部家庭有发生违纪违法案件
的，每个扣 1-3 分⋯⋯”据海曙区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海曙区把家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抓手，把社区这个社会治
理的基层单元、清廉建设的基层单
元作为家风指数建设的标的物，将
清廉社区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
合，在月湖街道试点探索社区家风
建设指数体系，聚焦家风涵养铸

魂、家风模范培树、锋领作用彰
显、家庭发展共促、家庭平安筑基
等 5 个方面，分 15 大项 45 小项评
分标准；重点突出党员干部的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在职党员“八
小时外”监督管理路径，营造立体
式、全方位的宣传氛围，持续深化
清廉社区建设，推动其向清廉家庭
这一最小颗粒度深化细化。

作为最先试点地区，月湖街道
纪工委书记乐嘉颖如是说，通过明
确考评细则、量化分级评比等举
措，将上级关于家风建设、清廉单
元的相关部署要求落地量化为基层
看得懂、可操作的具体要求，从而
更好地调动社区主动性，给一个个
家庭带去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并助
推家庭对基层社会治理给予积极反
馈、反哺。

活动现场，获评全国、省、市
级各类先进家庭的代表也上台分享
了他们的家庭家教家风故事，新提
任区管领导干部家属代表接受赠书
并作了表态发言，还举行了海曙区

“好家风点亮生活”微纪录征集启
动仪式等。

为家风立个“标尺”

海曙发布社区家风建设指数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潘
赛珍） 近日，宁海县直机关工委、
宁海县妇联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宁
海县机关党员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的实施方案》，倡导开展每天说
一句暖心话、每周看望一次老人、
每月陪孩子读一本好书“三个一”
家风建设，以强化党员干部家庭家
教家风教育，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
风。

《方案》 提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要纳入各级各部门主题党日，
围绕家庭家教家风主题集中开展学

习研讨和实践活动。例如在每年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各级各部门
要集中开展一次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类主题党日活动；分级开展家访，
了解机关干部家庭情况，宣传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组织开展
好家风故事分享会，动员机关干部
讲革命前辈红色家风故事、讲自己
和身边感人的家风家教故事；创新
开展家风征文、演讲、朗诵、书
画、摄影以及家训征集等活动，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汲取崇德治家、廉
洁齐家、勤俭持家的精神养分。

每天说一句暖心话，每周看望一次老人，每
月陪孩子读一本好书

宁海倡导“三个一”家风建设

本报讯 （记者冯瑄） 在海拔
3700 多 米 的 青 海 天 峻 县 阳 康 乡 ，
25 头经过人工选育的野血牦牛近
日正式出栏运往青海各地牧区。这
是宁波援建的天峻县阳康乡野血牦
牛基地产出的又一批“新产品”。

野血牦牛是雪域高原的野牦牛
与家养牦牛杂交生产的牦牛，它继
承了两者的优点，不但体型大、生
长快，还具有环境适应性强、采食
范围广等特点。

天峻县的苏里乡、阳康乡等地
是青藏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但是
野血牦牛一直是自然繁衍状态，种
群规模小，各户分散养殖，市场知
名度不高，更没有形成规模化产
业。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实
现乡村振兴，2020 年宁波援青干
部经过深入调研，决定大力发展野
血牦牛产业，并选址阳康乡建设标
准化高原牦牛核心群培育基地。

经过工作组的持续推进，当年
建成了 6 座总占地 3000 平方米的标
准化牦牛棚、1 个占地 6000 平方米
的牦牛活动场，以及配套的饲草料
库房、注射栏、消毒室、机井等，
并会同当地乡镇采用“村集体+合
作社+牧户”的运营模式，引进基
础野血牦牛 200 头。经过一年多的
培育与发展，当前阳康乡规模化养
殖的野血牦牛已经从最初的 200 头
发展壮大到目前的 500 多头，增长
了 1 倍多。其中 2021 年基地共出栏
野血牦牛 120 头，带动原建档立卡
户家门口就业 8 人，额外增加村集
体收益 66 万元，参与运作的牧民
群众户均增收 4000 元。

据悉，宁波援青围绕野血牦牛
产业链，当前还在大力发展天峻牦
牛的规模化养殖、牦牛肉的标准化
生产以及牦牛奶的市场化推广，努
力把天峻牦牛产业做成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金名片”。

青海天峻人工选育的野血牦牛正式出栏

宁波援建让参与运作的牧民
户均增收4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郑绿枝 俞佳
伟 记者王博） 鄞州区国有资产管
理协会日前正式成立。这是我市首
个区级国有资产管理协会。

近年来，鄞州区国有经济持续
改 革 ，综 合 实 力 不 断 增 强 ，截 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区国有资产总额
2097.23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13.8%。

为进一步加强国资运营管理，
更好地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鄞州在
全市率先成立区级层面的国有资产
管理协会，架设起政府机构与国有
企业沟通的桥梁，共同为国有资产
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赋能。

据介绍，目前鄞州区国有资产
管理协会已有首批会员单位 45 家。

鄞州成立全市首个
区级国有资产管理协会

标准化牦牛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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