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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星与海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彦昌提交了 2022 年度

“雄镇英才”高端项目政策资金申
请。根据镇海惠才助才新举措，该区
放宽政策资金拨付条件，对前期运
营正常、发展前景较好人才企业申
请 2022 年度政策资金的，本期固定
资产投入按 11 予以拨付。“在政
府大力支持下，公司预计全年营收
可突破 8000 万元。”张彦昌对企业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021 年，张彦昌携“工业级水
下机器人”项目参加镇海区“雄镇
英才”高端项目评审，最终入选并
注册成立星与海科技公司。该公司
专注于智能海洋监测装备、水下智
能机器人等海洋装备、工程和技术

研究，目前已与中船集团、西安电
工所、天津深之蓝等行业内知名单
位开展合作，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4500 余万元。“在这里办企业一年
多，我深切感受到镇海对人才企业
的满满诚意。”张彦昌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激发人才企业成长动
能，推动经济稳进提质，镇海在今
年 5 月出台了惠才助才 12 条新举
措，旨在增强成长培育链韧劲、保
障企业资金链安全、推进区域产才
链融合、塑造核心价值链优势、提
升人才服务链实效。

新举措突出要素供给，让企业
发展更强劲。为进一步培优壮大人
才企业，今年镇海新遴选 4 个“雄镇
英才”成长示范型创业项目，将给予
再三年“六个优先”支持，包括厂租
补贴、贷款贴息、发展激励等。人才
企业宁波深擎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目前，企业已获得 A 轮融
资，力争五年内在镇海实现上市目
标。”公司负责人柴志伟说。

新举措突出精准服务，助企业
留才更省心。镇海对 2022 年度新承
租人才安居专用房的自主申报人
才，予以 3 个月免租；对原租赁到
期的人才延长租期 3 个月，续租期
内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人才安居房不但可以在线选
房、拎包入住，新政策还为我免除
了租金。”河南籍学生毛高贝从中
国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程专业硕士
毕业后，来到镇海的宁波海港贸易
有限公司工作。像毛高贝一样，今
年该公司共有来自四川、河南等地
的 12 名员工，享受到免租 3 个月的
优 惠 政 策 ， 共 计 免 除 7.8 万 元 租
金。“这给企业与人才减轻了经济
负担，也能让人才安心在企业工

作。”海港贸易公司相关负责人张
旭锋连连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对来镇求职创
业的 35 周岁及以下、职高及以上院
校在校生及毕业生，镇海提供青年
人才驿站最长 15 天免费入住服务，
让人才有更充裕的时间寻找心仪岗
位。今年从宁波财经学院毕业的舒
逸祺，通过线上方式成功申请在青
年人才驿站免费入住。“因为已毕
业，我从 6 月 20 日起就不能住在学
校了。而我租的房子要 7 月才能入
住，中间存在 10 天的‘无家可归’
期。青年人才驿站 15 天免费入住政
策，为我解了后顾之忧。”目前，老家
温州的舒逸祺已在镇海找到合适岗
位并就业。

此外，镇海还通过数字赋能，积
极构建产才融合数字化全场景。该
区正在建设“人才数字智治系统”，

围绕新材料、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
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方向，依托数
字化手段，集成区域内卓越工程师
等人才资源，加快实现人才创新能
力一网透视、企业人才需求一键匹
配、区域产业链条跃迁升级。

在惠才助才 12 条新举措带动

下，镇海人才企业发展态势良好。目前
有 40 家企业获得风险投资，其中 17 家
企业估值超 1 亿元。“我们将进一步推
进惠才助才政策落地见效，持续激发
人才成长动能，推动人才优势向创新
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化。”镇海区委
人才办负责人表示。

释放惠才助才新举措红利

镇海推动人才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化

毛合钢介绍，今年 5 月，西坞街
道与湖州的星光农业公司签订协
议，星光农业将投资建设农机具中
心和大田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等，
引入大户租赁农机，用科学手段种
植万亩良田，“我们还计划建设有机
肥循环加工场以及育秧中心，将猪
粪、秸秆等通过发酵做成有机肥，发
展绿色种植。”

连片种植，让智慧农业有望实
现。奉化计划在西坞庙后周核心种
植 区 打 造 一 块 1200 亩 的 智 慧 田
园，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
技术，以农田绿色生态建设为目
标，建设高效节水灌区，集成智慧

灌溉、农情监测、智慧农机、无人
机巡田植保等模块，搭建智慧农田
管理系统，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
和智能化管理。

科技赋能，助力农业产业升级。
在江口街道张村，奉化计划投资近
8000 万元，建设占地 283 亩的智慧
大棚种植基地。基地包括两个 AI 智
慧温室大棚，以成片化智能科技生
产为主，主要种植番茄类、叶菜类、
草莓、双色冰淇淋西瓜、丝瓜、南瓜
等。基地结合果蔬生产采摘、农学体
验，智能化数据处理远程监测和控
制平台的科技展示等，把产、学、研、
用、闲相结合，达到效益最大化。

董静勇介绍，智慧温室大棚将展
示滚筒栽培、无土造型立体栽培、仿
生螺旋栽培、立体槽式栽培、管道廊
架等 12 种栽培模式。此外，基地还
配置日光温室棚和冷暖棚 30 余个，
面积 4.4 万余平方米。比如生菜，传
统种植一年最多产 3 个到 4 个批次，
年 亩 产 量 2500 公 斤 。 而 采 用 设 施
化、多层立体种植，每年可采收 6 个
到 8 个 批 次 ， 年 亩 产 量 可 达 4 万 公
斤，产量增加 10 多倍，且品质、商
品性都大幅提升。同样，用新科技、
设施化栽培番茄，年亩产量有望达到
1.5 万公斤，是传统番茄种植产量的 5
倍，并达到绿色种植标准。

科技赋能，稻蔬连作，农业提质谋新篇

在镇创业创新人才代表集体演说 （镇海区委人才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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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夏 的
清晨，沿着 203 省道往南，从

奉化西坞街道的余家坝一直到税务场、
雷山村，道路两旁大片新栽种的玉米枝叶摇
曳，形成一块块“绿毯”，构成金溪五村一道新风
景。

“以前这块区域都是种花木的，有近3000亩。现
在经过整治，退花还田，将成为新的产粮区。”西坞街
道副主任毛合钢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奉化“六山一水三分田”，河流、山丘交错，缺少连片

的耕作平原。近年来，该区大力实施农田“非粮化”整治，
移走大量的花木地、桃林，对农田进行连片集中化改造，
同时引进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借‘非粮化’整治东风，奉化传统农业产业结构也
面临大调整，深度融入宁波都市圈经济，更好地为中心
城区服务，提质升级。”奉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宁南万顷新粮仓建设的带动下，该区创新
发展路径，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市场辐射
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将奉化建设成宁波都
市粮仓、菜篮、花果山、后花园和大市场，

成为引领我市绿色都市农业发
展的新中心。

推进“非粮化”整治，引入智慧现代农业——

破除“藩篱”，打造宁南万顷新田园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银儿 应国民

上周五，记者来到西坞街
道余家坝村。河北艾禾农业科
技公司工程师王海浩组织六七
名工人，对新播种的玉米进行
施肥。

西坞的蒋家池头、金峨等
金溪五村的山谷，沿着金溪河
两侧，先前数千亩的花木地如
今全部种上了玉米，这也是街
道“非粮化”整治的一个重点区
块。

这片区域没有灌溉沟渠，
加之种了 20 多年的花木，土壤
贫瘠，要改造成粮田难度极大。
王海浩说，他们用旋耕机翻地，
没想到地太硬，到处是石头，连
着 打 断 了 3000 余 把 簇 新 的 旋
刀。这里又多山地，播种机没法
用，最后只能靠人工来播种玉
米。今年 7 月，工人们早上 3 时

多就起床干活，连续忙了一个
月，才种完近 3000 亩玉米。“搞
了 10 多年农业，这是我种过条
件最艰苦的地。”王海浩说。

站在田埂边，大片的玉米
叶沙沙作响，有的已有一人来
高，长出了嫩须。考虑到灌溉因
素，种下的都是耐旱型玉米，预
计到 11 月份采收。

“把花木田、桃树林改造为
粮田，不是把花木、果树简单迁
掉就可以了，涉及诸多技术条
件。”毛合钢告诉记者，种花木
是不需要蓄水的，对灌溉、土地
平整度、土壤肥力等要求，与种
水稻、小麦相差甚远，两者要完
全转换角色，相当难。

在西坞泰桥村、四维村一
带，农户早些年搞草坪种植，连
土带草一年年“割”下来，农田

比 周 围 的 稻 田 要 矮 三 四 十 厘
米。“现在重新恢复种水稻，我
们动员村民种植苜蓿、油菜，实
施绿肥还田，另一方面从周围
河道挖了几千方的河底泥，帮
助土地恢复地力，成本极大。”
毛合钢说。

经过治理，西坞的农田大
变样，清退了近 9000 亩草坪田、
花木地，变成一块块稻田和玉
米地，全镇的耕地面积扩大到
3.6 万亩。像泰桥村的 1000 亩草
坪田，今年改种早稻获得丰收，
现在又种下了晚稻。“通过集中
连 片 治 理 ，小 田 变 大 田 ，消 灭

‘插花地’，有利于今后大机械
化作业。”毛合钢说，通过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力争把西坞
打造成为国家级现代化农业园
区、鄞南平原的“明星田园”。

打断旋刀，河泥回田，复耕改造何其难

江口街道的周村是奉化有名的
蔬菜村，全村 500 余户村民几乎家
家种菜。今年夏天，周村的菜农们
面临大迁移，原本 100 多亩分散于
角角落落的菜地，将统一迁移到村
子东面的新蔬菜基地。

站在剡江江堤上望去，几台挖
掘机正忙着开挖沟渠。“以前每家
的自留田只有几分，实在太小，种
菜 效 益 也 上 不 去 ， 需 要 统 一 归
置。”村党支部书记周常军说，这
里要建新的蔬菜大棚，沟、渠、路
重新规划，村里还要扩大酵素蔬菜
的种植面积。而原来的菜地将“化
零为整”，统一种稻，并且与隔壁

的张村打通，形成大片的耕作区。
奉化农业以特色农业见长，如

水蜜桃、草莓、雷笋、茶叶等代表
性林果产品，由于耕地面积不大，
种粮并不占优势。

奉化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静
勇说，奉化传统特色农业近年来面
临 品 种 退 化 、 竞 争 力 下 降 的 压
力，而种植业仍多数采用露天种
植，蔬菜类设施大棚种植面积约
1300 亩，占比很低。小型的家庭
农 场 占 大 头 ， 即 便 是 种 粮 大 户 ，
大 多 数 人 的 承 包 田 也 就 两 三 百
亩。因为缺少龙头企业带动，田
地小块化，导致农业设施化程度

和管理水平难以提升，限制了奉化
农业的现代化步伐。

农田“非粮化”整治，为奉化
“挖掘”出几万亩新增农田，也为全
区 发 展 大 农 业 ，深 化 农 业 供 给 侧 改
革，一手抓种粮，一手抓果蔬，带来了
新的契机，加速推动都市农业发展。

目前，奉化正在实施西坞、江
口-萧王庙两大片区的“万亩方”种
植基地建设，打破原先各个村自种自
收、彼此不相往来的格局。通过村集
体把土地集中流转，再统一发包给农
业企业或有实力的大户耕种，用大耕
种提升粮食生产效益，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促进乡村共富。

打破隔阂，连田成片，构建都市新粮仓

工人为复耕
田的玉米施肥
（余建文 摄）

西坞街道美丽田园西坞街道美丽田园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江口街道周村江口街道周村，，““非粮化非粮化””整治后增加整治后增加800800多亩粮田多亩粮田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