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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地老人的话说，曾经的盐
碱地养活一棵树比养孩子还难，但
通过农民、种植户和农业专家深耕
有限资源的不懈努力，碑塔村因地
制宜，培育适合盐碱地种植的果
蔬，成功打响了草莓、甜瓜、彩
色番茄等特色农产品的品牌。通过
土地流转、规模化经
营等方式，碑塔村开
拓出一条适合自己的
乡村振兴致富路，昔
日盐碱地变成了“聚
宝盆”。

记者手记

记者 孙肖 通讯员 沈琼云

记者走进北仑区梅山街道碑塔
村时，村民正忙着采摘第一批成熟
的 草 莓 。这 个 占 地 2500 多 亩 的 村
庄，80%以上是盐碱地。鲜红的草
莓、碧绿的甜瓜、赤紫的葡萄、五彩
的番茄轮番生长，昔日盐碱地，今朝
果蔬仓，曾经的“绿色禁区”正焕发
勃勃生机。

“我们碑塔村是梅山岛上的蔬
果种植‘大户’，海岛特有的盐碱化
土地让我们种出来的草莓更加香
甜。”村民洪高定是梅山湾蔬果恬园
基地的草莓种植带头人，他自豪地
告诉记者，这些刚上市的草莓能卖
到 100 元一公斤，过段时间草莓大
批量上市后，这里出产的草莓也能
保持在 60 元一公斤的价格。他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个 8 分地的大棚
至少能产 600 公斤草莓，基地里有
12 个这样的大棚，保守估计这季度
的产值有 50 多万元。”

“种植、研学、采摘一条龙，我相
信这样的蔬果大棚新模式能为我们
岛上的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梅山
湾蔬果恬园基地的负责人贺达是土
生土长的碑塔村村民，前几年，他租
赁 280 亩村集体土地，在盐碱地上
建起蔬果大棚，而现在他正在做的
就是集结村里闲散的劳动力，实现
家门口种植、销售、农旅推广的一条
龙新模式。

李谦土一早就看到了盐碱地的
商机。十几年前，他从外地来村里定
居，精心种植草莓、甜瓜、西红柿等
果蔬作物。他种植的草莓品种多次
获得浙江省精品草莓金奖。

冬季的草莓、夏季的甜瓜、春季

的彩色番茄、秋季的葡萄⋯⋯这些
盐碱地上种植的果蔬，因为独特的
口感，被市场肯定。梅山街道发展服
务办公室农业农村岗工作人员潘义
强告诉记者，他现在主要负责的就
是碑塔村内农业技术对接服务工
作，通过加强与农业科技机构的合
作，积极引进新品种，应用新的农业
技术、生物技术，使得村内盐碱地大
棚的蔬果质量和产量得到最优配
比，预计今年碑塔村的果蔬销售额
可超 600 万元。

“目前，碑塔村的盐碱地蔬果大
棚已经告别了曾经的分散经营易陷
入市场困境的状况，成片的蔬果大
棚组成蔬果‘共富工坊’，形成了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梅山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石惠新表示，下一步，街道将
以生态、海岛、蔬果、农旅为主题，打
出碑塔乃至梅山盐碱地果蔬的区域
名气，树立良好的市场品牌形象，让
更多的人通过盐碱地果蔬走进碑
塔、走进梅山，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化“碱”为“繁”，
昔日盐碱地成了果蔬仓

本报讯（记者伍慧 黄合）昨日
上午，宁波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宁
波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进
一步规范我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工作，为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撑起

“保护伞”。
据了解，此次条例修订是在广

泛开展民意调查、征求市民及社会
各界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多次深
入基层组织专项调研，多次召开专
题研讨会认真实施论证研究后修改
完善而成的。修订后的条例更加注
重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注重维护法
治统一，注重体现地方特色，注重增
强法规可操作性。

考虑到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
性、长期性的特点，且对受害人一方
的身心伤害巨大，条例完善了家庭
暴力排查、救济、告诫、查访等规定，
同时增加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
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
者等人群的特殊保护制度，还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家庭暴力
并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宁波在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如联防联动、临时庇护、社会氛
围营造等制度，也都通过此次立法
予以固化。例如，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首先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
者求助的单位，应当及时受理，不得
拒绝、推诿，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下
列工作：（一）劝阻家庭暴力行为，对
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告知加害人
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二）及时保
护或者隔离家庭暴力现场的未成年
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
的妇女、重病患者；（三）告知受害人
法律救济途径；（四）协助受害人报
案，根据受害人情况和意愿协助其
就医、鉴定伤情、庇护救助等；（五）
为受害人提供家庭纠纷调解、心理
辅导、法律咨询等服务；（六）做好登
记、转介、协办、跟进、查访等其他工
作。

条例还对出具家庭暴力告诫
书、当事人收集保存证明材料和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分别作出了具
体规定。

为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
撑起“保护伞”
修订后的《宁波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通过

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宁波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于 2023 年 1 月上旬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
和审议宁波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宁波市 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宁波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宁波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宁波市 2023 年
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听取
和审议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
议和票决 2023年宁波市民生实事项
目；选举事项；其他事项。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宁波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11月29日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苟雯 通讯员
沈） 据省风险提示单和市气象
信息快报，从昨天早晨开始，寒
潮天气自北而南影响我市，带来
一次剧烈降温、大风和降水过
程。为做好近期寒潮天气防范应
对，昨天，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发布风险提示。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
注此次天气过程，滚动分析寒潮
天气对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领域
带来的影响。要加密监测频次，
及时发布强降雨、寒潮、低温、

霜冻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
和预警信息。

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备勤。各
类救援队伍及时进岗到位，在重
点区域前置，确保第一时间处
置。有关单位做好海上救援准
备，以及除冰、扫雪、排水等抢
险救援装备的调试准备。

加强应急保供保障。切实组
织好冬季清洁取暖和用电、用气
工作，尤其要关注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及时做
好帮扶工作，并加大防范一氧化

碳中毒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范意
识；加强设备巡检巡查，加强管
线、管网维修维护，切实保证供电
供热；针对性备好防雨、防寒等物
资，抓紧清点棉衣棉被、取暖设
施、食品等物资，及时补充到位；
妥善做好应急物资调拨和发放，遇
有灾情发生，第一时间开展救助。

统筹指导海上渔船和作业安
全。涉海涉渔领域，动态调整海上
渔船避风指令，督促涉外、渔山、
温台、闽东渔场作业渔船及时撤离
到其他安全水域或回港避风，并做

好省内、省际的信息互通；建设施
工领域，落实塔吊、工棚等的防风
加固措施；道路运输领域，落实山
区道路、城区结冰的预警和管控措
施，科学调整运输计划和客运班
次，避免出现运输车辆大面积拥
堵、旅客大范围滞留等现象。

严格落实值班制度。严格落实
应急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有情况
立即报告，突发事件要在 30 分钟
内上报；及时发出权威信息，全方
位做好宣传，确保社会面平安稳
定。

市防指办发布防寒潮风险提示

做好抢险救援备勤 加强应急保供保障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严舒玮） 当前正值双季晚稻收
割关键时期和冬小麦、油菜播种
收尾期，北方寒潮东移南下，将
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昨
天，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各区（县、市）适时启动
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抓好晚稻收割。抓好剩余

15.7 万亩水稻收割集中攻坚，避
免寒潮、降水影响晚稻收割进
程，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做好设施加固。做好设施大
棚、畜禽圈舍和农机库房等设施
检查维护，落实棚舍保温及安全
措施，坚守农业安全生产红线。

加强技术服务。以优质专用
小麦生产基地、冬闲田扩种油菜

项目区为重点，及时采取控制肥
水、预防病害等措施，防止发生低
温冻害，保障其正常生长发育。

落实农资保障。做好农机、种
苗、化肥、农药、疫苗、兽药、饲
料等农业抗灾救灾物资的调剂调
运，保障物资供应；加强与交通、
公安等部门协调，畅通农产品“绿
色通道”，促进农产品快速有序流

通，确保不断档、不脱销。
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11 月

28 日，全市 95.25 万亩晚稻已收获
83.5%， 冬 种 油 菜 已 播 种 14.43 万
亩，进度 94.9%；冬种小麦已播种
20.15 万 亩 ， 进 度 82.8%， 其 中 江
北、北仑、鄞州、海曙、镇海、奉
化已完成播种计划；秋冬蔬菜已播
种 37.38 万亩，完成进度 97.6%。

农业农村部门要求适时启动应急预案

抓好剩余15.7万亩晚稻收割

本报讯 （记者孙肖） 秋衣、
秋裤、羽绒服，你都准备好了
吗？寒潮已经抵达宁波，断崖式
降温来袭！昨天下午 4 时 22 分，
宁波市气象台发布消息，从今天
起，宁波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低
于 10℃，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
冬季，较常年 12 月 4 日略偏早。

“爆冷”的寒潮到货，昨天
早上出门已经能感受到凉意，据
市气象台消息，寒潮已经影响我
市，气温正在逐渐下降，预计日
平 均 气 温 的 过 程 降 温 幅 度 达
12℃至 15℃。12 月 1 日到 2 日最
高气温 7℃至 8℃，最低气温 3℃
至 5℃，山区最低气温 0℃至 2℃。

“速冻”过程开启，请市民
及时添衣，并注意防范剧烈降温
对呼吸道、心脑血管等疾病带来
的不利影响。12 月 3 日起，暖湿
气流将再次支棱起来，气温会回
升到 10℃以上。

今天，沿海海面有 9 级至 10
级偏北风，沿海地区和杭州湾 7
级 至 9 级 ， 内 陆 平 原 6 级 至 8

级。外海渔场、温台、闽东渔场
有 10 级至 11 级偏北风，其余渔
场 9 级至 10 级。12 月 1 日，闽
东、闽外、温台、温外渔场有 8
级至 9 级偏北风，其余渔场 6 级
至 8 级。

在降水方面，今天阴有时有

小 雨 。今 天 到 明 天 ，高 海 拔 山 区
（400 米 以 上） 有 雨 夹 雪 或 小 雪 。
12 月 2 日 至 7 日 仍 以 阴 雨 天 气 为
主。

市气象台提醒，此次寒潮过程
降温幅度大，需注意防范强降温对
人体健康、疫情防控等的不利影

响，疫情防控户外工作人员尤其要
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注意防范大风
对海陆交通、渔业生产、设施农
业、室外广告牌及户外构筑物等的
不利影响；持续阴雨天气，道路湿
滑，尤其高海拔山区有降雪天气，
注意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

宁波今天入冬宁波今天入冬
400400米以上高海拔山区米以上高海拔山区
有雨夹雪或小雪有雨夹雪或小雪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莹 徐立栋） 昨天上午，记
者来到镇海九龙湖镇长宏村的科
奥农业生产基地，看到工作人员
正忙着给农作物盖膜保温。

“这次降温直接降到 10℃以
下，像水果番茄和黄瓜等农作物
会冻伤，影响产量，所以我们要
赶紧盖膜。”科奥农业生产基地
负责人李长申告诉记者，眼下正
是大棚水果番茄和黄瓜生长的关
键期，这些作物对气温敏感，如

果气温继续下降，他们还将采用
“熏烟增温”防冻技术，将冻害
影响降到最低。

据了解，水果 番 茄 、 黄 瓜
等 瓜 类 作 物 适 宜 生 长 温 度 在
10℃至 30℃之间。如果室外温
度 降 到 10℃ 以 下 ， 加 盖 一 层
膜，棚内温度能保持在 15℃以
上；如果再加盖一层膜，棚内
温度能保持在 20℃以上，这样
的温度就不会影响农作物的生
长和产量。

农户给农作物农户给农作物““添衣添衣””保暖保暖

本报讯 （记 者余建文 通
讯员严舒玮） 受寒潮影响，海
上 刮 起 10 级 大 风 ， 掀 起 大 浪 。
为保障安全，我市海上作业渔
船根据上级指令要求，停止捕
捞、运输作业，集体避风。截
至昨天下午 4 时，全市 3989 艘
海 洋 渔 船 ， 有 3600 艘 在 港 避
风，389 艘在海上安全水域锚泊

避风。
记者从象山县渔港渔船安全

救助信息中心获悉，根据规定，
到前天晚上 6 时，象山所有 24 米
以下渔船及渔供船返港避风，加
上来自福建、台州等地的避风渔
船，石浦渔港里挤满了船只。该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大型
渔船可选择在海上安全水域锚泊

避风，但必须是以编组方式，不能
落单。今天凌晨起，海上风力进一
步增强，近岸、近海将有 2.5-3 米
的大浪，渔政部门随时注意海上避
风船只的动态，提醒做好安全防
护。

昨天下午，市农业农村局主要
领导赶赴宁波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
中心和奉化区，并与象山县、石浦

镇两级渔业指挥中心视频连线，了
解、检查回港避风渔船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确保渔船安全。该局领导
还通过“浙渔安”系统视频卫星电
话，分别与在海上锚泊避风的象
山、奉化渔船连线，询问海上风浪
情况、编组和船舶载重情况，叮嘱
船长加强值班值守，随时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

3600艘海洋渔船返港避风

昨天下午，市民顶着风雨行走在天一商圈。 （徐能 张昊桦 朱宪春 摄）

农户忙着盖膜保温。 （沈孙晖 陈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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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塔村的草莓特别香甜。 （孙肖 沈琼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