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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覆膜的养虾池炎热难
耐。两名工人身穿防水服，手持
三角形的网兜，在齐腰深的池塘
里慢慢前进。他们的身前，成群的
大虾不断蹦出水面，水花四溅⋯⋯

前天，位于奉化裘村镇马头村
的君和水产养殖基地，起捕今年首
茬小棚养殖的南美白对虾。看着一
筐筐活蹦乱跳的鲜虾起捕上岸、
装车发运，基地总经理舒开河难
抑内心的激动，“我的养虾创业
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下个月，我就可以拿到硕士
毕业证了。”1996 年出生的舒开
河家在奉化岳林街道，今年即将
从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专
业毕业。还在读研三时，他就打
定了主意，要自主创业。

他告诉记者，班上的同学毕
业 后 ， 有 准 备 考 博 考 公 考 编 制
的，也有改行经营饲料的，真正
愿意从事水产养殖的极少。“依我
的性格，不适合坐办公室。我学
的就是养虾，还是实实在在搞生
产比较好，否则3年硕士白读了。”

舒开河的创业计划得到了家
人支持。去年，他找来两名合伙
人，成立了宁波市君和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在马头村承包了 120余亩
土塘并实施改造，启动养虾大计。

象山港畔的奉化裘村镇是宁
波 南 美 白 对 虾 的 集 中 养 殖 区 之
一，拥有 4000 余亩养殖塘。长期
以来，当地农户都是露天土池养
虾。舒开河却别出心裁，给露天
土 池 加 盖 上 一 个 三 角 形 的 覆 膜
棚，搞起了小棚养虾。

“这个小棚养虾的技术，还是
我读研时，从江苏南通那边学来
的。”舒开河说，小棚养虾是工厂
化水泥大棚高位池养虾与露天土
池养虾的一种新型结合，在宁波
地区刚开始试验。

每 个 小 棚 养 虾 池 面 积 不 到
300 平方米，只有工厂化大棚高
位水泥养虾池三分之二大小，设
施改造投入大大降低。与露天土
池养殖相比，小棚养殖有换水量
少、抗风雨力强、水质易调控等
优点，对降低病害、提高虾苗成
活率和产量大有好处。

走上养虾这条创业路，舒开
河小心翼翼。经过仔细谋划，他
找来了 3 名帮手。他们都是宁波
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硕
士生，两名还在读，另外一名学
长毕业近 10 年，有着丰富的养虾

经验。4 人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
养虾技术团队，建设、管理、运
营 108 个小棚养虾池。

今年 2 月底，首批虾苗入池
养 殖 ， 舒 开 河 和 伙 伴 们 分 工 协
作，几乎天天“窝”在基地，控
制水温、监测水质、适时投喂、
预防病害，严密监控每个环节，

“ 盯 ” 着 虾 苗 生 长 的 一 举 一 动 。
“今年 3 月遇到倒春寒，我们特别
担心虾苗会被冻死，连续半个多
月昼夜守在塘边，确保增温设施
正常运行，随时检测水质，一刻
不敢放松。”舒开河说，好在几个

月的辛苦没有白费，眼下迎来了
丰收，养出的虾又大又壮，活力
十足，大的虾有 15 厘米长。

现在，君和水产是奉化区唯一
的规模化南美白对虾小棚养殖基
地。这几天，基地每天要起捕2500
余公斤鲜虾运往宁波、台州、福
建等地。舒开河估算了一下，到下
月初，首茬虾起捕总量约 7 万公
斤，亩产量在 1500 公斤左右，达
到了他们预定的“小目标”。

“露天土池养虾，一年只能养
一茬，亩产量不到 400 公斤。而
小棚养虾，一年可以养三茬，而

且接下来的两茬产量会更高。”他
告诉记者，顺利的话，小棚养虾
亩产量可达到 5000 公斤，是露天
土池产量的 10 倍以上。

搞 水 产 养 殖 ， 既 辛 苦 又 寂
寞，晒得黝黑的舒开河却乐在其
中。“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变成看
得 到 的 丰 收 果 实 ， 特 别 有 成 就
感。”舒开河说，基地还邀请了一
名读博的学长，下一步要对小棚
养虾进行精细化研究。他们准备
把基地做成一块“示范田”，带动
周边养殖户发展小棚养虾，帮助
农户增收致富。

四硕士“当家”，小棚养虾照亮创业梦

▲工人抄网起捕，成群鲜虾蹦出水面。

◀小棚养虾基地。

▲大 虾 体 长
达到15厘米。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我市坚
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立足优势，统
筹做好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

“三茶”融合文章，推动茶产业稳
步健康发展。一片叶子在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宁波是全国著名的茶产区。经
过多年发展，我市茶产业呈现出产
业布局区域化、生产经营专业化、名
优绿茶品牌化三个特点。全市万亩以
上产区主要集中在余姚、宁海、奉
化、象山、鄞州、海曙，拥有适宜高
附加值茶生产的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
9.4万亩，占茶园总面积的 44%，成

为我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阵
地。全市有专业化茶园经营主体580
余家，辐射带动茶农3.8万户。

品质赋能，持续提升茶产业竞
争力。我市先后制定出台 《名优绿
茶生产技术规程》《宁波白茶生产
技术规程》 等 6 个市级地方标准，
形成以地方标准为主导、企业标准
为补充的茶叶标准化体系。针对市
场消费变化，在巩固提升名优绿茶
优势的同时，不少茶场扩大红茶生
产，大力开发白茶、黑茶、抹茶等
花色茶类，打造以名优绿茶为主
导、多种茶类协同发展的茶产业发
展 格 局 。 2022 年 ， 全 市 名 优 绿

茶、红茶、抹茶产值占茶叶总产值
的 87.5%。各地还培育融合化新业
态，发展茶旅游、茶养生、茶教育
等新业态，涌现出余姚老沈家茶
宿、海曙向阳茶舍、鄞州柯青家庭
农场、宁海俞氏五峰等一批产业融
合的成功案例。

我市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持续
提升茶产业硬实力。加强与浙江大
学、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
组建市级茶叶新品种选育团队，开
展优质特异新品种选育，自主选育
出黄金芽、醉金红、望海茶 1 号等
22 个茶树新品种，御金香、黄金
甲、瑞雪 1 号等 8 个新品种入选国

家登记推广品种。加强茶叶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建成市级茶叶种质资
源库 2 个。加强茶叶新装备研发创
制。根据茶产业发展需要，我市自
主研发出电磁滚筒杀青机、开放式
连续回潮机、燃油式连续烘干机等
一批在国内领先的茶叶连续化加工
设备，加快推进茶园管理机械化和
茶叶加工连续化、智能化，累计建
成名优茶生产线数 19 条。

宁波茶产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望海茶入选首届浙江十大名
茶，余姚瀑布仙茗、奉化曲毫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品
牌价值超 10 亿元。

茶产业 茶科技 茶文化

我市统筹做好“三茶”融合文章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张昊
桦 郑腾飞） 日前，“中国浙贝之乡”海
曙区章水镇浙贝故里产业园首次采用机器
采收浙贝母。

章水镇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章水镇
至今有 300 多年贝母种植历史，原来依靠
人工采收，因区位条件限制，用工困难，
造成种植成本高。此次，宁波小贝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浙江大学、中联中机浙
江有限公司和海曙区浙贝母传承创新专家
工作站共同研究试验，尝试用机器采收浙
贝母，目前处于试验阶段。

浙贝母种植户邵将炜算了一笔“经济
账”：今年他种了 100 余亩浙贝母，过去
请工人采收，1人采收 500公斤浙贝母需要
两天，而 1 台机器采收 500 公斤浙贝母只
需30分钟，能节省一大笔人工费用。

图为机器采收浙贝母试验现场。
（陈朝霞 张昊桦 摄）

浙贝母可用机器采收了浙贝母可用机器采收了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宋
丽娜） 前天，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市城市日之际，宁波市足球代表队
应邀赴俄参加中俄蒙足球赛，并夺
得第一名。

此次比赛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市城市日主要活动之一。宁波市足
球协会选派的 5 名球员与当地 8 名
中国留学生组成代表队，与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市代表队、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代表队同场竞技。

首场比赛，伊尔库茨克队 32
战胜乌兰巴托队。随后举行的第二
场比赛，宁波队 22 与伊尔库茨克
队踢平。第三场比赛，宁波队 51
战胜乌兰巴托队，并夺得三国足球
赛第一名。

比赛恰逢雨天，中俄蒙三方球
员精神抖擞、奋勇争先、拼抢积
极，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宁波队球
员克服了场地适应时间少、球员磨
合时间短等困难，调整战术，顽强
拼搏，以高昂的斗志和高超的球
艺，赛出了友谊、赛出了水平。

据了解，宁波市先后于 2012
年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2017
年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建立友好关
系。近年来，宁波与两市各领域友
好交流进一步加强。去年，中俄两
国启动 2022-2023 年中俄体育交流
年，我市通过开展丰富的体育文化
交流，进一步增进双方人民相互了
解、加深彼此友谊，为推动深入交
流合作奠定扎实基础。

以球会友 共话友谊

宁波代表队夺得
中俄蒙足球赛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胡
君） 昨天下午，在刚刚结束的羽毛
球泰国公开赛的男双决赛中，宁波
运动员王昶和队友梁伟铿合作，他
们发挥出色，以 20 轻取一对印尼
组合，顺利夺得本次比赛的金牌。

比赛中，王昶/梁伟铿一上来就
占据主动，仅用 10 分钟就以 2113
拿下首局。第 2 局，印尼组合拼命
追赶，不过王昶/梁伟铿还是顶住
压力，以 2115 笑到了最后。

王 昶/梁 伟 铿 这 对 年 轻 的 组
合，自去年配对以来，接连多次闯
进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今年 1 月 22
日在拿到印度公开赛男双冠军之
后，他们的世界排名进入前 8 位。
入选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中国队阵
容后，他们最终成功捧杯。这次在
泰国公开赛夺冠，也是他们第 3 次
获得国际公开赛的男双冠军。这对
于提升他们的最新世界排名，将有
很大帮助。

20！
宁波运动员王昶摘金

6月 2日下午，著名当代油画艺术家井士剑宁波个展“长亭外·井士剑”
在宁波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井士剑绘画作品70件。

井士剑，辽宁省黑山县人，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工
作生活于杭州。他是中国美院多维表现绘画工作室的创始人。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13日，有兴趣的朋友可前往宁波美术馆观
展。 （唐严 施代伟 徐良 摄）

“长亭外·井士剑”
当代油画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周唯轶 张璐） 日前，宁波市首个
剧本娱乐行业功能型党支部——天
一“新锋潮”功能型党支部揭牌成
立。

在海曙区天一商圈，汇聚了剧
本 杀 、密室逃脱等新业态企业 64
家，有新就业人员约700名，已成为
宁波市最大的年轻人“潮玩基地”。

为推动这些新业态企业健康、
规范、长远发展，现场，全市首个
剧本娱乐行业共同体——天一商圈

“潮+”共同体组建成立，“潮自律
公约”“潮互助公约”“潮成长公
约”同步推出。

天一商圈商业社区还组建了
“潮小二”党团帮办队伍，为商圈
新业态企业推行预约办、提前办、
上门办等服务渠道，开展多元化、
个性化服务，让企业及其员工足不
出户即可解决问题。

“我们将更好地为新就业群体
提供青年交友、行业交流、活动推
送 等 服 务 ， 吸 引 新 业 态 产 业 入
驻。”天一商圈商业社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社区将聚焦破解“生
活、办事、保障、乐活、发展”等
难题开展服务，做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的“知心人”，让他们走进真正
属于自己的“新”家园。

在宁波最大的年轻人“潮玩基地”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有了“新家”

文/摄

本报讯（记者孙肖 北仑区委
报道组龚雯雯） 昨天，“溯源新思
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研
讨会在北仑区举行。与会专家就北
仑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理论溯
源、实践分析，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
长张军扩，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韩保
江分别作了主旨发言。他们从时代
背景、重大意义、核心任务等方面
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
对北仑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构

筑自身发展新优势提出建议。
如何通过具体实践探索切实可

行的发展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研究员张
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
学院） 副校 （院） 长、浙江省社科
联副主席、教授徐明华，通过 《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创新与实
践 思 考》《大 力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发
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等主旨
发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研讨会上，宁波北仑灵峰工业
社区被授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第
二批调研基地”。

“溯源新思想·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理论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