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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6 日—17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对我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工作进行

现场考评，现公布考评组联络员及监督电话、邮箱，便于专家组听取城市节水领域的意见、建

议；并接受本地居民报名 （报名表附后），专家组将选定居民代表参与现场考评。

工作时间：11 月 16 日—17 日 830—1200，1400—1730

联络员：徐昌杰

联系电话：13957375299

联系邮箱：876334029@qq.com

宁波市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14日

附：居民报名表

公

示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学历 手机

需迁移的管线位于洪塘街道
长兴东路商铺 458 号至 528 号之间
北侧市政公共排水管道内部，以
及新城路与新横三路交口位置排
水管道内。

因市政公共排水管网病害修
复需要，须对私自穿入排水设施

内部管线进行迁移。请涉及该范
围市政排水管道内其他管线及设
施所有权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江北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登记确认。逾期不予
登记，视作该范围内的相关设施
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

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5905845766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康

桥南路 555 号
宁波市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11月14日

江北区长兴东路（商铺458号至528号）北侧、新城路
（与新横三路交口位置）市政排水管网内其他管线迁移公告

长兴东路 （商铺 458 号至 528 号） 北侧 新城路 （与新横三路交口位置）

经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备案，同意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经营场

所变更为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 175 号商业楼 2 楼 2016 室，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

联系电话：28588301

机构编码：000046330283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3年11月3日

许可证流水号：00104791

机构负责人：陈群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机构住所：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

175号商业楼2楼2016室

邮政编码：315599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8年4月15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总公司等上级机构在保险监

管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

开展的其他业务。

关于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地址变更的公告

永赢金 融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拟 转 让 对 宁 波 福 森 绿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 本 次 债 权 转 让 采 取 公 开
竞 价 的 方 式 进 行 ， 以 价 高 者 得 为 原 则 确 定 买 受
人 。 有 意 者 可 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 到 我 司 领 取 竞
价 文 件 。 竞 价 截 止 日 为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联 系

人邹女士：13306686358。
本公告不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实际情况以竞价

文件为准。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海曙区 HS14-01-1d 地块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

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

的电力、通信、供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

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

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

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

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详见地块规划条件

联系人：于晨龙

联系电话：0574-83888662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3399 号 508 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海曙区HS14-01-1d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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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合

夏秋之交，新疆三文鱼等“内陆海鲜”，
狠狠“出圈”了一把。市科技特派员、宁波大
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欢，也因其之前在内陆盐
碱地养成青蟹的成功案例，成了各级媒体报道
里的熟面孔。

面对聚光灯，王欢倒是很冷静。他说，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光时
刻”，更是持之以恒的不断耕耘和真实管用的
实践检验。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群年轻人，
正在盐碱地旁践行着“让广大科技特
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的嘱
托，将青春试验的舞台拓宽到
更加广袤的土地上。

勇闯“无人区”
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设想

在内陆养青蟹——这个“天方夜谭”式
的设想，其引线埋在王欢的童年时代。

王欢的老家，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延津
县。一河之隔，就是鼎鼎有名的兰考县。

焦裕禄和兰考的故事，王欢在课本里读
过。作为在黄河故道长大的孩子，“盐碱地”
这个专业词汇，王欢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
的。

出门、上学、玩耍，总能看到大片大片白
花花的土地，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那是河水
蒸发后留下的盐花。

村里老一辈人有句话：“出村往外瞧，一
片白面瓢；神仙来种地，难拿二成苗。”

虽说从王欢父亲的年代开始，这里已历
经多次冲刷改良，还能种上玉米、小麦和棉
花等农作物，但改良后的盐碱地肥力有限，
家乡父老只能勉力而为。

2018 年年初，正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以
《拟穴青蟹适应低盐胁迫的分子机制》作为博
士后课题的王欢，从东海之滨回到老家过年。
站在浮桥上，他突发奇想地发了个朋友圈：

“如果把沿海的青蟹养到黄河滩就好了！”
留言里，有人鼓掌鼓励，有人则在冷嘲

热讽。30 岁出头，正是不怕输的年纪。王欢
一回学校，便着手把这个并不被人看好的设
想一步步变现。

之前，他在宁大水产养殖团队负责人、
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王春琳
教授的指导下，以青蟹低盐养殖作为自己的
研究方向。这一次的新课题，虽说看似有交
集，其实难点极多。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
般来说，青蟹适应的环境，pH 值在 7.8 至 8.6
之间。和海水相比，盐碱地上的环境并不适
合一般青蟹存活。

“我们做了调研，青蟹最适合的
盐度是 12‰至 24‰，而河南延津和兰

考黄河盐碱地的盐度在 1‰至 3‰之间，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青蟹‘活’下
来。”王欢说。

那一年，他带着“95 后”研究生唐蕾，在
河南兰考选了一个地方，挑选有养虾技术

的合作社一起开干。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
一盆来自现实的“冷水”。

10 月，到了开捕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
抽干了整个养殖塘，守了整整 3 天，但一只
活着的青蟹都没有抓到。

“养殖户平时能看到青蟹在岸边活动，
等到收网时却颗粒无收，希望落空后，大家
的心情无比沮丧。”王欢说。

第二年送蟹苗去延津养殖基地时，刚好
碰到大暴雨，运输的车子陷到泥地里动弹不
得，又孤立无援。王欢和研究生姚宏志被困
在车中，在漆黑而冰冷的雨夜里促膝长谈。

黑暗中，姚宏志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
来，学校里其他组的同学劝过他，觉得这个
课题根本不可能完成，既浪费精力又浪费
钱，说是“小王老师把大王老师（王欢的导
师）带到沟里去了”。

没人看好，那就自己找到破解方法；没
人成功，那就靠自己蹚出一条路！

那一夜的大雨和寒冷，终将隐入记忆深
处。但那份困境中求生的勇气，成了这两个
年龄相差 10 岁的年轻人能够保存一辈子的
财富。

发起“突围战”
一场技术产业化的攻坚

“00 后”宁大本科生秦康翔，一踏进海
洋学院的大门，就慕名找王欢作为导师，从
事盐碱地青蟹养殖的相关研究。

作为一个在内陆长大的孩子，青蟹并非
小秦家餐桌上的常客。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吃
上“透骨新鲜”的青蟹，是他一个小小的梦
想。

“那段时间，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蹲在
养殖池边观察青蟹的生长状况，每天要去水
塘好几次，大学四年的暑假，我基本上是在
实验室和养殖试验基地度过的。”秦康翔说。

原本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为了这个课题
走南闯北，黝黑的皮肤成了他一路耕耘的见
证。

一方面，通过不断调整梯度下降的方式，
模拟青蟹生存的适合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对
数万只青蟹苗的反复比较，寻找最能适应环
境的青蟹种苗——在整个宁大水产养殖团队
的集体攻关下，一个个难题被逐一突破。

“能否存活，是个科学问题；养出的量有
多少，则是个技术问题——这也是让青蟹在
盐碱地落地生存最难的问题。”王欢说。

一般而言，青蟹从幼苗投放到收获要
经历 15 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就是一次成
长。如果青蟹个头长不大，即使在盐碱地
里养活了，其在应用推广层面的价值依旧
有限。

实验室在宁波，基地在河南。经过反复
的检验、论证，大家发现，盐碱水和海水存在
差异，比如河南的盐碱水缺少钾、钙、镁等关
键离子，而这些离子却是螃蟹蜕壳生长所需
的关键元素。

在不破坏水质的基础上，根据水质情
况“缺啥补啥”，将水质调整到最佳养殖状
态⋯⋯2020 年，盐碱水关键离子调控技术应
运而生，成为“在盐碱地水域养青蟹”这项技
术最终能够实施推广的关键所在。

如今，通过对青蟹苗的不断“驯化”，只
要 3 天时间，就能让青蟹苗从高浓度盐分环
境适应低浓度盐分环境，种苗成活率超过九
成。再花 3 个月至 4 个月时间，青蟹幼体就能
从硬币大小长到手掌大小，生长速度及产值
跟沿海地区不相上下。

“让更多海产品在内陆盐碱地‘安家落
户’，让更多养殖户走上致富路。”今年年初，
在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全国竞赛舞台上，秦康翔作为“青创报
国”的大学生代表，讲述了自己的科研创业
路。

2020 年，他作为“海蟹行盐碱，瘠土变沃
田——全球首创盐碱地青蟹生态养殖”项目
主要负责人参赛，项目获得第十二届“挑战
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而他的
故事，也激励着更多的学弟学妹，继续加入
这个团队。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就像校训所明示
的，宁大一直将产业化放在和基础研究同样

重要的位置，鼓励学生除了课本上的知识，还
要多读“无字之书”，走进实验室、走向社会。

让青蟹爬满盐碱地
一个强村富民的远大理想

去年中秋节前后，正值青蟹丰收的季
节，王欢在延津的养殖基地蹲守了整整三
天。

每天基地还没开门，就已有群众从数十
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之外慕名前来。从早上六
七点到晚上八九点，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
让王欢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科技特派员的
满满成就感。

数据显示，全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其中
有 5 亿亩可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利用盐
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资源要食物，“以种适
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加快选育耐盐碱
特色品种，大力推广盐碱地治理改良的有效
做法，强化水源、资金等要素保障。

在这方面，宁大这支年轻的团队，已经
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目前，新疆、宁夏、内蒙古、山东、陕西等
地的农业和科技部门，向宁波大学发出了技
术邀请函。陕西榆林的科技与水产部门负责
人，今年上半年两次来到宁大，不仅洽谈引
进技术，还现场进行了路演，希望将盐碱地
青蟹养殖变成助农致富的良方。

在这支课题团队的微信群里，几乎每天

有来自天南地北的问题。各个基地的养殖户
一旦遇到技术瓶颈，就通过拍视频、抛问题
的方式，向后方的宁大团队求助。

无论是半夜还是清晨，这些青年学者、
学生都会加入讨论，第一时间送上贴心的技
术指导和服务。

“这块盐碱地以前种玉米和花生，一亩
地最多收入千把元，不少土地撂荒，现在旱
地改水塘养青蟹，每亩可以收获四五十斤青
蟹，加上套养的对虾和鱼，利润至少能达到
1.3 万元。”

今年，是范县胡屯村养殖技术员周根宁
养殖青蟹的第 4 年。看得见的经济效益，正
在慢慢改变当地农户的传统观念。再加上来
自宁大团队的贴心帮助和技术支撑，越来越
多饱受盐碱地之苦的农户找到了新的赛道。

“以前，盐碱地是荒地、是负担，现在则
成了‘资源’。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科
技助农赋能，为更多盐碱地附近的百姓找到
新的出路，让曾经的‘盐碱地’都能变成‘致
富田’。”王欢说。

据统计，宁波大学水产养殖团队选育的
青蟹，已在全国数千亩盐碱地水域养殖。在
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
学教授何建国看来，宁大内陆青蟹养殖的成
功，不仅让内地人更快更便宜地吃到青蟹，
更关键的是能够改善利用盐碱地，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

2021 年以来，“海蟹安家黄河边盐碱瘠
土变良田”案例入选了教育部第四届省属高
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并获评 2022 年第三
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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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技特派员的有科技特派员的““青春试验田青春试验田””

宁大科研团队在内陆盐碱地水域养成青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