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民生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莹 陈朔愉） 寒潮逐渐逼近，甬
城即将开启“速冻”模式。目前，
镇海区有近 3000 亩的水果番茄处
于生长期或采摘期。对此，该区农
户未雨绸缪，提前为水果番茄做好
各项防寒抗冻措施。

和蔬菜相比，水果番茄更不耐
低温，它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5℃至
26℃，如果气温低于 5℃，很可能
被冻伤。“往年寒潮期，镇海部分
水果番茄出现过冻伤。一旦冻伤，
叶片会变黄枯死，农户这一季的水
果番茄容易‘全军覆没’，所以大棚
的保温工作尤为重要。”镇海区农技
总站工作人员李昕玥介绍。

昨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庄市街
道的繁荣 蔬 菜 瓜 果 试 验 示 范 场 。
这 里 种 植 的 近 200 亩 水 果 番 茄 ，
正处于生长关键期。“为了应对寒
潮，我们已经在大棚里套上了内
膜，晚上密封状态下，大棚内能
升温 3℃左右。”农场负责人郑荣

希介绍。
同时，经验老到的郑荣希已经

准备了加温灯等设备，大棚内还安
装了暖风机，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
场。

“按照我的经验，最低温度低
于-5℃的情况下，白天两层膜保
温已经足够，但大棚白天一定要通
风，不然农作物没被冻死也有可能
被闷死。而夜间，棚膜一定不要漏
风，在密封状态下加上加温灯，棚
内升温和保温效果非常明显。”郑
荣希说。

李昕玥提醒各农业经营主体
相关负责人，面对寒潮，一定要仔
细检查大棚是否有漏风或破损的情
况，如有类似情况务必及时更换
棚膜，否则一个小小的破洞，有
可能冻死一片农作物。此外，农技
人员还提醒，个别农户如果在大
棚内采用烧炭加温的方式，一定
要注意人员安全，以免出现一氧化
碳中毒的情况。

“速冻”模式即将开启

镇海水果番茄农户忙“御寒”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晴 通讯
员王妙红 许波 孙展） 寒潮即
将影响我市，对气温变化极为敏
感 的 水 产 养 殖 业 面 临 考 验 。 昨
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水产专家
走访各大水产养殖基地，围绕寒
潮期间渔业防冻减损技术、越冬
物资科学应用等，进行针对性指
导。

“寒潮来时，温度骤降会造成
大黄鱼的应激反应，建议做好缆绳
加固，提高网箱区整体挡水能力。
同时，积极投喂优质高脂高蛋白饲
料，提高耐寒能力。”在象山西沪
港网箱养殖集中区，市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副院长柳海耐心地向养殖户
讲解御寒措施。

象山县宁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负责人罗敏章告诉记者，今年他养
殖了 300 多个网箱的鱼，以大黄鱼
为主。得知寒潮将至，他早早做了
准备。这次专家上门指导，让他心
里更有底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水产养
殖面积超 4.1 万公顷，其中，仍处
于养殖周期内的，有池塘养殖的蟹
类、贝类、淡水鱼及网箱养殖的海
水鱼。专家提醒，面对寒潮带来的
气温骤变，养殖户要提前做好防范
措施。

专家专家““送技上门送技上门””

水产养殖户防患于未水产养殖户防患于未““寒寒””

见习记者 沈天舟
通 讯 员 张昊桦 郑腾飞

“陈叔，我又来帮忙了！顺便
帮村里人代购。”昨天，位于海曙
区章水镇的国夫草莓农场内，网
格 员 郑 丽 带 着 志 愿 者 在 田 间 忙
碌，帮助农户陈国夫采收草莓、
开展田间管理，还帮他解决了 10
公斤草莓的销路问题。这样的帮
扶，三年来从未停止。

在大棚内，记者看到一颗颗鲜

红的草莓悬挂在藤蔓上，十分诱
人。郑丽熟练地采摘草莓，不一会
儿就装满了一篮子。

“ 陈 叔 一 家 是 村 里 的 帮 扶 对
象，他的妻子早年因病导致右眼
弱 视 ， 每 年 需 要 上 万 元 的 医 疗
费。”郑丽说，自己在三年前的一
次网格走访中，发现了陈国夫一
家的困难：他独自打理 10 余亩土
地，通过种植草莓、玉米和西红
柿等维持生活。

于是，每年到了本地草莓上

市的季节，郑丽就会召集村里的
党员志愿者、网格员轮流为陈国
夫一家管理作物、采摘草莓、代
购代销。

“志愿者的帮助，不但减轻了
我的工作压力，每年还为我增收
近 10%。”陈国夫说。

通 过 党 员 志 愿 者 的 牵 线 搭
桥，陈国夫家的草莓农场还获得
了海曙区慈善总会的帮扶，通过
项目补助，实现从结对帮扶到自
主造血的转变。看着田间一垄垄

硕大红艳、长势喜人的草莓和源
源不断的订单，陈国夫很开心：

“这个草莓季，我不愁了！”
近年来，章水镇鼓励各个村

（社） 党员志愿者、网格员走进群
众家中，通过“拉家常”，主动倾
听群众的心声。下一步，章水镇
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掌握辖区
内残障人士的需求，制定“一人
一策”、组建帮扶小组，着力为基
层群众提供更精准的服务，不断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个草莓季，我不愁了！”

记者 仇龙杰

12 月 9 日 ， 网 友 “ 萍 水 相 逢
369”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
言板发帖反映，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经常要求外卖员到海曙
区东源华府小区围墙处送餐，还有
学生夜间翻过小区围墙进出校园。
小区居民和物业公司代表多次与学
校沟通，但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介入处理。

记者于 12 月 12 日前往东源华
府小区。中午时段，记者看到小区
有不少外卖员进出。保安会询问外
卖员具体房号后再放行，但也有部
分外卖员会跟随居民或车辆直接进
入小区。

在小区的进出口位置，挂着
“隔壁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外
卖禁止送入本小区！”的提醒牌。
一名保安告诉记者，之前很多学生
的外卖会到小区西边围墙处进行交
接，这让业主非常不满。近段时
间，门岗加强了对外卖人员进出的
管理，情况有所改善。

记者在现场发现，小区西侧围
墙另一侧就是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的学生公寓楼，距离围墙不到 10
米。记者等待了一段时间，看到有
多名外卖员将外卖挂在围墙栏杆上
后离开，随后便有学生前来取外卖。

记者采访了一名来取外卖的女
学生，她表示，宿舍距离学校大门

较远，在围墙处取外卖更方便。她
说，学生都是将外卖带回寝室食
用，不会留下食物残渣或塑料袋等
垃圾，她认为对这个小区没有影响。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正在散步
的居民，他们对外卖员反复进出小
区的情况表示强烈不满。

居民周女士表示学校管理不到
位，许多学生将小区视为后花园随
意进出，她还向记者提供了一段学
生夜间翻墙进入学校的视频。

随后，记者前往东源华府小区
永成物业管理处。物业公司一名负
责人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
施，包括张贴告示、加强门卫问
询、增加巡逻次数以及劝阻外卖员
和学生不要通过小区配送外卖等。
他们也与学校教务处联系，要求校
方采取相应措施。然而，学校一直
没有正面回应。

“小区业主也订外卖，所以不
可能禁止外卖员进入。”该负责人
说，对这一问题管理上确实存在困
难。物业公司希望学校方面能够正
视问题，从源头出发对学生进行教
育和约束，阻止学生通过小区配送
外卖及翻墙进出校园的现象发生。

相关进展，记者将继续关注。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打开甬派 App，在下方“问

政”板块留言；
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

后直接留言；
4.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

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小区围墙小区围墙
成学生外卖交接点成学生外卖交接点

郑荣希 （左一） 已做好各项防寒措施。
（沈孙晖 摄）

【紧接第 1版①】 携手构建新时代更加
紧密的中肯命运共同体。

鲁托表示，建交 60 年来，肯中两
国共同应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坚持相
互尊重、相互支持、友好合作、团结互
助，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双边经济合
作、文化交流取得丰富成果。肯方愿同
中方共同落实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和约翰内斯堡中非领导
人对话会成果，使两国关系迎来持续发
展、繁荣友好、共同进步的美好未来。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专家检查大黄鱼深水网箱防寒
措施。 （黄呈炜 摄）

【紧接第1版②】 对于慈城而言，
营商环境更是渗透至大到科技
创新、产业提升，小到城市更
新 、 古 城 烟 火 气 等 方 方 面 面 。
于 是 ， 早 在 今 年 5 月 召 开 的 慈
城镇经济工作会议上，当地主
要领导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抓发展、以企业为中心抓服
务！”

以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
改革工程”为牵引，一场以“顶

格服务”和“顶级政策”为亮点
的招商行动在慈城镇展开：多支
享誉全国的“招商小分队”奔赴
天南地北，为企业带去真金白银
的政策，送上诚意满满的“邀请
函”；招商、税务、市场监管等
职能部门协同作战，以全方位

“亲人式”服务为项目护航，尽
显“慈城温度”“慈城速度”；以
江 北 区 “1586” 专 项 行 动 为 抓
手，慈城镇还与其他街道开展

“飞地”联动，盘活资源要素，推
动优质项目在江北落地开花。眼
下，越来越多高质量企业被慈城镇
口 口 相 传 的 优 质 招 商 服 务 吸 引 ，

“以商引商”成为企业与慈城镇结
缘的新常态。

蒋凯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
度 ， 当 地 引 进 742 家 企 业 ， 注 册
资金达 96.5 亿元，浙商回归资金
到位 21.1 亿元，这些企业将进一
步助力慈城工业、商贸服务业等

产业的延链补链，助推产业能级
跃升。

专 家 点 评

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个产
业平台，江北慈城迈出了向“新”
而生的铿锵步伐，平台托举和精准
招引是其高质量发展的两条宝贵经
验。正是因为打造了一批像江北功
能材料产业平台一样的创业载体，

使慈城成为国内膜企向往的集聚高
地。引凤栖居，还要有好的环境，
慈城举全镇之力打好营商“亲情
牌”，以“慈城温度”滋润各类企
业，同时做好产业链延链补链文
章。希望慈城未来能在多个领域实
现高质量发展，让古城在新时代焕
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县域经济观察员，宁波财经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伍婵提）

冬至渐近，昨天，
海曙区段塘街道新典社
区海恒花园的居民纷纷
展示烹饪本领，准备了
三大桌“邻里冬至饭”，
大家共同举杯、品尝佳
肴，其乐融融。参与者
表示，这样的活动进一
步加强了邻里间的交流
与互动，营造了和谐友
好的社区氛围，让居民
乐享花样生活。

（徐 能 张 昊 桦
庄涵予 摄）

欢乐邻里宴欢乐邻里宴

记 者 廖惠兰
通讯员 裘保莉 刘金玲

手指点点，电子屏上便传来悠
扬琴声；无需宣纸砚台，零基础也
能在电子屏上挥毫泼墨⋯⋯这两
天，海曙区文化馆新开放的“艺匠
工坊”数字互动体验厅成热点话
题，“文化+数字”的形式，让不
少前来体验的市民眼前一亮。

走进“艺匠工坊”数字互动体
验厅，映入眼帘的就是数字文化一
体机，包含了传统文化、国学经
典、“星海曙光”数字文化馆平台
等模块，内置的数字资源定期更
新。同时，该机器还支持触屏翻
阅、电子书籍扫码下载等功能，生
动直观的内容让文化资讯更简易地
传播。

位于一旁的公共数字文化体验
系统，则由数字资源借阅服务与互
动式 K 歌服务两大板块组成。其
中，互动式 K 歌服务不仅配备了麦
克风，还提供了点歌台，在这里，
市民拿起麦克风就能尽情高歌，还
可以双人对唱。

在数字互动体验厅，“数字古
琴”与“数字国画”是市民不可错
过的打卡点，在这里，零基础的

“小白”也能秒变大师。
“数字古琴”集数字古筝、古

琴、钢琴为一体，桌椅与古琴都是

按同等比例打造，不仅包含丰富的
古琴文化、演奏技法、名曲欣赏等
内容，还有自由练习、引导弹奏、
自动弹奏等选项，让“小白”也能
弹奏出悠扬的古琴声。

“ 数 字 国 画 ” 则 通 过 数 字 技
术，降低国画创作门槛，可以切换
为儿童绘画模式，让孩子们也能体
验艺术的魅力。

角落里的红歌亭也是体验厅的
一大亮点。作为集歌唱、朗读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平台，不仅提供
海 量 歌 曲 资 源 和 多 种 主 题 朗 读
库，还支持微信登录，市民演唱
或朗读完成后上传，作品即可保
存到手机端，亦可分享发布在社
交平台。

“很有意思，带孩子来体验古
琴，她玩得不亦乐乎！”市民江女
士连连点赞。

据悉，“艺匠工坊”数字互动
体验厅，是海曙区文化馆继“星海
曙光”数字文化平台后精心打造的
集“古典艺术”和“数字服务”为
一体的沉浸式功能区。借助数字化

“翅膀”，从古筝、古琴、钢琴到国
画、儿童绘画、唱歌、朗诵，都能
在这里一站式体验。

海曙区文化馆未来还将结合线
上线下的艺术体验课程，常态化开
展艺术沙龙、艺术讲座、艺术创意
体验等活动。

“小白”也能弹古琴
这个数字互动体验厅功能强大

市民在体验“数字古琴”。 （廖惠兰 裘保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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