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吉晶

尝朗霞豆浆，吃梁弄大糕，再
买点土特产回家。这个周末，“家
门口”举办的农博会，让余姚市民
多了一个消遣的场所。

在海曙区城隍庙内，前天开市
的海曙农夫市集，汇集了 80 家农
贸、生活服务企业生产的农产品和
品牌产品，市民边逛边选购心仪的
年货。

而在此前，宁波首届农业博览
会、第七届 （慈溪） 环杭州湾绿色
优质农产品博览会相继举办，也让
广大市民饱了口福眼福，感受到了
新春的气息。

“家门口”农博会热闹登场，不
仅是消费者置办年货的市集，也是
推介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农业全产
业链及农文旅融合新成果的平台。

一场现代农业的“盛宴”

龙年临近，年味渐浓。琳琅满
目的优质农产品成为各地农博会的

“主角”。
余姚农博会组织了 500 余家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3600 余 种 产 品 参

展，甲鱼、榨菜、茶叶等余姚特色
地标农产品悉数亮相。

（慈溪） 环杭州湾绿色优质农
产品博览会约有 250 个展位，分成
慈溪市优质绿色农产品展销区、环
杭州湾特色农产品展销区、特色小
吃展销区等 6 个展区。

一场农博会，如同一场现代农
业的“盛宴”。

海曙农夫市集已举办了 7 届。
“我们希望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搭建一个展示海曙特色农产品的
平台，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月底，设有 12 个展区、汇
聚 5000 余 种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的
2023 宁波农业博览会，在国际会
展中心盛大开幕。这是我市首次举
办大规模的农博会。

“我们精心组织农博会，就是
为市民打造‘一站式’的年货平
台。”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

一组数据印证了农博会的火爆
程度：展会期间，共吸引观众 14.1
万 人 次 ， 现 场 交 易 金 额 4280 万
元，达成意向金额 4.6 亿元。

据介绍，本届农博会为近 5 年
来我市消费类展会人气最旺的展
会。

首届农博会消费动能强劲，让
参展企业也大开眼界。宁海县望府
茶业有限公司的王茂强说，“家门

口”的农博会提高了自家产品的知
名度，他也通过展会看到了与其他
茶叶生产企业的差距。

一次“三农”发展
成果的展示

在余姚农博会 2 号馆，宁波市
横坎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把蔬
菜培育床搬到了展馆，生长在培育
床上的青菜、生菜长势喜人，吸引
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详细询问蔬菜
的栽培技术。

该公司植物工厂项目负责人陈
思蒙告诉记者，植物工厂集现代
化、标准化、智能化于一体，已建
成两个现代化设施大棚，年产各类
蔬菜 300 多吨，年产值 800 多万元。

在余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经仰贤看来，农博会一方面给市民
带来采购体验，另一方面也让更多
人感受到现代农业的魅力。

一场农博会，是“三农”发展
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宁波首届农博会紧扣“田园城
市 都市乡村”主题，集中展示

“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宁波农业农
村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农博会是我市积极响应‘地
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
程’、做深做透乡村‘土特产’文
章的创新实践。”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

除了展销，宁波农博会还设置
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展区、农机
展区等特色展区，举办了“宁波市
十大好稻米评选”“一路向阳 农
创你我”等 16 场专题活动，推出
了鱼拓、麦秸画、竹编等农事互动
体验项目，让市民在互动中充分领
略现代农业的成果。

扩大农博会溢出效应

宁波首届农博会线下展销虽已
结束，但其溢出带动效应仍在扩
大。

据介绍，展会结束后，还有
一 大 批 意 向 合 作 在 进 一 步 洽 谈
中。农业农村部门持续跟踪参展
主体在客户巩固、贸易洽谈和合
同签订等方面的情况，着力扩大
展会成果。

市农业农村局也对参展主体进
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回访
的 214 家参展主体中，有意向参加
下届农博会的有 211 家，参展意向
率高达 98.6%。参展主体和市民普
遍对农博会评价较高。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总结成功经验、扩大办展影
响，让农业展会成为促进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加
大线上线下宣传力度，提升参展主
体对农博会的信任度和黏性，让

“家门口”的农博会更加出彩。

着力扩大溢出效应

让“家门口”的农博会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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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照射下，五彩金龙熠熠
生辉，在绿化带中“游走”；广
场上，憨态可掬的“小龙人”展
开大红卷轴，笑迎游客……各色

“龙元素”绿雕扮靓甬城街头，
龙年新春气氛越来越浓。

最近，市城管园林部门推进
城市街头花卉布置工作，营造祥
和喜庆的春节气氛。

市园林绿化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次共布置大型绿雕 18
处，他们还在 60 余条主要道路
上增加花卉点缀，在 30 个主要
公园绿地内开展花卉布置，使用
的草花数量超80万盆。

图为铁路宁波站南广场“小
龙人”绿雕。
（余建文 寿晓毅 张晶 摄）

浪漫花意迎龙年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超梁 翁天可 陈潇

走进宁波市缸鸭狗食品
有限公司备馅区，浓郁的

芝麻香四溢。工作人员正
操 作 机 器 ， 将 黑 芝 麻 、
白糖等制作汤圆馅料的
原料磨成细粉。“芝麻
产 自 江 西 鄱 阳 湖 区 域 ，

为让馅料达到入口即化
的口感，我们要对芝麻进

行粗磨、细磨。”公司生
产经理肖利华说。

在冬至、春节、元宵节等
多种因素拉动下，每年 11 月中
旬 至 次 年 2 月 ， 是 汤 圆 的 旺 销

季。这些天，缸鸭狗生产线满负荷
运转，近百名员工加紧赶制汤圆，
一天产量 18 吨，紧锣密鼓发往国
内外市场。其中，黑芝麻口味汤圆
占了缸鸭狗汤圆总销量的 60%。

在缸鸭狗生产区，一颗颗圆滚
滚的汤圆，正从汤圆成型机中陆续
产出。按照传统手工制作方式，一
名工作人员 8 小时可制作汤圆千
颗。现在，两台汤圆成型机 1 小时
便可自动化生产汤圆 7.6 万颗。

肖利华告诉记者，为让消费者
吃到品质更佳的汤圆，缸鸭狗用接
近 -40℃ 的 低 温 ， 对 汤 圆 进 行 速
冻。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缸鸭狗持
续创新产品与技术，已获实用新型

专利逾 10 项。根据市民消费需求
的变化，缸鸭狗适时调整汤圆味
道，既保留黑芝麻口味等传统汤
圆，也创新推出榴莲味、可可味等
新口味汤圆。

其中，为了迎合现在年轻人的
口味，黑芝麻口味汤圆馅料中的猪
油，用植物油替换，并加入糖桂
花。“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宁波

‘老底子味道’，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淬炼硬核市场竞争力。”肖利华
说。

去年，缸鸭狗产值突破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超 10%。

左图左图：：缸鸭狗工人忙着生产汤缸鸭狗工人忙着生产汤
圆圆。。

（（沈孙晖 张超梁 摄））

一天生产汤圆18吨

缸鸭狗开足马力备“老底子味道”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宣佳含 许宇清

春节临近，宁波瑞孚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注塑车间仍是一派
繁忙景象。彝族小伙的日阿木手
脚麻利地组装、打包产品，“搬
砖”途中遇上熟面孔，还不忘点
头打个招呼。

“我们是去年 11 月份过完彝
族年后来的宁波。在江北区人社

部门和老乡的介绍下，我觉得这
里工资待遇不错，而且食宿、交
通费用全包，就决定来这儿‘错
峰’务工。”的日阿木说。

据悉，的日阿木是彝族年后第
一批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来江北
就业的越西籍务工人员。自新一轮
东西部劳务协作开启以来，江北区
人社局总结企业用工规律，利用彝
族年和春节的时间差，深入挖掘越
西籍务工人员就业潜力，为江北企

业劳务用工保驾护航。
“今年我们企业订单饱满，但

临近春节，车间部分员工选择提前
回老家，正好这些越西兄弟在彝族
年后来到我们公司，解了我们企业
春节用工的燃眉之急。”宁波瑞孚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黄传画
说。

江北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彝族年与春节相差两三个月。
这段时间正好是企业开足马力“抢

订单、拓销路、忙生产”的关键时
期，越西籍务工人员的“精准补
位”，为企业实现新年“开门红”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了让这批越西同胞在江北真
心留下来、舒心干下去，江北区人社
局不仅给予他们相应补贴，还与企
业一起策划了年夜饭、体育比赛等
活动。“对于他们而言，过完彝族年
后还能过宁波的春节，也是一次别样
的体验。”江北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说。

甬企春节生产忙，彝族同胞“精准补位”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项聪颖 实习生陈子恬）甲辰龙年
来看龙。昨天，“龙行中华——甲辰
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在宁波博物
馆一楼西特展馆开展。

作为贺年大展，宁波博物院把
压箱底的“神龙”都“召唤”了出来。
展览共计展出院藏龙元素文物 190
件，从春秋时期的夔龙纹青铜鬲、汉
代龙纹铜镜、明代各类龙主题玉器，
到清代花团锦簇的龙形象瓷器，覆
盖朝代齐全，品类众多，构成了较为
完整的龙文化图景。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一
种虚构的神异动物，它凝结了中国
人从古至今深厚的情感寄托——对
自然的原始崇拜，对吉祥长寿的追
求，对礼制权威的维护，对美好事物
的向往。龙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演
变期，它的文化内涵也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断丰富深化。
值此龙年来临之际，宁波博物院

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及全国 60余家文
博机构，推出此次联展，与观众共同
迎接新春，展览将持续到4月15日。

在展览中，观众还能看到不同
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审美与民俗
讲究。战国错金银龙首带钩，造型流
畅有力，龙的刻画较为简约；明代玉
龙雕刻繁复，龙的身姿蜿蜒而富有
动态美，形象接近大家现在熟悉的
龙；清夔龙纹铜簋等多件青铜器，均
是当时用于孔庙祭祀的礼器，制作
精良，纹饰复古，气象浑厚。

还有一部分展品是清代的青花
龙纹瓷器，釉色青白分明、图案细致
入微，彰显了当时青花瓷制作的顶
峰水平。展览中的文房类展品，则另
有一番风雅气质，砚台、笔架、印章
等文物都值得观众细细欣赏。

190件文物“龙”重登场
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在宁波博物馆开展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长寿时
代，宁波积极发挥国家保险创新综
合试验区优势，大力推动“医养+保
险”模式创新。昨天，随着宁波泰康
脑科医院正式开业，并与泰康之家·
甬园“无缝衔接”，今后广大老年人
在医养园区就可以获得从健康管理
到急救、转诊，老年常见病、慢性病
诊疗，再到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
全生命周期医疗健康服务。

宁波泰康脑科医院由宁波市政
府重点引进、泰康保险集团倾力打
造，是泰康在全国重点布局的五大
医学中心之一，也是浙江省首家批
准设置的三级脑科医院，将重点打
造“神经医学卓越中心、康复医学

卓越中心、老年医学卓越中心、健
康管理卓越中心”四大战略学科集
群，并与泰康之家·甬园、泰康口
腔旗舰医院共同组成泰康首个融
医、教、研、养、康于一体的医养
综合体——泰康宁波国际医养园
区，总投资约 50 亿元。

一直以来，泰康积极探索“最
佳”筹资与大健康服务相结合的

“医养+保险”模式，帮助解决当
前医养服务碎片化问题。宁波泰康
脑科医院开业后，将积极对接泰康
保险产品体系，持续打造医险结合
特色，让客户在院内就可以享受专
属预约、全程陪诊、绿通就医、保
险直赔等便捷服务。

宁波推动“医养+保险”模式创新

本报讯（记者戎美容 通讯员
戴久丽）“花了 3 天时间，跟风雪

‘赛跑’，收购白鹅 5000 余只。”刚
从丽水龙泉市赶回甬城的俞一峰，
脸上挂着几分疲惫和喜悦。作为宁
波鹅贝儿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此次，他冒雪“收鹅”，完
成了宁波市农科院畜禽所所长陈淑
芳委托的任务。

前不久，丽水龙泉山区的一场
风雪，摧毁了当地“山海协作”结
对帮扶的大白鹅养殖棚。此时，5
户养殖户的大白鹅正到了出栏的时
间，如果不尽早“收鹅”，大白鹅
没地可去，后果不堪设想，养殖户
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

3 天前，大白鹅养殖户沈宇卿
深夜 11 点联系陈淑芳，询问解决
办法。当时，陈淑芳在杭州参加省
两会，不能第一时间赶去龙泉。于
是，她连夜联系畜禽所专家及象山
企业宁波鹅贝儿种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委托他们务必第一时间“收
鹅”，解决销路问题，最大限度减
少养殖户的损失。同时，她在微信

“龙泉白鹅共富群”内，指导养殖
户做好大白鹅防寒抗冻工作。

“这个养殖点是由我们村集体
出资打造的，承载着全村人致富的
希望。这次降雪，我们完全没做好
应对措施，多亏宁波的专家和爱心
企业出手相助，太感谢了！”龙泉
市安田村的养殖点负责人钟鸣说。

这几天，俞一峰一行穿着防护
服，在龙泉山区把一只只大白鹅装
笼，脚趾都冻麻了。“这些大白鹅
是宁波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浙东白鹅品种资源发掘与新品系
培育’项目培育出的新一代大白
鹅，从鹅苗输送过去到育成出栏，
我们一直在关注。此次我们收购回
来留种用于繁殖。”俞一峰说，这
趟雪中行帮助养殖户挽回经济损失
20 余万元。

丽水龙泉山区，风雪摧毁鹅棚

象山企业紧急收购
挽回损失20余万元

企业员工在龙泉“收鹅”。 （沈宇卿 摄）

清代雕龙首蟠螭纹玉带钩
（黄银凤 项聪颖 摄）

清代双龙铜笔架

清光绪年间景德
镇窑黄地粉彩云龙纹
瓷盖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