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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服务项目单一、
志愿服务资源不足怎么破？
海曙开展“壹计划”
搭建城乡互助平台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廖佳
敏 史媛）昨天上午8点多，海曙区章水镇
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门前的广场上，人头
攒动，仿若赶集。简易的遮阳棚下，各类便
民服务摊一字排开，百余位志愿者都在忙
碌。这是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组织的

“公益集市”，共有28个公益项目免费服务
当地村民。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测血压血糖、理
发、法律咨询等十多项常规服务内容外，此
次活动还增设了夏季养生服务，很受村民
青睐，摊位前有不少老人排队等候。据了
解，在章水举办“公益集市”，意在通过城区
社会组织送公益的方式带动乡镇公益，这
是海曙社会组织城乡融合共建发展项目

“壹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整个项目从人才、
团队、技术三方面入手，通过优秀社工培
养、社会组织培育、街道社区结对共建等方
式，为城乡资源融合互助搭建平台。

大街的这一边，是热闹的公益集市，大
街的另一边，章水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内，

“壹计划”项目中的重点内容——“村（社）
公益活动对接点”成立揭牌，章水镇樟蜜社
区也迎来了结对社区——白云街道白云庄
社区的社工和志愿者们。

“樟蜜社区是章水镇唯一一个社区，社
区志愿者队伍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社区老
年协会的为老服务队，另一支就是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樟蜜社区党支部书记郑波
说，两支队伍共四五十位志愿者，团队凝聚
力比较强，但服务内容相对单一，专业志愿
者服务资源不如城区丰富，“如何解决志愿
者队伍发展的问题、建立专业性强的志愿
者队伍？也希望结对社区的老师们能为我
们出出主意。”

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郑主任告诉
记者，不少乡镇里的村、社区都存在社工队
伍专业化不足、社会组织项目开展经验不
足、专业志愿者服务资源不足等问题，他们
希望，能够通过“壹计划”的开展，根据村
（社区）发展需求不同，为镇（乡）村（社区）
量身定制技术支持方案，使镇（乡）村（社
区）有更多优秀成熟社会组织和专业的志
愿者，助推城乡建设，服务城乡群众。

素有“浙东粮仓”之称的马渚，是浙江省传统的
水稻主产区。

“2017年，全镇年水稻种植面积达到5.1万亩，
其中水稻种植面积3万多亩。八年前还被指定为‘国
家万亩稻米示范区’。”分管农业的马渚副镇长周建
芳介绍说，这两年，根据镇政府的整体规划，通过推
广整村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土地的集中规划和种
植，使水稻种植得到了规模化发展。

2017年，马渚镇年水稻种植占全市水稻面积

近1/3，良种覆盖率达99%以上，稻米品质各项安全
指标在省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渚山”牌大米
还被评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除了上交国家储备
粮之外，也给集体带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此外，全
镇95%以上的稻田已经实现了机械自动化种植。

记者了解到，为了稳步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今年上半年，该镇还开工建设了斗门、姚家、乐
安湖等五个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80%，届时可增加高标准农田4026.9亩。

占地65.84平方公里的马渚镇位于浙东宁绍平原中心，境内平原辽阔，青山点缀，河道交错纵横，是
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

“如今，水乡马渚正发生着喜人的蜕变。”昨天下午，余姚市马渚镇党委副书记姚建新说起该镇近年
来的农业发展，如数家珍。“除了全力打造‘四季花海、稻梦空间’等多彩农业外，还着力提升水稻、水果、
水产等传统产业发展规模，转型发展休闲旅游等村镇经济，全力打造美丽村镇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休闲旅
游已经成为人们工作之余的一种时尚。在发展种
植业和养殖业的同时，马渚镇着眼长远，四年前就
开始转型，大力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

“四年前，这里的油菜花还是默默无闻，也不成
规模。如今，这些观光休闲农业不仅成了特色产
业，每年还能吸引十多万人次到此旅游，更是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姚建新欣喜地表示，就拿今年
三月举办的第二届“金色花海，多彩马渚”农旅休闲
节来说，以瑶街弄村千亩油菜花基地为核心，已吸
引了100多家单位设摊，不仅带来了3万余人次的

游客，还实现了20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让村民们
看到了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美好前景。

为了助推乡村休闲农业提档升级，马渚镇多点
突破，从提高休闲农业的品味入手，先后启动了大
盛渔业农业渔业体验园、四联村蟠桃园、乐安湖农
业观光园等多个经营主体的提升工程。在提高各
个景观点的吸引力同时，积极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
征的休闲农业产品，让游客在摘果、赏花、垂钓时，
尽享田园乐趣。而这些提升工程也将为游客提供
更为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从而保证乡村休
闲农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记者 孔玲

马渚镇还大力扶持果农经济，先后建成以西山
白杨梅、蟠桃为主的水果生产基地。目前，杨梅种
植面积达4550多亩，年产量达1000多吨；蟠桃种
植面积突破2000亩，特别是“甜程”蟠桃和猕猴桃，
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是我的200多亩蟠桃园，在镇里的扶持下，
历经10年发展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在马渚镇四联
村，50多岁的种植大户陈均魁说起蟠桃基地的发
展，感慨万千。十年前，镇里鼓励村民发展种植业，
但陈均魁并没有想好种植什么品种。后来，在农业
专家的指导下，才少量试种了蟠桃、猕猴桃等果

树。让他感动的是，艰难的创业之初，得到了镇里
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三年挂果后有了收益，也尝到了甜头，之后
慢慢扩大种植面积，如今的200余亩果林，每年
的销售额至少也有百万元。”陈均魁笑着说，去
年，自己种植的“甜程”蟠桃已经申请了“无公害”
和“有机”认证，并成立了“四联蟠桃研究所”。以
研究所为核心，向广大果农推广种植新技术，还
组建了专业合作社。最重要的是，在带动村民致
富的同时，也推进了全镇的水果种植规模化和品
牌化发展。

马渚镇作为宁波地区重要的淡水鱼供应基
地，现有渔业养殖面积近万亩，已形成了以鳗鱼、
黑鱼、青鱼、南美对虾等为养殖基地的五个养殖精
品园区，且全镇90%以上的池塘中套养了中华鳖。

马渚镇农业办主任胡霁介绍说，以“马渚生态

本江鳗”为主打品牌，以利惠鳗鱼养殖基地为核
心，进行鳗鱼种苗培育后，再拓展到各大水产养殖
户进行生态套养。据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已新
增200多亩鳗鱼养殖面积，可增加经营收益8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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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耕地面积5万余亩，95%以上都是机械化种植

休闲观光农业吸引十多万人次旅游消费

五大养殖精品园区，成为宁波淡水鱼供应基地

打造品牌蟠桃基地，推动水果种植规模化和品牌化

全力打造“四季花海、稻梦空间”多彩农业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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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渚镇的万亩稻米基地。通讯员 胡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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