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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康庄严）万亩金黄，颗粒归仓。昨天
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三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当天上午，以“共庆丰收·
甬抱小康”为主题的2020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宁波庆丰收主场活动在江
北区达人村举行。全市各区县（市）
的农民代表、农村文化团体、乡贤、农
创客以及三农工作者代表齐聚现场，
庆祝农民自己的节日。

丰收的锣鼓敲响收获的喜悦，嘹
亮的歌声唱出振兴的梦想。2018年8
月20日，省委省政府与农业农村部签

订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协议；
2019年4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明确
宁波市及江北区、余姚市、宁海县、象山
县为先行创建单位。两年来，全市乡村
牢记使命，探索创新，四明大地涌现出
一批在全国先行先试的典型案例。

丰收节上，《中国乡村振兴宁波
案例》一书首发，书中40个案例反映
出宁波市作为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
范省先行试点单位的重要成果。农
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
决定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色。宁波农业农村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绘出一幅乡村振兴蓝图。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
开科技、资金与人才等要素的支撑。
推进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
回农村、乡贤回农村的“两进两回”行
动，是破解要素制约、加速资源流向
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经过大量前期准备，在丰收节现场，
一批数字赋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农
业农村以及产业开发、文旅融合等新
项目签约，总金额达54.5亿元。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郑桂春告诉记者，这些项目主
要涉及农业农村的新基建项目，比如

“数字乡村”“5G+美丽乡村”“智慧农
业”以及现代农业项目、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农旅融合等。

当天，宁波十大农家特色小吃集
萃、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展销、农产
品销售网络直播、中国乡村振兴宁波
案例展览等活动也在达人村举行。

据了解，今年宁波丰收节除主会
场外，还有余姚、慈溪、象山3个分会
场。其中象山开渔节已于9月16日举
办，慈溪丰收节活动将在3天后举行。

省“老乡说小康”农民故事大赛举行

宁波90后农民夺得第一名

庆丰收主会场签约一批涉农项目
主要为涉及农业农村的新基建项目，总金额54.5亿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农村的美，农业一定会成为前途光明的行
业，农民也一定会成为最体面的职业。”戴着草帽，光着脚，鄞州90后农
民汪琰斌刚一上场就引来一片掌声。他讲述了自己“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创业故事，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一等奖。

昨天上午，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
2020年“老乡说小康”农民故事大赛在嘉兴平湖举行，来自浙江11个
地市的新农村建设见证者，讲述了小康路上的浙江新农村面貌。

在此次大赛上，浙东红村余姚横坎头村黄徐洁获得二等奖，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农业农村局获优秀组织奖。

来自鄞州区姜山镇的汪琰斌
分享了自己投身现代农业、农村生
产、乡风文明建设中，逐步成长为
驱动乡村振兴生力军的奋斗历程。

汪琰斌出生在城市，因为爷
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童年的记忆
里充满着稻香和泥土的芳香，农
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变迁也深
深烙在他心里。在大学选专业的
重要关口，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农业。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
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他却选择回
到农村。

在一片质疑声中，这个90后
农民开始了自己的农业路。
2013年，他在姜山镇陈介桥村承
包了900亩田，开始种植水稻。
第一年创业，他就栽了大跟头。
在插秧季，由于没有经验，秧子堆
得太厚，温度一下子就升上来

了。他直接倒水冷却，结果七
成秧苗因高温高湿而腐烂。插
秧时，又因为地没整平导致秧苗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他清楚记
得那天的场景，他赤着脚站在一
片狼藉的水田，给农业指导老师
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说：“老师，我
不想干了。”

这还不是最糟的。这一年恰
好遇上了“菲特”台风，一年辛苦
到头一算账，不光没赚钱，还赔了
10万元，但这些都没有把他打
倒。他抵押了家里准备的婚房，
跟着老农民边干边学，遇到疑难
杂症就请教专家。

“每次灾后的农业保险补偿，
每次出错后的专家技术补救，一次
次的政策优惠，一步步的打开市
场，让我深切体会到国家对农业的
重视。有国家在背后做靠山，农业

就是有奔头的产业。”一番话说得
情真意切。

“我喜欢农业，因为土地不会
说谎。今天你洒下了多少汗水，
明天它就给你多少回报。”去年，
汪琰斌创立的归本农场承包的土
地已经拓展到2550亩，实现粮食
产量2200吨，销售额800万元，
实现全程机械化。归本农场还被
选为鄞州区慈善扶贫基地，为新
张俞村、陈介桥村15个贫困农民
提供就业创业岗位。在浙江省农
博会上，归本大米夺得金奖，汪琰
斌还被评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优秀带头人”。

大学毕业回农村创立农场

“我是土生土长的横坎头村
孩子，小时候总是喜欢听老爷爷
讲三五支队歼日寇、抗日英雄沈
一飞等故事。那时候，我就为自
己是个红村人感到自豪。”2018年
5月，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黄徐洁回
到了阔别多年的余姚横坎头村。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在城市
能经营饭店，为什么不能在村里
找到用武之地？家门口创业不仅
大有可为，还可以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这个大胆决定，很多人看
不懂，但黄徐洁却从未后悔过。

她租下房子，打造了一家红色
主题的农家土菜馆，大厅墙上绘满
了红色故事，农家小菜别有风味，
村里的大叔大娘们都成了优秀服
务员。“一开始只装修了一楼，后来

客人太多，又装修了二楼，前年国
庆假期接待能力还是不够，又装修
了三楼。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一
天就有30多桌，营业额有两万多
元。”黄徐洁说，现在村里有越来越
多的80后、90后选择回乡创业，红
村越来越有活力了。

据了解，2020年“老乡说小
康”农民故事大赛历时5个多月，
从田间地头到各地文化礼堂，老
乡们述说的小康故事成为浙江田
间地头最火热的传唱。不同的时
空，涌动着共同奋斗决胜小康的
时代风尚；不同的宣讲主题，引发
了共同脱贫致富的情感共鸣，“老
乡说小康”在浙江大地上越说越
响亮。

记者 薛曹盛

留德回来开办农家土菜馆

东海青蟹内陆安家
宁大盐碱地青蟹养殖
科研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郑
俊朋）河南省延津县的盐碱地里，一
只8两多重的青蟹活蹦乱跳地挥舞着
蟹螯。养殖户杨明涛在旁边乐开了
花，这是目前他捕捞上来的最大的青
蟹。

“丰收节”来临之际，宁波大学盐
碱地青蟹养殖科研项目于9月20日迎
来验收。去年该项目顺利通过了“能
不能养活”的考试，而今年则迎来了一
场更重要的考试——“能不能养好”？

答案令人兴奋。“你看这只已有半
斤多重，3个月长这么大，即使在沿海
地区，这样的生长速度也相当不错。”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甲壳动
物学分会常务理事王桂忠随手抓起一
只青蟹仔细观察。从现场捕捞上来的
青蟹来看，他认为“技术上已经摸索得
非常到位了”。

养青蟹的地方很多，为什么这次
如此引人关注？原来，这些青蟹的“老
家”原本不在黄河边的盐碱地里，而是
在东海之滨的宁波。一个偶然的机
会，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员技术服务
队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中国有4.5亿亩
盐碱地，如果能够利用盐碱地的土地
特性，青蟹养到盐碱地，那将会为盐碱
地上的农民带来多大的致富希望。
2018年，他们开始在盐碱地上试养海
水蟹——拟穴青蟹，并逐一攻克科研
难题，首次实现了东海青蟹在内陆“安
家”。

这次宁波大学盐碱地青蟹养殖科
研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意味着之前难
以治理的盐碱地，将拥有巨大的利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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