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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微生物菌肥首次在宁波试点，水蜜
桃‘逆势增长’，让我们看到了信心。”浙江种
田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介绍说，
与传统化肥和有机肥不同的是，这款微生物
菌肥由纯玉米生物发酵，含有菌群，含有丰富
的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等，含有50%
以上的有机质、10%的氨基酸、中微量元素
等。“微生物菌肥虽然单价略高于普通化肥，
但由于施肥效率高，基本能提高产量两成左
右，总体来说比普通化肥更为实惠。”

水蜜桃不光产量增了，甜度更高了。梅金
达说，哪怕是这种连续阴雨天，黄金蜜桃甜度
保持在15%左右，比普通水蜜桃的甜度高。

“如果天气放晴了，甜度能提高到17%左右，
客户普遍反映水蜜桃比往年甜了。”

黄金蜜桃试点效果明显，这段时间，周边
一些农户都跑来果园“取经”。孙宏透露，如果
后期效果稳定的话，会考虑以点带面在宁波
推广微生物菌肥，进一步提高宁波果品的品
质，个头越来越大，甜度越来越高。

今后将逐步在宁波推广
提高宁波果品品质

宁波“三服务”解难题

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 王心怡 通讯员 吴霞）
近日，记者从宁波市能源局获悉，国电象山
1#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项目取得新突
破，目前已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通航
影响论证和接入系统专题报告等阶段。

“2007 年，中国海上风电起步。10 年
后，东南沿海海上风机已有数百台。随着海
上风电技术发展日益成熟，新能源转型的
绿色发展之路大势所趋。”国电电力浙江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国电象山1#海上风电场项目
（一期）项目是全市首个海上风电项目，场
址位于象山鹤浦镇东南海域，计划总投资
为40.55亿元，用海总面积为247.48公顷，
装机容量252兆瓦，拟安装63台单机容量
为 4 兆瓦的风电机组，并配套建设一座
220千伏海上升压站及陆上计量站等辅助
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市海上风
电空白，对优化改善我市能源结构、推动我
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市能
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尽管赶上了中国海上风电大规模产业
化发展的快车道，但在祖国东部这片海域
建设风电，挑战无处不在，这也意味着宁波
海上风电重点项目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

项目推进过程中，市能源局发现，该项
目在核准前已投入近2000万元的前期费
用，但由于国电电力、宁波开投和象山县三
方对股权分配存在分歧，致使项目无法顺
利进行到下一步，同时对项目按期开工建
设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了让“三服务”活动取得实效，宁波
始终坚持“带着问题跑、盯着问题办、聚焦
问题改”，扎实做好问题收集、问题办理和
问题反馈的各个环节，确保各类问题的解
决落地有声。

沿着问题解决的路径，市能源局对接
项目股权三方负责人，并通过召开协调会
等形式，尽力协调各方利益，要求重大项目
推进工作不能停。经过连续多次的项目协
调会后，各方在股权分配上基本达成一致，
并妥善解决资金担保融资、前期投资费用
等相关问题。

◀用上了微生物菌肥，
黄金水蜜桃长势喜人。

都说农民“靠天吃饭”，碰上恶
劣天气，减产减收是常有的事。今
年，天公不作美，宁波连续阴雨天
气，奉化的水蜜桃减产不少。但在奉
化大堰的一季一品水蜜桃种植基
地，30 亩黄金水蜜桃不光没有减产，
反而增产两成。

这两天，黄金水蜜桃集
中上市，不光个头大了，
而且口感更好了，果园
基地负责人梅金达乐
开 了 花 。不“ 靠 天 吃
饭 ”的 秘 密 武 器 是 什
么？昨天，记者走进果
园寻找答案。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康庄严 文/摄

今年连续阴雨，奉化一种植基地水蜜桃为何“甜蜜”依旧？

农技专家送来秘密武器
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宁波连续阴雨天
30亩黄金蜜桃“逆势增产”

昨天，记者冒雨来到奉化区大堰镇张家
村的一季一品精品水蜜桃基地，一只只水蜜
桃裹着金黄色纸袋挂在枝头，长势喜人。

“这几天，宁波的梅雨没完没了，好多农
户的水蜜桃都减产了。我们的黄金蜜桃不光
没有减产，产量还增了两成左右，多亏了宁波
农技人员送来了‘秘密武器’。”看着桃园里的
水蜜桃，奉化桃农梅金达心里美滋滋的。梅金
达经营着130亩果园，其中黄金蜜桃就有30
亩，预计今年产量达1.5万公斤左右。

这“幕后功臣”就是来自农业技术专家孙

宏，他是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领域的博士。
去年9月，他作为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挂职干部
随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三服务”小分队来
到奉化大堰镇，送技术下乡，让果农尝到了实
实在在的甜头。

“现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使用微
生物菌肥，从试点情况来看，效果不错，果
品的品质有所提升。但在宁波，这是第一次
试用，效果怎么样，起初心里真没底。”孙
宏直言，这次黄金水蜜桃试点情况，比预想
的好。

农技专家下田头指导
第一个“吃螃蟹”的尝到甜头

梅金达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喜欢倒腾
新品种。以前，他的果园里种的大多是奉化

“玉露”品种，很快他发现，“玉露”的品质下降
了。“个头小，而且卖相不好，上市期间卖不出
好价格。”

2011年，他大胆引进水蜜桃新品种“黄金
蜜桃”，这是日本水蜜桃“百丽”和奉化“玉露”
品种的“混血儿”，果肉金黄，比奉化老玉露品
种个儿更大、口感更甜。当年，他种了30亩黄
金蜜桃，市场供不应求。

去年9月，农技专家孙宏与宁波市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三服务”小分队下乡时，一眼就
发现症结——土壤活性不强。

“我在果园里看了一圈，发现土壤酸化板
结，急需改善土壤环境。”当时，他建议果农，
可以试试微生物菌肥，对果品有改良作用。但

微生物菌肥的价格比普通化肥高一些，很多
农户听了直摇头，而梅金达是村里第一个“吃
螃蟹”的。“我有130亩的果园，其中黄金蜜桃
走的就是高端路线。如果果品质量能提高，砸
多少钱我都愿意。”

其实，这种微生物菌肥在台州果园使用
较多，而且适用效果都不错。“微生物菌肥可
以改良土壤，预防植物土传疾病，提高土壤活
性，种出来的水果品质明显提高。”

这期间，孙宏每个月都要去果园转一转，
指导使用微生物菌肥。今年天公不作美，春季
宁波持续阴雨，入夏以来气温不高，梅雨季的
降水一波接着一波，奉化很多果园减产三成
左右。“今年天气不太给力，很多果园都减产
了，没想到这里却‘逆势增产’，这种新型微生
物菌肥真发挥作用了。”

▲农技专家孙宏现场察看水蜜桃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