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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学堂
XIANDAIJINBAO

念好“协作经”同谋“升级版”
宁波与对口支援三地召开
教育工作远程视频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徐叶）昨天上午，宁波市、黔西南
州、延边州、丽水市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远程视频交
流会议在效实中学（白杨校区）召开。四地12名资
深教育人，通过网络就近年来东西部扶贫协作、山
海协作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发表感言。不仅分享了

“东西部协作”和“山海协作”系列成果，还对未来进
一步深化合作提出了“升级版”的期待。

“感谢宁波给当地教育带来的显著变化。”这是
三个受援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感受，情真意切，
数据翔实。

宁波与贵州的扶贫协作开始于上世纪 90年
代，渊源深，基础好。交流会的首位发言人是黔西南
州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喜明，他一开篇就罗列
一串扎实的数据：在宁波市教育系统的关心和支持
下，累计帮扶资金达7000多万元，培训教师超过5
万人次，组团式帮扶中心校结对128所，已完成对
黔西南州所有乡镇街道中心校“一对一”结对全覆
盖，采取以中心校为单位与宁波结对的模式，实现
了对辖区内中小学全覆盖的组团式教育帮扶目标。

延边州对口帮扶虽然启动时间不长，但是势头
喜人。据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黄泽峰统计，宁波提
供无私援助，全方位协作，全要素支持，迄今已实现
互访对接120余人次，惠及1.2万名教师，得到资助
976万元。

丽水市是宁波市在省内的对口支援对象，这些
年“问海借力”，教育发展迅速。在点对点帮扶过程
中，今年重点做好名师名校结对培训、教师支教、学
校结对交流、项目资助等工作。仅2019年，已到位
教育资助资金250万元。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教育在对口援助中发
挥了不小的作用。不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通过以

“1+X+1”等模式，到宁波学习技能，参加企业实践
培训。以贵州到慈溪学习的中职学生为例，他们在
企业的实习工资能拿到4000余元。

第28届世界脑力锦标赛
宁波城市赛周末举行
140多位选手
角逐全国大赛入场券

本报讯（记者 章萍）10月 19日，第28届世界
脑力锦标赛宁波城市赛将正式在宁波市（杭州湾）
青少年学生实践基地开启。这也是第28届世界脑
力锦标赛在宁波城市赛的首秀，由世界脑力锦标赛
宁波组委会和宁波都市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由
宁波市光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据悉，这是宁波首次举办世界脑力锦标赛，也
是浙江省唯一举办的城市，填补了在智力健脑项目
的一项空白。

据介绍，2019年第28届世界脑力锦标赛分为
儿童组（12 周岁以下），少儿组（13-17 周岁），成人
组（18-59周岁），乐龄组（60岁以上）四个组别进行
比拼。该赛事主要致力于挑战人类大脑潜能的极
限，经过二十多年在全球的发展，已形成了“抽象图
形”“二进制数字”“人名头像”“随机数字”“快速数
字”“虚拟事件和日期”“听记数字”“随机扑克”“随
机词语”和“快速扑克”共10个比赛项目。综合考察
选手的注意力、感知力、理解力、记忆力和创造力五
大脑力素质，以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创
新精神等非智力素养。

宁波城市赛，来自全国各地140多位选手进行
了最后的报名确认。他们将在19日、20日两天内，
进行对抗式地角逐。决赛各组前三名将颁发世界脑
力锦标赛中国·宁波城市赛获奖证书，并拿到参与
全国大赛的入场券。

以前让人发愁的盐碱地，现在有望变成令人
艳羡的“致富田”，这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赵耕感到心情振奋。

验收当日，他特意挤出时间带领省市相关部
门专程赶赴验收现场，了解青蟹盐碱地养殖的经
济效益和市场前景，对于宁波大学为盐碱地农民
脱贫致富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

农业农村部虾蟹体系拟穴青蟹试验站站长刘
新建认为，“海水青蟹实现内陆养殖，这可以说是
一个创举，解决了‘能养’的问题，下一步是解决

‘养好’的问题，我非常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青蟹在盐碱地养殖成功的消息一经传出，

山东滨州、菏泽，江苏的宿迁，以及远在宁夏的

固原等地很多人前来咨询，希望宁波大学党员
技术服务队把青蟹养殖技术送过去。“但是从严
谨性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今年的结果总
结完，再到当地去考察可行性”。宁波大学海洋
学院水产动物养殖团队教师党支部书记母昌考
教授说。

“经过试验，发现内陆的水质缺少一些氯离
子和钾离子，明年开始我们会指导养殖户‘缺啥
补啥’。”支部党员王欢老师说。接下去，宁波大学
海洋学院党员技术服务队将继续开展青蟹内陆
养殖研究，选育出更加适合内地生长的青蟹，让
青蟹在盐碱地上不但能“安居”，还能“乐业”，让
农民朋友的钱袋子“鼓起来”。

从“养活”到“养好”，让青蟹“安居”又“乐业”

▶河南省延津县养殖户杨明
涛拿着刚刚捕上来的青蟹。

内陆盐碱地养出了东海青蟹
宁波大学科研团队助力黄河滩农民科技“创富”

从900元到3万元，亩产收入增加30多倍

“左边这块地种庄稼，一亩地年收入也就900
来块；现在搞虾蟹鱼立体养殖，最保守能收入3万
多元。”盐碱地水塘边上的杨明涛，一脸兴奋地告
诉记者。

杨明涛是河南省延津县村民，近日，他的水塘
迎来了许多专家、领导和围观的村民。原来这几块
不起眼的水塘，其实是宁波大学的盐碱地青蟹养
殖基地，经过宁波大学科研团队近两年的科技攻
关，终于让“黄河滩爬满青蟹”的梦想成真，迎来了
专家组验收。

专家组成员均是行业内的“大咖”，包括中国
动物学会甲壳动物学分会常务理事王桂忠教授、
农业农村部虾蟹体系岗位科学家成永旭教授、农
业农村部虾蟹体系拟穴青蟹试验站刘新建站长、

“国家万人计划”马洪雨教授等。“青蟹能够在内陆
盐碱地生长，而且是很低的盐浓度，这无论从生长
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验
收组组长王桂忠教授评价道。

相比于专家的学术视野，杨明涛最直接的幸
福来自于他可以“在家门口致富”。一年前的杨明
涛，还在新疆从事天然气管道安装行业。背井离乡

自非所愿，其间免不了种种酸甜苦辣，更是常常思
念几千里外的父母妻儿。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
员技术服务队接上了头，从此踏入了水产养殖行
业，走出了一条在家门口致富的“新路子”。

杨明涛的15亩水塘，原来都是盐碱地，以前
村民们多是种一茬麦子加一茬花生，化肥农药等
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导致收入非常微薄，甚
至有村民干脆弃田抛荒。没想到改成水塘后，收入
比原来增加30多倍！

才一年下来，杨明涛就收回了10多万元成
本，而他前期总投入也不过20万元左右。这让他
尝到了甜头，打算明年将养殖规模扩大到100亩。

“感谢宁波大学让我们一家团聚，在家门口
就可以创业致富。”这个皮肤黝黑的北方汉子开
心地说。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河南汉子，遇上了敢
于第一个“养螃蟹”的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员技术
服务队，真正实现了把科研做到农民心里、把论文
写在田间地头的初心，成为了黄河滩盐碱地上一
道靓丽的“风景”。

从盐碱地到致富田，青蟹首次“落户”内陆

“转个弯就到了。”黄河滩上弯道和路口密集，
但是这难不倒陪同调研的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员
技术服务队的党员教师们，因为他们已经多次往
返于浙江宁波和河南兰考。

很快，验收组一行就来到了河南省兰考县张
庄村，见到了张庄鑫旺水产养殖合作社总经理张
四培。

“最近很多人找到我，问我青蟹能不能卖给他
们，有人说掏多少钱都行。我说不能卖，我得留给
宁波大学验收。”张四培乐呵呵地说。

兰考县和延津县分别处于黄河的南北两岸，
有大片的盐碱地，这为海水产品的养殖提供了可
能性。然而，青蟹的生长环境要求盐分的浓度通常

要保持在千分之五以上，于是难题来了——黄河
盐碱地的盐分浓度普遍低于千分之二。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员技术服务队在两地各
选择了一个水塘，经过近两年努力，终于用种苗淡
化适应性培育等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属于海水
蟹的青蟹，在内陆地区河南实现成功养殖，这在全
国是具有首创意义的。

虽然今年养出的青蟹需要用于验收不能卖，
但是蜂拥而来的订购电话却让张四培对于市场充
满信心，他目前的养殖规模已经达到500亩，年纯
利润在500万元以上。待工厂化改造完毕后，加上
后续用于扩大规模的500亩水塘到位，“预计每年
纯利润可能会过亿。”张四培说。

“内陆盐碱地养出
了东海青蟹！”黄河南岸的河

南省兰考县和黄河北岸的河南省
延津县，近日起迎来了一场验收。

对于这场验收,最高兴的人是兰
考县张庄鑫旺水产养殖合作
社总经理张四培，和延津
县刚刚入行的养殖户杨
明涛。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郑俊朋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