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C

现代金报 特别报道 A06
2023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俞素梅 张亮 美编：雷林燕 审读：邱立波

“这里可以打造一片玉米迷
宫林，过两天我带技术员来看看”

“粉黛草边上的樱花树可以尽快
种植了”……3月28日，奉化西坞
成校校长滕峰、鄞州塘溪成校校
长柯国柱来到奉化西坞街道庙后
周村，为该村打造特色“非遗村”
出谋划策。

庙后周村是西坞街道的第一
大村，有着千余年历史，村内保存
着明清时期的文物古迹，还拥有
古砖瓦烧制技艺、陶器制作技艺、
宁波汤圆制作技艺三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非遗体验
基地吸引更多人过来，同时把本

地的优质农产品推广出去，带动
乡村振兴和共同致富。”村书记周
小川说。

打造特色非遗村，需要专业
的旅游规划，需要撰写申报项目
的材料，但村里缺少这样的人
才。滕峰得知这个情况后，对整
个村庄的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
查。“村里有一片山坡的地理位
置非常好，如果用来种植粉黛草
一定很漂亮。庙后周村民风淳
朴，且文化底蕴深厚，若再打造
一些吸引游客的自然景观，成为

‘网红村’指日可待。”滕峰说。为
此，西坞成校出资为庙后周村购

买了70亩地的粉黛草种子，并找
到塘溪成校的校长柯国柱，提供
种植技术支持。两年间，他们多
次带着浙江万里学院的乡村微
改造团队前来指导。“西坞成校
有项目建设的优势，塘溪成校有
粉黛草种植的专家团队。在他们
的‘助攻’下，我们信心满满！”周
小川笑着说。

近日，村民们忙着对山坡上
的粉黛草进行补种，两位校长又
来了，大家抢抓农时，对景区的种
植布局进行下一步规划。据了解，
庙后周村的粉黛草花海景区有望
今年9月向游客开放。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

当前，各地开启了“春忙模

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

象。与此同时，鄞州、奉化、余

姚、宁海等地的成人学校，勇

当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带

着农户们抢农时、谋“春计”，

打起保“春忙”这场仗。从送

技术、送服务到送信息等，真

正解决农户的实际困难，帮助

他们增产增收，助力实现共同

富裕。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樊莹 通讯员 王丹

帮助村民谋“春计”只是成人
学校教师助力共同富裕的一个缩
影。过去一年，宁波组织开展新时
代农村成校办学功能定位专题调
研，提升新时代农村成人教育有
效供给，2022 年达成示范村共建
意向成校、职校、试点村 10 余组，
努力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此外，帮助农户成为新时代
的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提升他们
的技能“硬功夫”，还需要提高学
历这项“软实力”。2022年起，我市
完成学历提升中等学历层次学员
培训 18834 人。2023 年，全省民生
实事工程要求“完成成人初高中
学历提升 10 万人”。在此背景下，

全市提前谋划部署，启动了新一
轮“双证制”成人学历教育组织机
构的布局工作，因地制宜开展教
学，指导各级各类成人学校开设
村干部班、流动人口提升班、校企
合作班等多种模式，全年计划安
排 400 万元用于城乡社会人员学
历提升，完成约1.6万人培训。

春季病虫害高发
技术服务直达田间地头

“你看，这些瓜苗的叶面有些
发黄，要注意补充微量元素，三四
月份，雨水多，要关注天气，注意湿
度管理。”眼下正是宁海县长街镇
头茬甜瓜采摘前的关键管理季，连
日来，“三门湾甜瓜学院”邀请了市
农科院的专家们深入田间地头，对
种植户进行现场指导。

在陈永其的甜瓜大棚里，市农
科院高级农艺师丁伟红、臧全宇一
边察看瓜秧长势，一边交流种植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我种了200多
亩甜瓜，最担心遇上病虫害，耽误
第一茬瓜上市的好时节。”陈永其
是长街镇的甜瓜种植大户之一，十
年间，他从一个甜瓜种植门外汉到
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户，离不开专家
的指导。“以前我种的是爬地瓜，亩
产在3000斤左右，现在专家指导
我种吊甜瓜，亩产窜到了 6000
斤。”他告诉记者，有了甜瓜学院提
供的技术指导，现在大家种瓜的底
气和信心都越来越足了。

在农户陈永其眼里，农技专家
的到来，如同一场“及时雨”，帮他
稳住心、定住神。长街镇地处三门
湾畔，土壤具有土层深厚、养分丰
富、含钾量高等特点，种植的甜瓜
品质好、口感佳、糖度高，一直以来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不过，甜瓜种
植对技术要求比较高。春天是甜瓜
授粉的关键时节，也是病虫害的高
发期，所以我们请专家再来给瓜农
们把把脉。”长街镇成人学校校长
王其贤介绍说，“三门湾甜瓜学院”
是该校和市农科院合作共同成立
的，在甜瓜种植、授粉和采收等关
键时节，甜瓜学院的专家们都会扎
根一线，为农户提供各种指导，促
进甜瓜生产提质增效。这种贴心的

“院地合作”模式让许多种植户受
益匪浅。2022年，甜瓜学院共吸纳
学员280人，全镇甜瓜种植规模达
3.7万吨，产值22000万元。

此外，近期正处于稻麦生长关
键节点，宁海跃龙成校携手宁海县
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开班，
为全县各乡镇（街道）农技负责人、
种粮大户带来“稻麦优质高产栽培
技术”培训班。

3月30日，浙江大学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专家熊义勤受邀来到跃
龙成校，就“稻麦中后期增产提质
肥料运筹、稻麦主要病虫害防控技
术和早稻直播高产栽培技术”等相
关内容作了深入详实的专题讲座。
培训中，60多名学员积极与农林专
家互动交流，现场培训气氛活跃，
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操作强，接
地气，受益匪浅。

杨梅种植是余姚市丈亭镇的
支柱产业，也是该镇农民经济收
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位于丈亭镇
西北部的梅溪村有着“十里杨梅”
的盛景，杨梅种植面积超过8000
亩，800多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
都种杨梅。

孙来达是余姚市梅老大杨梅
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专业从事杨
梅种植20年。最近，合作社里的
大棚杨梅坐果期到了，怎样增强
杨梅叶片生长？如何通过营养调
控提高坐果率？看似简单的事，凭
梅农的感觉和经验肯定是不行
的。正在犯愁的时候，“丈亭成校
的校长张心财带着他的团队帮了
我们一个大忙！”说到这事，孙来

达连连感谢。
原来，丈亭成校邀请到黑龙

江慕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黎松博
士在线为“梅老大”的大棚杨梅

“把脉”。专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
全国各地不同土壤、气候条件下
果树栽培种植施肥实验结果，系
统分析，在线培训指导。

“专家的建议很实用！”孙来
达感叹，通过成校的专业培训，他
学习到了许多新理念新技术，成
为了新时代的新型职业农民。

创新杨梅栽培技术，让广大
梅农共享成校教育培训服务成
果，是丈亭成校多年来重点推进
的一项工作。该校立足该镇农村
发展实际，着重围绕杨梅栽培，以

杨梅种质资源圃、杨梅专业合作
社等为基地，打造了“空中课堂”

“固定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
堂”四大课堂。课堂采用“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而授课老师
都是国内资深的农技专家。

为了更好地服务规模种植户、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成校还
常年开展一系列以“生态高效栽
培”等关键技术为重点的杨梅实用
技术的科研、培训与推广示范工
作，积极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如今，依托合作社杨梅种植
培育基地，大量优质杨梅种苗引种
到贵州安顺、云南曲靖等地，成了
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果”。

村书记要打造特色非遗村
奉鄞两地成校联手“助攻”

如何提高杨梅的坐果率？
请黑龙江专家线上“把脉”

指导农户们
抢农时、谋“春计”

他们忙着
铺实乡村共富路

新闻深一度

▲专家团队为甜瓜种
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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