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美“留”文章，创业安家有保障

实施“两进两回”行动，镇海特

别注意做美“留”的文章，努力让人

才、资金留得下、用得上、见实效，

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让农

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切实加强“两进两回”行动

政策扶持上，该区鼓励产业园区、

小企业创业基地、众创空间、创新

创业孵化器等开辟专区，为青年人

才回乡提供创业创新空间。修编

了“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支持

“两进两回”人员依法以土地流转、

入股、合作、租赁等形式，发展设施

农业。在符合相关规定和规划前

提下，引导“两进两回”人员有序参

与闲置宅基地、农房盘活利用，为

乡村产业腾留发展空间。

同时，完善相关社会保障政

策，解决回乡人员的后顾之忧。该

区规定，“两进两回”人员可在创业

地参加社保，并将他们及子女纳入

基本医保范围。他们的子女（持有

居住证的）可在其创业地接受义务

教育、学前教育。

“两进两回”的深入实施，为

镇海农业农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

人才和项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翻开了新篇章。2019 年，全区 5

个涉农镇(街道)41个行政村集体

总资产达到22.6 亿元，经济总收

入达 1.97 亿元，村均分别达到

5506.1万元和479.4万元。其中，

集体经济总收入800万元以上的

村有 7个，占到全区村庄总数的

17%。

“做好‘两进两回’，人才是基

础，政策是保障，服务是推力，三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镇海区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镇海将继

续打好“三张牌”，为回乡建设者提

供全方位支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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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昨日，湖州市首个农

创客发展联合会——长兴县农创

客发展联合会正式成立。会上，长

兴县农创客联合会与浙江大学签

订创业创新孵化基地合作框架协

议，聘请浙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

校的7位专家作为创业顾问。

经几年的培育扶持，长兴县农

创客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活跃在种

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旅游电商、

农家乐等领域。

会上，长兴县与苍南县签订了

《南北合作框架协议》和“长兴

鲜”—“苍农一品”平台合作框架协

议，以进一步推动两地农业农村工

作的交流合作。长兴县农商银行为

联合会授信1.5亿元，用于扶持农创

客发展现代农业、乡村电商、农旅融

合、乡村文创等。

2020年，我省积极实施“千名

引领、万名培育”工程，全年新增农

创客超2000名，累计培育农创客

超7200名。鄞州、诸暨、缙云等7

个县（市、区）成立了农创客发展联

合会，目前全省共有农创客组织

15个。

长兴农创客发展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 “昨天上线试运营，

当日订单量达到1500多公斤，取

得了‘开门红’。”12月22日，说起

“新零售”助力草莓销售一事，嵊州

市浦口街道农合联草莓产业分会

会长叶乃方十分喜悦。

近日，经嵊州市供销部门牵

线，大江村草莓基地与宁波电商

“益马当鲜”达成合作，通过消费者

网上下单付款、到就近门店提货的

方式，让嵊州草莓进入宁波市的千

家万户。

大江是有名的草莓专业村，有

草莓种植户 85 户，面积 300 多

亩。今年5月，该村成立全省首家

草莓专科医院，给农户提供技术支

持，有效提升了草莓的产量和品

质。为解决草莓增产带来的销售

难题，11月，村里成立了街道农合

联草莓产业分会，莓农们开始抱团

闯市场。与“益马当鲜”合作开展

“新零售”，即是草莓产业分会推出

的重要举措。

每天早上，“益马当鲜”公司即

派专车来到大江村，提取宁波市民

预订的草莓。为方便宁波市民提

货，公司在市区设立了127个自提

点，距离各小区均在1公里范围

内。“由于草莓均是当天采摘当天

提货，保障了品质和口感，吸引了

宁波市民纷纷下单。”公司董事长

叶成龙说。 尹洁银

嵊州莓农联手宁波电商拓销路

□本报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讯 业内期盼多时的食

用菌精品评选结果终于出炉。经

专家从外观商品性、内在品质、口

感等性状和外观包装等方面现场

综合评审，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

工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安

全性检测，省农技推广中心、省食

用菌协会近日发文公布，木之珍牌

香菇、隆宸牌双孢蘑菇、寿得宝牌

黑木耳等10个产品为“2020年浙

江精品鲜菇”金奖产品。

此次参评的食用菌，要求在省

内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大宗菌类面

积30万棒（袋）、10万平方尺或20

万亩以上，珍稀特色菌类面积10

万棒（袋）、5万平方尺或5亩以上；

拥有注册商标和专用包装箱（袋），

并通过“三品”之一认证，或具有县

级主管部门认可的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追溯码。获得“三品”认证或

浙江农博会金奖的，可以加分。

食用菌是现代康养产品，具有

低脂肪、高蛋白、富氨基酸等特

点。香菇、蘑菇、金针菇、海鲜菇、

猪肚菇、猴头菇、黑木耳……食用

菌的世界奇妙多滋，凭借独特的口

感、丰富的营养风靡餐桌，成为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主导产业

之一。“浙江精品鲜菇”评选活动已

连续举办三届，为推进我省食用菌

生产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

打造浙江食用菌鲜菇品牌，提升食

用菌品质和产业竞争力起到了积

极作用。

本报讯 温州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为确保新年佳节上市禽

畜产品质量安全，从上月开始集中

开展家禽杀白上市执法检查。到

日前，已出动执法人员115人次，

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此次执法检查中，首先就鹿

城、龙湾和瓯海3区的本地及市

外进温的白条禽批发经营户的

“一证两标”进行了专项检查，对

涉及不规范开具检疫信息追溯凭

证的行为依法调查。同时，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对主城区6家农贸

市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未

按规定进行禽肉检疫或检疫不合

格等的违法行为，加强农贸市场

准入索票查证监管机制。接着，

执法队会同永嘉、瑞安的相关部

门，突击检查了当地的5家活禽

交易存放点，对现场发现的违规

经营活禽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进

一步规范活禽调运秩序。眼下，

执法队正依法加强对动物检疫和

屠宰场的执法监管力度，以切实

维护市民肉类消费安全。

翁宗法

温州开展家禽杀白执法检查

12月22日，建德市洋溪街道团结村“神奇背篓”文化广场，村干部在义务擦洗竹编背篓展示品。近年来，该街

道弘扬团结村“蓝妈妈”背篓精神文化，先后建起了畲族文化主题餐厅、广场、公园、手工坊等，激励党员干部带领

群众发展种养业、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宁文武 摄

让农村真正成为大有作为的舞台
——镇海推进“两进两回”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弘扬畲族背篓精神弘扬畲族背篓精神

今年“浙江精品鲜菇”决出金奖
□本报记者 杨怡

乡村振兴，离不开科技、资金

与人才等要素的有力支撑。近年

来，宁波市镇海区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战略，着力做好“引、通、

留”3篇文章，强平台、拓领域、畅渠

道、优环境，不断推进科技、资金、

人才等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乡村

振兴活力不断激发、成果不断涌

现。

做好“引”文章，科技资金入村来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是可

以大有作为的。镇海九龙湖科奥农

业青创农场即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科奥农业青创农场是由回乡

青年李长生等创办的，经几年努

力，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创业平台：

有1100亩土地，主营蔬菜水果种

植、科学技术研发、物联网销售配

送等，拥有独立的配送团队及配送

中心。上个月，农场刚刚入选

2020年“省级示范性青创农场”。

在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最紧张的时刻，青年农人、“科奥

农业”经理李洋利用已有的电商平

台，推出了“线上点单-小区配送”

模式，把新鲜蔬菜直送到宁波市区

居民小区，缓解了市民买菜难和农

民农产品滞销。

该农场还积极发挥平台作用，

对“新农人”进行技术培训。在3个

种植基地里，每周都会开展现场技术

辅导。从2012年起，农场便开始与

省市农科院合作，成功研发并推广种

植“新五号”“双耐”“三浙白8号”等

优质青菜新品种。2016年，成立了

博士专家团队，加大与浙大等农科院

校的紧密合作。这些“最强大脑”，为

农场提供从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到

农产品保鲜包装的全流程技术支撑。

青创农场可以说是近年来镇

海区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科技研

究推广投入的一个缩影。仅今年

以来，该区已实施农业科技推广项

目19个，市区两级下拨资金85万

元，扶持乡村农业主体创业发展。

“我原来以为做农业太苦，没

想到会大有奔头。”李洋告诉记者，

他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在销售和配

送方面给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做实“通”文章，乡贤回归能作为

九龙湖旅游度假区内的九龙

湖镇横溪村，环境秀丽、历史底蕴

深厚，是宁波有名的农家乐集聚

地。“村里业态发展得很好，但如能

在整洁度和美观度上再加把劲，相

信会发展得更好。”宁波万里学院

教授冯道刚说，在一次回乡的偶遇

中，他向村干部坦率说出了自己的

建议，谁知正合村“两委”的意图，

邀请他参与家乡建设。

一拍即合。作为乡贤，冯道刚

担任了该村艺术振兴乡村创新小

组带头人。他挨家挨户上门访问

座谈，收集到大大小小建议30多

条，整理汇集成“订单”，由创新小

组设计出初步实施方案。再经过

村民们商议讨论，交由村民自己动

手实施。

以横溪村为试点，这种自助

“下单”式的艺术改造服务，逐渐成

为九龙湖推进艺术振兴乡村工作

的新模式。今年以来，该镇的乡贤

们分组包片，以“上课培训”“上门

指导”等方式，手把手指导村民用

艺术点亮家园和生活，引导村民走

上了“美学富村”之路。

在镇海，如今像冯道刚这样参

与村庄建设的乡贤不在少数。近

年来，该区不断完善乡贤组织建

设，至今已建立起15个乡贤驿站，

探索“乡贤+网格”工作法，让乡贤

服务深入到网格中去，更好发挥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