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刘捷来象调研

作为山海之地、渔商之乡、工
业之城，巍巍的明代烽火台与抗倭
城墙、赵五娘千里寻夫传说……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人回味无
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爵溪人率
先迈开了创业之路，“变卖农产搞
集资，轿抬师傅学技术，破庙工棚
作厂房，肩挑产品奔市场”，成了当
时爵溪盛景。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时代发展
也对爵溪提出了新要求。经过多年
积累，爵溪在针织、化工、机械等方

面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为工

业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爵溪正处

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拐点，特别是传

统针织行业，亟需在更高起点推进
转型。”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塑变革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近日，在象山恒大印染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数条染料助剂输送
管道从自动送料盐碱缸贯穿而出，
与每台染缸相连接，工人操纵几个
按键后，染化助剂立即被吸入染缸,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恒大印
染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新业务领
域的成本、交期等现实要求，企业投
入2000多万元对测配色、送料、印
染、定型等关键步骤进行智能数字
化生产改造。

去年，围绕传统针织产业向高端
化、融合化、智能化、标准化方向转型
目标，爵溪街道按照“变革重塑、科技
增能，智造爵溪、再起辉煌”行动纲
领，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持续深化

“数智化”，坚持快速“抢市场”，鼓励企
业“走出去”，全力“争未来”，推进传统
产业“老树发新芽”，恒大印染就是首
批迈出转型步伐的企业之一。

去年年底，中国针织名城国际交
易中心的智能中心、面料中心的相继
投用，面料中心成立一周后订单破千
万元，迎来了2024“开门红”。“今年是

‘中国针织名城’成立20周年，我们
将以此为契机，在‘开年即奔跑，实干
争春早’的号召下，推动象山纺织服
装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针织名城
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打造高质量交易平台，爵
溪街道还与东华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宁波工程学院理学院开展“政产
学”合作，带动针织服装品牌化，市
场化。据统计，去年爵溪街道全年
实现规上工业产值52.8亿元，实现
规上工业增加值9.98亿元，净增规
上工业企业 7 家、高新技术企业 5
家，培育国科小企业26家。

抢抓机遇
精雕细琢“亚帆北大门”

柔软细腻的沙滩，造型别致的

礁岩，风光旖旎的海湾，沿着绵长曲
折的海岸线不断延伸；亚帆中心、绿
城喜来登度假酒店、中国针织名城
等地标建筑，连点成串扮靓“扬帆海
湾”精品线；各处灯光陆续亮起，充
满“渔文化”“针织文化”“亚运元素”
等主题的沿线建筑、围墙立面及景
观小品，在灯光灯饰的点缀下流光
溢彩、熠熠生辉……

“我们抓住亚运契机，高标准开
展亚运城市行动，先后实施了‘扬帆
海湾’精品线创建、亚帆沿线提升等
工程，对私搭乱建行为进行排查整
改。”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对
商户走访沟通，讲政策、做工作，最
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拆除

车站路违章建筑800平方米，完成

县级亚运线路督查点位整改 250

处，提升了整治区域整体效果。

亚运赛事落幕后，如何利用“亚

运遗产”，释放“后亚运红利”，续写

爵溪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我们整合

好文旅线路，利用好地理优势，推出

从中国针织名城-亚帆中心-松兰

山景区最美海岸运动时尚线路。”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旅游线路为

爵溪带来巨大的人流、商流的同时，

也推进本地文旅市场与针织时尚产

业互融共生，让休闲旅游产业带动

爵溪针织服装品牌化和市场化。

为民造福
做大分好“共富大蛋糕”

近日，象山爵味鱼鲞专业合作
社、象山君源食品有限公司、象山鼎
峰水产品有限公司、象山爵溪爵鲞
水产品专业合作社4家单位的负责
人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今年鱼鲞产
业发展事宜。“协会成立后，咱们有

了‘爵鲞’统一品牌，订单明显比以
前多了。”“为了保障咱们鱼鲞品质，
生产和包装都要有统一标准。”“好，
说干就干！”

今年年初，为了一口传承600
年的海味，爵溪街道牵头成立了县
鱼鲞产业协会，通过“党建+合作
社+渔民”联动的方式，搭建起“爵
鲞”共富工坊平台，促进爵溪鱼鲞特
产规模化、品牌化运营和文旅化融
合，我县鱼鲞产业从“单打独斗”实
现“抱团共赢”转变，鱼鲞海味特产
成为爵溪群众奔共富的“聚宝盆”。

“小娥阿姨，新年好！你的午饭
来了，趁热尝尝。”今年正月初一上
午10点半，爵溪敬老院车轮食堂的
送餐员吴小兴宝如往常一样，为家
住龙溪社区瀛海路的百岁老人王小
娥送去午餐。

自2013年“开张”，“车轮食堂”
已运营十多年，送餐员每天为老人
送去中餐和晚餐，即使是面对台风、
疫情等诸多挑战，也从未停歇。由
于菜美价廉且每日送餐上门，“车轮
食堂”一推出就受到了肯定和欢迎，
如今需要送餐的老人由最开始的
10 人增加到了 60 多人，基本覆盖
爵溪街道独居或行动不便老人。

为老人开展送餐服务，资金从
何而来？目前，“车轮食堂”每个月
向老人们收取伙食费450元，多年
的运营离不开街道的扶持和爱心人
士的帮助。爵溪敬老院院长冯国民
介绍，近年来，爵溪街道投入资金用
于改造提升敬老院食堂和“车轮食
堂”运营，周边爱心企业和人士每年
也积极向敬老院捐款捐物，这些实
实在在的支持让冯国民没有了后顾
之忧，也让老年人吃的每一餐饭更
加丰富和暖心。

爵溪深耘沃土“二次创业”从“新”出发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何可心 俞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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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中到大雨,温度：5~7℃，北到西北风4级转5级；3月1日，小雨转阴,温度：5~7℃，北到东北风5~6级阵风7级转4级；3月2日，多云转晴；3月3日，晴转多云；3月4日，多云到阴有阵雨。

本报讯（记者 王浩宇） 2 月
27日下午，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
书记刘捷来象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特
别是关于“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发掘资源禀赋，聚焦
特色优势，努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新画卷。省委农办主任、省农
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省委办公厅
副主任陈可标，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钟关华，县领导包朝阳、宋
炳林等陪同。

墙头镇溪里方村是省历史文
化名村、省首批传统村落。在“千
万工程”引领下，溪里方村坚持文

化赋能、艺术乡建，在美丽乡村高
质量发展道路上加速迈向振兴。
刘捷走进村庄考察德治馆、中心公
园、溪里方美术馆、两棵树精品民
宿等，与村民和经营业主交流交
谈，了解竹根雕产业发展、乡村治
理、文化传承、乡村改造等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挖掘“非遗”文化
内涵，加大对“非遗”文化传承、保
护、利用的力度，以市场化运作促
进活态传承，加快文旅融合，引领
乡土文化振兴；要持续深化新时
代“千万工程”，继续塑造乡村新
风貌，激发产业新动能，谱写共富
新篇章，推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村容村貌转变、乡村治理水

平提升；要加强规划引领，加强古
村落保护利用，盘活“老资源”、注
入新活力，因地制宜发展文旅产
业，浓郁乡村文化氛围，着力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村里常住人口有多少？”“旅
游模式业态如何？”在墙头镇方
家 岙 村 ，刘 捷 实 地 察 看 村 容 村
貌，先后考察村游客服务中心、

“村民说事”议事长廊、欧家大院
精 品 民 宿 等 ，与 村 干 部 亲 切 交
流，详细了解民宿经济、乡村共
富和数字智治等建设情况。据
了解，方家岙村通过“村民说事”
制度，使村里沉睡的古建筑文化
资源“活”了起来，促进美丽乡村

向“美丽经济”蝶变，优越的生态
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这
片土地，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刘捷强调，要持续丰富旅游业态，
突出以产聚才、以才促产，念好

“引、育、用、留”四字诀，以人才
“引擎”赋能乡村振兴；要继续在
打造美丽环境上下功夫，推动人
居环境全面跃升，以生态宜居的
美丽环境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强
大活力，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
题导向相结合，强化科技赋能，不
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积极推动“自治、法治、德治、
智治”四治融合集成。

县重点工程丹石引水工程正加
紧施工，目前已完成管道铺设 9公
里，隧洞开挖 1.5公里，完成投资约
9000万元。

丹石引水工程起点东陈乡供水
泵站，终点石浦水厂，总投资约 2.47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铺设原水管
23.3公里，开挖 2座输水隧洞 7公
里，计划 2026年底完工。该工程建
成后，将大大提升石浦南部片区供水
安全保障能力。

（通讯员 沈洋 摄）

穿山引水
战正酣

本报讯（记者 夏超明 楼璐 张
慧英）“你看，这里的小番茄根系不
是土栽水培，而是悬空生长在特殊的
器皿内，它需要的水和营养成分全部
靠气雾喷施，不仅节水减肥少病害，
而且生长周期更快、亩均产量更高。”
2月27日，记者来到位于石浦镇的宁
波农雾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蒋浩介绍起这种果蔬“气雾栽培”新
模式，蕴含了数字智能新技术。

所谓“气雾栽培”，是一种现代化
的植物栽培方式，它采用先进的技术
手段，将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水分
以气雾形式喷到根系中，满足植物对
营养的需求，从而促进植物的生长和
发育。

蒋浩和合伙人项毅都是石浦人，
以前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因偶然接触
智能雾培调控系统的开发，对农业

“气雾栽培”模式产生了兴趣。两人
一拍即合，去了东北农业大学上了专
业培训课，然后在蒋浩老家蒋上湾搞
起了新试验。

“我家8亩田地建了3个大棚，2
个大棚试验小番茄，1个栽培西瓜。”
蒋浩说，小番茄都是引进的高端品
种，有紫玉、香妃、火龙、黄佳、冬韵等
8个不同品种，1月底种植的，3月中
旬预计就能成熟上市了；西瓜是冰淇
淋彩虹瓜，能长到三四斤，估计4月
份可以上市。

记者在农雾人公司看到，大棚
里一排排基质槽上，小番茄藤蔓垂
吊半空、整齐划一，青绿色果实掩映
黄花绿叶间。最称奇的是，“气雾栽
培”的营养气雾何时喷、喷什么、喷

多久？主要在于它还拥有一套完备
的“智慧大脑”，保证整个系统高效
稳定运行。

这个作物智能控制大脑，不仅能
通过传感系统自动感知大棚的温度、
湿度、光照，还能根据作物的生理活
性解析蒸腾系数、光合系数、生产数
据、基础配方，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
生长发育周期，实现“精准配方”，自
动配比磷、钾、镁、钙等营养成分，不
断调控喷施频率。

“今天上午光照充足、棚内温度
有30摄氏度，气雾营养液喷淋5分钟
一个周期，晚上温度降低、光照减弱，
是作物生长期，一小时喷淋一次就可
以了。”项毅介绍，这套智能雾培调控
系统是他们引进改良的，后续将根据
作物生长需求，在果实防裂、色素转
化、芳香积累、糖分合成上完善提升
系统、调配营养比例。

“气雾栽培”杜绝了土壤病害传
播，水肥吸收利用率达到85%，农雾
人是我县首家尝试果蔬新型栽培模
式的企业，它对我县数字化智能化农
业发展和植物工厂打造具有引领借
鉴意义。县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若这种模式试验效果明显，他们
将在草莓、西甜瓜等果蔬品种上布局
推广，不断提升象山农业科技范、智
能化、未来感。

“气雾栽培”悬空长
果蔬住上“智慧房”

项毅向记者展示小番茄根系。

本报讯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余丹旦）近日，县发改、经信等八部
门印发《象山县产教融合“五个一
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加快推进象山一批产教联盟、一批
示范基地、一批试点企业、一批重大
平台、一批育人项目建设。

《方案》明确，要建立政府主导，
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共建的工作推
进机制，大力实施“五个一批”重点
工程，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为我
县实现“两个先行”提供创新源泉和
智力支持。

到2025年，打造3家以上产教
融合型企业、1个以上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1个以上产教融合联盟，建设1
个以上产教融合重大平台（工程项
目）和1个以上产学协同育人项目，
基本建成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
合式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产学协同
育人、协同创新机制，形成支撑产业
体系创新发展的新格局。到 2035
年，高水平实现产教统筹融合，全面
建立现代人力资源体系支撑高质量
发展，显著增强职业教育对创新发
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

具体而言，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要聚焦象山“才能兼备、余生有幸”八
条产业链，重点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或

骨干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加快培养一批企业发展急需的创
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产教融合
示范基地建设结合象山县产业发展
需求，支持国家及省市县级开发区

（功能区），以及产业创新中心、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等产业集聚平台，通
过“引校入企”或“引企入校”与职业
院校开展深度合作，搭建培养高素质
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载
体和实践平台。产教融合重大平台

（工程项目）以建设产教融合实验实
习实训基地和创新平台为重点。产
教融合联盟重点围绕“246”万千亿产
业集群、“3433”服务业倍增发展、

“225”外贸双万亿行动、“4566”乡村
产业振兴及“才能兼备、余生有幸”产
业链、“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8+
4”政策体系、“千项万亿”工程等来组
建。产学协同育人项目结合各院校
学科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需求，培养
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五个一批”原则上每年申报一
次，当年申报总量不设上限。在初
审和实地核查后，提交初选名单，经
县评审工作组专家评审后，按评分
高低顺序形成建议名单，经会议审
定后予以公示公布。已入选为省市
级及以上产教融合“五个一批”建设
名单的自动入选为县级建设名单。

《象山县产教融合“五个一批”
工作方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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