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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竺盛涌）近
日，方桥街道“宁南社群之家”迎来
两项重要升级——宁波生命科学城
花漫里“家门口青少年宫”正式启
用，“社群主理人 2.0”机制同步发
布。这标志着方桥街道一个各方共
同参与、融合教育普惠、充满人气活
力的全龄友好社区加速成型。

“零距离”教育普惠，筑梦家门
口。花漫里“家门口青少年宫”聚焦
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专
业多元课程赋能区域教育提升，使
区域政企校合力打造“15分钟教育
服务圈”迈上了新台阶。暑期硬笔
书法、科技实验、绘本拼音等特色课
程报名火热，目前已超 100名青少
年报名。去年 11月，“宁南社群之
家”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宁波实验
学校达成长期合作，通过“家校社”
协同育人模式，设立“家校共育”教
育沙龙，为家长提供孩子科学成长
路径指引；开设武术、口琴等特色课
程，为青少年打造综合素养培养平
台。

“主理人2.0”激活社群，全龄共
享活力圈。“宁南社群之家”主理人
2.0机制有来自当地各界的近 20名
主理人，涵盖全龄段成长、发展需
求。骑行社主理人郑腾希望通过运
动释放压力，旗袍社主理人毛桂萍
期待华裳锦绣装扮姐妹们的人生旅

程，剪纸社主理人王波娣用心传承
民俗技艺，宠物社主理人张伊雯以

“毛孩子”疗愈心灵，英语社主理人
章佐佐播种外语兴趣，舞蹈社主理
人马玉意带领姐妹们因舞而美……
这些主理人通过花园宝宝社、烘焙
社、戏曲社、舞蹈社、脱单社、骑行
社、露营社等各种社群，将同好者联
结，让宁南成为知识学习、兴趣碰
撞、情感共鸣的活力场。截至目前，
社群已吸引3000余名成员，举办超
50场主题活动，实现百万级传播声
量。

可持续生态筑基，让美好“燎
原”。“宁南社群之家”以政府、企业、
学校、社区四方共建为基础，秉持

“平权、同频、信任、同行、共益”价值
观，创新“基金会+共创会”长效运
营机制。通过品牌联动，借力各种
资源实现高质低耗活动落地。开展

“宁南大地艺术节”“粉酷垂马”等
IP活动，小红书“粉酷之城”话题讨
论超 60万。社群更鼓励“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娟友社自主运营育
儿沙龙与创业对接，烘焙社孵化手
作创业项目……实现兴趣到价值的
升华。

在方桥的这片热土上，孩子们
梦想启航，成人志趣相投，老人时光
绽放——一幅美好画卷正在宁波南
翼徐徐展开。

合力共建生态圈 点亮全龄友好新生活

通讯员 竺盛涌

今年以来，方桥街道深入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辖区物
流园区创新推行“小圆桌”调解机
制，提升物流行业治理效能。该
机制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下沉调
解力量、强化多元协作，实现矛盾
纠纷“无差别受理”协同处置，提
高矛盾纠纷调处效率，助力辖区
物流行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方桥街道作为区域物流中
心，聚集了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以及京东、国美、拼多多等9个
物流园区，矛盾纠纷频发，尤其是

涉及运输费用、临时用工报酬、货款
等问题。为此，街道今年初依托属
地社会治理中心，发挥社治干部、民
警、法官等组团式调解力量，挖掘各
物流园区资源优势，指导各园区设
立调解室、配备专职调解员 12名，
形成1个工作小组、三位一体模式、
N名调解成员的多元解纷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街道创新建立
“小圆桌”调解机制，辖区物流行业
矛盾纠纷调处实现从分散管理到集
成服务的转变，显著提升调处效
率。“小圆桌”调解机制通过前端研
判、联合预防、多元调解、多方联动、
督察回访等环节，形成闭环管理。

一般矛盾由园区专职调解员化解，
化解不了的由园区工作小组主任调
处，并建立街道非警务物流行业协
调群，由街道资深人民调解员针对
园区矛盾纠纷处置进行实时指导，
努力使矛盾不激化、不升级，尽量不
出园区。对于重点矛盾启动组团式
调解力量联调机制，疑难矛盾则由
街道社会治理中心协调解决。此
外，街道建立定期回访机制，通过问
卷调查、电话回访等方式跟踪调解
效果。截至目前，累计处置矛盾纠
纷146件，调解成功率95%，调解成
功矛盾案件回访满意率达100%。

为确保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有

效性，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联合街
道发展服务办、劳动保障站及区劳
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中心等，为农
副产品物流中心及其他9个物流园
区配备的调解人员建立系统化工作
能力培训机制，定期邀请资深律师
及人民调解员、机关企服人员等专
业人员开展集中授课培训，通过理
论讲解、案例分析、模拟调解等方式
重点教授法律法规知识、纠纷调解
技巧等内容，提升调解员专业化素
养和实战能力。今年计划举办培训
3期，目前已开展 1期，参与培训 14
人。

方桥街道创新推行“小圆桌”调解机制
提升物流行业治理效能

通讯员 竺盛涌

这段时间，在方桥街道千亩
方，一位“新农人”的身影格外引
人注目，他调度旋耕机等进行耕
田平地作业，指挥无人机为农田
打底肥、封草，开展秧田水肥管
理，安排插秧机为 950亩甬优系
列制种稻田移栽秧苗。他并非农
家出身，却将现代化农业的蓝图
绘就于阡陌之间；他“半路出家”
投身农田，却用科技与创新的力
量，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生。他就
是宁波奉化谷堡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潘富栋——一位从工程人
员、商人蜕变为“田秀才”的“新农
人”，他用实干与智慧践行“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的使命担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书写人生新篇章。

跨界转型：

从城市到田野的“二次创业”

潘富栋的创业故事，始于一
场人生轨迹的“急转弯”。1979
年出生的他，从浙江工业大学毕
业后在宁波移动公司从事工程管
理工作。2011年，他在方桥街道
竺家村创办工艺品厂，专营外贸
业务，生意一度风生水起。然而，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生活的褶皱
里。潘富栋的岳父是一名种粮大
户，他从2017年开始便协助岳父
撰写项目申报材料等相关文字工
作，从此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

在从事“文字农业”过程中，他逐渐
发现，传统农业的“痛点”与现代化
转型的“机遇”并存——劳动力老龄
化、生产效率低下、技术滞后等问题
亟待破解。2021年，因工艺品厂区
域开发被征迁，潘富栋毅然加入岳
父创办的宁波奉化谷堡农机专业合
作社，传承岳父勤勉、开拓的精神，
开启“二次创业”。

“农业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产
业！”潘富栋的话语中透着坚定，他
深知现代农业需要新理念、新技术，
更需要像他这样的“新农人”。他迅
速完成角色转换，从零基础学起，自
学无人机驾驶技术，考取执照，联合
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无人机飞防机
队，为粮田提供除虫、施肥等植保服
务。这支“空中战队”不仅服务自家
承包的农田，更辐射周边农户，成为
田间地头的“科技先锋”。

机械轰鸣：

破解农业规模化之困

在潘富栋看来，农业规模化经
营的核心在于机械化。面对人口老
龄化、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困
境，他果断成立宁波市新麦丰农机
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投入60万元布
局农机销售、维修、耕作服务等业
务。他以数据说话：100亩稻田施肥
无人机植保仅需1小时，而人工需耗
时一天半，在300亩以上种植规模中
机械化作业的优势不言而喻。

近三年来，通过年均投入近
200万元，谷堡农机专业合作社实

现农机装备迭代更新，收割机、插秧
机、旋耕机等现代化农机一应俱全，
烘干中心、粮食加工中心等设施得
到完善。2024年，借助政府以旧换
新政策和农机化扶持项目，合作社
购置 9台 10吨容量谷物烘干机、2
套脉冲式除尘机、智能运输机器人
等先进设备，更添自走履带式谷物
联合收割机、箱体式全自动温控喷
淋式种子催芽机等“黑科技”。“铁
牛”驰骋田间，让生产效率成倍提
升，每台大型收割机粮食日收割量
达60至80亩，同时烘干中心日处理
谷物量约180吨，彻底告别“看天吃
饭”的被动局面。2024年，合作社
承接超1万亩的小麦、早中晚稻、制
种稻烘干任务，年度烘干量约 1万
吨，农机作业服务累计约8万亩次。

躬耕沃土：

从“门外汉”到“田专家”

潘富栋深知，农业不仅是“体力
活”，更是“技术活”。作为从未接触
过农业种植的“门外汉”，潘富栋在
田间地头开启了学习模式。他虚心
向老农民、农技专家学习各种水稻、
小麦等栽培技术和田间管理知识，
积极参加浙江农林大学、省农科院
的“头雁培育项目”；拜宁波种业公
司教授级高级农艺师为师，潜心钻
研甬优系列杂交稻制种技术，从打
底肥、平地、封草到播种、育秧、插
秧、病虫飞防、水肥管理……每个环
节都认真学习。

2024年，合作社甬优系列杂交

稻制种基地遭遇罕见高温，亩产量
远低于预期。面对这一“当头棒
喝”，潘富栋没有退缩，而是将危机
化为突破的契机。他深知，现代农
业的抗风险能力既需要科技支撑，
更需要科学管理。为此，合作社建
立气象预警系统，配备土壤监测设
备，实时掌握田间动态；推行“全程
机械化+精准化管理”模式，将每个
生产环节标准化、数字化，最大限度
降低自然风险。同时，他加强与科
研机构合作，制定精细化栽培方
案。今年，潘富栋计划种植甬优系
列制种稻950亩，同比增加120亩。

潘富栋不断将学到的知识转化
为田间实践，收获了沉甸甸的成
果。2024年，合作社总承包农田面
积达 4300亩，较 2021年增加 1300
余亩，他因此成为远近皆知的种粮
大户。

“我们计划一两年内，通过在方
桥街道新建区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
中心，新增日烘干达到约 150吨能
力的烘干中心，新增育秧流水线服
务面积约 5000亩。同时争取在两
年内，扩充农机作业服务设备和人
才，农机作业年服务面积达到10万
亩次。”潘富栋畅想着农业智能化生
产的愿景：无人驾驶农机自主作业，
物联网实时监测作物生长，大数据
精准指导生产决策……为实现这一
愿景，合作社正加速推进“智能农
机+数字农业”项目，并将目光投向
产业链延伸，打造“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链条发展模式。

以科技之力打造现代农田“谷堡”
——记宁波奉化谷堡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潘富栋

通讯员 竺盛涌

近日，在方桥街道宁波生命科
学城，一座现代化研发中心正日夜
运转，这里便是赛维尔生物科技（宁
波）有限公司的全球研发中心总
部。赛维尔凝聚着全球顶尖科学家
与产业专家的智慧，其自主研发的

“VitriTech™新一代玻璃化活性保存
技术”，一举破解了组织活性无法长
期保存的世界性难题，为生物医药
领域开辟全新可能。

赛维尔选择在此扎根，源于一
场诚意满满的“双向奔赴”。“2024
年年初正值公司选址之际，许多城
市向我们抛出橄榄枝。”公司负责人
坦言，是奉化干部带着精准政策登
门，承诺“问题不过夜”，并量身定制
落地解决方案，最终让企业安心落
户在此。

我区将赛维尔纳入“凤麓英才”
A 类项目，提供 1000 万元启动资

金，并以优惠价格协调国有平台为
其提供研发场地。方桥街道成立服
务专班，精准对接本地供应商降低
设备成本，推动金融机构落地 1000
万元“科技贷”，并安排人才公寓解
决高管安居之忧。企业发展的每一
步，都有服务紧随其后。

这种“生态化赋能”持续升级。
2024年 9月公司开业之际，市科技
局牵头组建“生物医药产业服务联
盟”，汇聚全市30余家科研机构、三
甲医院及产业链伙伴，为赛维尔织
就紧密产学研网络。2025年，奉化
区“创新伙伴计划”更将赛维尔列为
重点，叠加 10项专项政策扶持，并
开放区内医疗机构临床合作通道，
加速技术转化进程。

从一纸蓝图到创新引擎轰鸣，
赛维尔在方桥的立足，是前瞻布局
与精准滴灌孕育的硕果。当政策甘
霖精准浇灌创新沃土，尖端科技最
终在协同生态中破茧成蝶。

政企协同育“金凤”

赛维尔领航生物活性保存新赛道

6月7日、8日，宁波市首
届校园象棋联赛在上海师范
大学附属宁波实验学校举
办，来自全市各区（县、市）70
余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近
400 名少年儿童同场竞技，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
中展现象棋运动在宁波少年
儿童中的普及成效。

通讯员 竺盛涌

宁波市首届校园象棋联赛在方桥举办宁波市首届校园象棋联赛在方桥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竺盛涌
唐巧巧）今年 6月是第 24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
全隐患”。为深入贯彻落实这一
主题，6月11日，方桥街道应急消
防管理站组织辖区12家企业，开
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安全

生产公益自助互助联盟企业现场互
查活动。

活动中，来自各企业的安全管
理员和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
员、第三方安全专家组成联合检查
组，深入到各企业生产区域，对生产
设备、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作业环
境等环节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检

查组通过现场分析研判，逐一指出
存在的隐患问题。

针对发现的56处安全隐患，检
查组协同各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人员研讨解决方案，使这些安全隐
患得以及时有效地处理。通过企业
间的现场互查，帮助企业发现自身
难以察觉的安全问题，促进企业间

安全生产工作经验交流，提高企业
安全管理员发现、消除企业潜在安
全隐患的能力，提升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

据悉，方桥街道“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还有安全培训、应急演练、
居家养老服务站消防安全检查等行
动。

安全生产公益自助互助联盟“安全生产月”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竺盛涌 卓
璐意）近日，方桥街道举行“开卷有
光 阅见社区”社工读书活动，来自
街道各社区的 20余名社区工作者
齐聚一堂，以书为媒、以学促行，为
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此次活动由方桥街道总工会、社
会事务办公室联合主办，通过创新读
书会模式，构建“文学滋养”与“实务
赋能”两大板块，促进社工在书香浸
润中实现能力提升。在文学经典分
享环节，各种作品引发社工对生命、
文化与人性深度的思考，滋养心灵。
而在实务提升环节，对相关书籍的讨
论尤为热烈。多名社工结合自身工
作实例，生动讲述如何运用书中调解
技巧化解邻里纠纷，如何依据政策法
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将理论知识转
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金钥匙”。

阅读分享者中既有初入职场的
“新人”，也有深耕基层的“老兵”，他
们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出服务创新的
灵感火花。尚德社区社工张怡辉表
示：“通过聆听同事对《非暴力沟通》
的解读，我学会了更温和有效的沟
通方式。”

目前，方桥街道已将读书活动
纳入社工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活
动，旨在以有效的方式持续赋能，破
解基层工作中的能力瓶颈。下一
步，街道将把“开卷有光 阅见社区”
读书活动打造成为常态化学习平
台，通过定期举办主题读书会、实务
案例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
读书活动真正成为社工成长的“加
油站”、能力提升的“助推器”，助力
打造一支“政策通、业务精、服务优”
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开卷有光 阅见社区

创新读书活动赋能社工成长

舞蹈社群居民参与夜市演出舞蹈社群居民参与夜市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