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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转东
北风2～3级，23℃～27℃。明天阴有阵
雨或雷雨，东北风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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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层
裕 通讯员 蒋雅妮）近日，记者从
区轨道交通指挥部了解到，自7月1
日起，奉化火车站将实施列车班次
优化调整，增开7趟经停列车班次，
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能，方便旅客出
行。

经过此次优化调整后，经停奉
化火车站总班次将达到30班次，超
过往年运营最高班次，运能得到显
著扩充。新增班次主要覆盖义乌、
衢州、厦门、杭州、上海等热门城市，
部分原有线路的发车频率也有所加
密。同时，新增和调整的班次充分

考虑到旅客的出行习惯，特别在下
午和晚上等高峰时段增加了运力投
放，进一步满足市民“说走就走”的
出行需求。

此外，此次新增的宁波往返金
华、衢州方向的列车，为甬金铁路首
次开通。优化加密后，奉化旅客前
往金华、衢州等地的出行选择更加
丰富。

区轨道交通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调整旨在提升铁路服务
能力，下步，将根据客流变化持续优
化列车运行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加
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奉化火车站7月1日起增开7趟列车
运能大幅提升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通讯
员 李贤君 严美丹）“秧好半熟
稻，壮秧产量高。”夏至时节，“甬优
系列”杂交水稻进入插秧阶段。今
年，松岙镇在全区率先采用工厂化
集中育秧模式，通过机械化流水线
快速制作育秧盘，再经48小时密室
催芽，秧苗即可长出嫩绿的胚芽，为
后续栽种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在松岙镇拜佛山、松宁畈
等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机械化插秧作
业正高效进行。农户弯腰将嫩绿的
秧盘整齐码放后，插秧机便在田间来
回穿梭，留下一排排笔直的翠绿秧
苗。“以前自己育苗，风吹雨淋还怕烂
种，现在育秧全流程都在室内，省去

了不少麻烦。”种粮大户王师傅分享
着工厂化育秧带来的便利。

据悉，松岙镇建成的全区首条
正在使用的育秧流水线创新性地在
秧盘中拌入黄泥和沙石，有效解决
了梅雨季节因大雨无法栽种的难
题，受到制种农户的广泛好评。

“集中育秧既节省了时间和人
力成本，又提高了秧苗的成活率。”
宁波市奉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则龙介绍，仅用 5天时间
就完成了全镇 2500亩的杂交水稻
种植任务。

下一步，松岙镇将继续推广先进
农业技术，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推动
本土特色产业规模化、高效化发展。

“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

松岙镇先进技术助力水稻高效种植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
林威 通讯员 竺琳）6月21日，
中国奥委会 2025年第 39届奥林
匹克日宁波分会场活动在宁波湾
省级旅游度假区举办。宁波市体
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级巡视员
张霓出席，区委副书记、区长魏建
根致辞，奥运会举重项目运动员
石智勇、街舞项目运动员曾莹莹
发出倡仪。与会嘉宾为参加本次
活动的市民代表颁发纪念证书，
共同为活动启幕。

本次活动以6公里滨海健步
走为核心，巧妙串联起“宁波奥
运冠军之城”专题展区、奥运知
识大讲堂、沙滩腰旗橄榄球表演
及帆船训练营等多元场景，为市
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奥运文化体
验。

走进“宁波奥运冠军之城”专
题展区，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
员王正廷于 1924年推动奥运火
种入华的珍贵史料静静陈列，与
宁波“一城五金”奥运冠军们的荣
耀瞬间形成跨越世纪的对话；奥
运知识大讲堂内，专业讲师围绕

“古希腊奥运起源”“宁波奥运先
驱贡献”“体教融合政策解读”三
大板块展开介绍，让奥林匹克精

神深入人心；沙滩腰旗橄榄球表演
成为当日活动的人气焦点，4支宁
波本地队伍展开单循环对决，队员
们默契的战术配合引得在场观众欢
呼不断；碧海白帆间，帆船训练营同
样精彩，20组家庭在专业教练指导
下，完成激动人心的绕岛航行，参与
者不仅体验到了奥运项目的生活化
魅力，更在亲身实践中理解了流体

力学原理。
本次活动以“体育+”的创新模

式，搭建起连接历史与当下、冠军与
市民的桥梁，生动践行了“动就一
起”的生活理念。活动打造的兼具
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奥林匹克日
特色场景，成为全民共享奥运文化
的生动缩影。

“本次活动以‘历史 IP+潮流运

动+文旅融合’模式，构建了‘可复
制、可传播’的全民体育新范式。”宁
波滨海旅游休闲区开发建设管理中
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延续“体
育+”创新思路，推动腰旗橄榄球、
帆船等项目常态化运营，持续深化

“奥运冠军之城”品牌内涵，建设高
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中国奥委会2025年第39届奥林匹克日宁波分会场活动举办

记者 王璐 单晓峰
通讯员 宋可欣

近日，在位于西坞街道庙后
周村的“奉化江小院”直播间里，
江兵熟练地夹起油焖笋，在镜头
前展示这一奉化美味，让本土农

产品被更多地方的人看见。
2012年，江兵和妻子因陪伴孩

子的朴素愿望定居奉化，这一决定
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意外激起他
与乡土发展同频共振的涟漪。彼时
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段始于亲情
的迁徙，竟会成为数字时代乡村振
兴的鲜活注脚。

初到奉化，江兵常背着相机穿
梭在村落间。拍晨雾中若隐若现的
梯田、古村青石板路上斑驳的光影、
农户灶台上升腾的袅袅炊烟……他

用镜头记录下的美好瞬间，在网络
上引发热议，网友惊叹“原来诗画田
园真实存在”。赞誉声中，江兵陷入
沉思：当城市人对着图片、视频向往
乡村时，深山里的笋干还在竹筐蒙
尘，桃林的落英正化作春泥，难道乡
村之美只能停留在像素里？难道不
能让更多人通过更直接的方式，感
受乡村的魅力，分享乡村的美好？

江兵逐渐意识到，镜头的确是观
察乡村的眼睛，但土地才是创作的
根。而要让乡村真正焕发生机，需要

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让乡村的美不仅
能被看见，更能被触摸、被感知。

彼时，恰逢互联网直播浪潮，江
兵站在时代堤岸眺望，那些他深夜
里反复琢磨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
数字直播技术。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深夜
直播测试后，2023年，在庙后周村
的20亩土地上，“奉化江小院”直播
基地拔地而起。从规划图纸上的线
条勾勒，到第一块砖石的垒砌，江兵
的身影始终穿梭其中。 下转第4版

江兵：数字为舟渡山海 乡土作卷写春秋

本报讯（记者 李婷婷 马龙行）6月 20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魏建根带队赴区住建局
调研指导工作。他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以务
实举措推动工作落实，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
事业高质量发展。王盛参加。

在调研座谈会上，区住建局详细汇报上半年
工作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及下半年工作安排。今
年以来，区住建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部署要
求，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融合”主线，扎实推
进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
下半年，区住建局将重点实施“六大攻坚行动”，
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城市建
设和管理、深化住建领域改革、推动建筑业发展、
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魏建根指出，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事关城市
品质、民生福祉和发展动能，必须坚持系统思维、
问题导向、创新突破。要打好房地产市场“组合
拳”，加强优质地块推介招商，创新实施“以旧换
新”等政策举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要跑出城市更新“加速度”，统筹推进基础设
施补短板、安全隐患整治、“两重两新”项目建设
等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筑牢
城市运行“安全网”，践行“一线工作法”解民忧纾
民困，深化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强化建筑
施工安全监管，提升精细化管理效能，切实保障
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锻造住建铁军“硬作风”，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健全重点领域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魏
建
根
在
区
住
建
局
调
研
时
指
出

锚
定
目
标
攻
坚
克
难

创
新
突
破
谱
写
新
篇

全
力
推
动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共富路上共富路上 楫争先楫争先
记者 康诗文 何腾涛
通讯员 统宣

近年来，我区深化“生态+统
战+产业”融合模式，深挖百草秘
籍，在全域打造集生态、研学、产
业于一体的统战共富“百草园”。

梅山古道
铺就共富研学路
今年 5月底，在 2025奉化梅

山文化季启动仪式上，宁波首条
校地共建中医药研学线路——梅
山本草古道揭开“面纱”，向游客
开放。这条古道不仅是文化展示
窗口，更被定位为“同心共富新路
径”和“乡村振兴实践基地”。6
月6日，商会、侨界等人士再聚尚
田街道方门村，围绕环梅山乡村
共富带建设开展座谈交流，为“药
径”开出“共富方”。

梅山本草古道全长7.8公里，
沿途分布着 50余种中草药。古
道不仅串联起周边文旅资源，更
成为普及中医药知识的载体：沿
途每隔十几米设有科普牌，清晰
标注中草药名称与药性。古道以
梅山顶为中心，辐射串联周边 11
个村，支线总长 19.1公里。在古

道终点，1.5亩的“丹香药园”引人注
目，自4月中旬以来，浙江药科职业
大学师生在此种植桔梗、铁线莲、茼
蒿菊、金银花等多种中草药。这里
不仅是该校重要的实践教学基地，
还将作为面向广大高校学生的中医
药文化科普研学平台，为乡村持续
输送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

为做强“梅山本草古道”品牌，
目前，我区正同步实施梅山及周边
15公里登山步道提升工程，并在冷
西、鸣雁等村积极发展中草药林下
种植产业，引导更多非公经济主体
参与林下经济全产业链开发。

林地生“金”
种出共富“百草园”
近日，在区委统战部结对共建

的溪口镇桕坑村中草药种植基地，
错落有致的黄精在银杏林间郁郁葱
葱，与铁皮石斛、芍药、百合等中药
材构成“百草园”。

“黄精喜阴，我们村的银杏林正
好为它提供了天然的荫蔽条件。”奉
化区宝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黄精种植基地负责人宋燕娜介绍
道，桕坑村山地资源丰富、交通便
利，便于农户参与种植。通过林下
种植模式，基地实现了银杏林与中

草药共生共养，提高了土地附加值，
也促进了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目前，桕坑村中草药种植基地内主
要种植了黄精、铁皮石斛、芍药和百
合，并与福建承天药业有限公司签
订了技术指导与订单收购协议，形
成了“企业+农户+订单农业”的稳
固链条。

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黄精、
银杏、百合还被加工成冲剂、饼干等
健康食品，市场前景广阔。如今，中
药材种植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新渠
道，村民不仅种植农特产品原材料，
还从事除草、施肥等零工工作，拓宽
了增收渠道。

“白芍基地”
探索共富新路径

2022年5月，宁波市侨商会首个
“百侨帮百村”项目落地裘村镇陶坑
村，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项目实施
三年来，“侨商农场”“白芍基地”“云
种水稻”等陆续落地，有效盘活了该
村200余亩农村闲置土地。

陶坑村距奉化城区约30公里，
虽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和丰富的自
然资源，但长期以来受基础设施薄
弱等因素制约，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并不高。受益于“百侨帮百村”项
目，陶坑村以富民惠民为出发点，探
索出了“侨商出资出技、集体出地出
人、农户出心出力”的运转经营模
式，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加快

“富口袋+富脑袋”步伐。同时，该

村把乡村运营、发展产业与改善村
容村貌结合起来，从陶坑村走出去
创业的浙江省爱乡楷模、宁波市荣誉
市民、香港侨商联合会会长徐旭昶，
牵头携手宁波市侨商会，打造集观赏
与盈利于一体的“白芍基地”，由企业
提供种苗和技术，支持到人到户。

在改善硬件设施后，陶坑村聘
请乡村CEO陈奕鸣，进一步盘活该
村文化资源，以产业兴旺带动人气
聚集。2024 年年底，经过多方考
察，陈奕鸣团队在金华市浦江县找
到了破题“密匙”——打破传统农业
思维赋能产业升级。依托现有“白
芍基地”，创新打造“芍药谷”农文旅
综合体，通过药用芍药与鲜切花套
种模式，实现从单一的“卖产品”向

“卖风景”“卖体验”等转变。今年
“五一”假期期间，宁波湾省级旅游
度假区的陶坑鲜切花摊位销售火
爆，共计售出鲜切花 1600余朵，实
现销售额1万余元。

发展乡村百草经济，我区未来规
划清晰可见：发挥统一战线资源整合
优势，建立“政府+企业+科研”协同
机制，延伸覆盖中医药种植、研究、教
学、体验、旅游的完整产业链条。同
时，通过探索“统战搭台、企业唱戏、
群众增收”的非公经济绿色发展新
路径，持续深挖文化底蕴和中医养
生资源，推动区域康养健康产业壮
大和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为实现

“百姓富、生态美、企业兴”的乡村振
兴目标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

美丽乡村识“百草”

我区开出中医药“共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