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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怡宁 王林威 通讯员 范中豫

良种作为畜牧业的“芯片”，其培育离不开高素质的
家畜繁殖技能队伍。6月 24日-25日，2025年宁波市家
畜繁殖员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区举行，来自全市 8个区
（县、市）的 20名畜牧能手齐聚一堂，围绕种猪繁殖技术
展开激烈角逐。

6月 25日上午，家畜繁殖实操技能比赛在尚田街道
奥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拉开帷幕。走进宽敞的库房，7
个工位整齐排列，事先精心挑选的种母猪安静地在栅栏
中等待，为比赛做好准备。随着裁判员一声“比赛开始”，
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全神贯注投入到紧张的竞赛中。

身着白大褂的选手们严格按照流程全神贯注地进行
操作，他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高效完成各项任务。从储
精盒中取出准备好的种猪精液，安装试管器械，再为种母
猪实施人工授精……选手们动作娴熟。种母猪时而张望
四周，时而进食，十分淡定，全程乖乖地配合选手们的操
作。

据介绍，实操比赛考核标准较高，主要包含四项内
容：猪常温精液精子活力和密度检测、猪背膘厚测定、发
情鉴定和常规输精技术。每组比赛都有裁判员现场计时
评分，操作不规范将被当场扣分并记录。“现在进行的是
输精项目比赛，此外还有精子检测、背膘测定和查情等项
目陆续进行，部分项目需借助专业仪器操作，全面考察选
手的繁殖技术水平。

“我从事家畜繁殖工作有 17年了，日常操作已十分
熟练，但比赛对规范性和精准度要求更高，这促使我不断
提升技能。”来自浙江爱卡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选手林杰
说，“我是第二次参赛，去年有幸夺得个人一等奖，比赛形
式非常好，每次参赛都让我的技能得到巩固和提升。”

家畜繁殖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此次参赛选手
主要来自全市各畜牧养殖场和技术服务公司，既有经验
丰富的往届“老将”，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呈现出

“老带新、传帮带”的良好氛围。此次竞赛在我区举办，不
仅搭建了畜牧技能人才交流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
学、以赛促训，为畜牧业育种扩群筑牢人才根基，有力推
动畜牧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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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休期不松懈

我区“海陆空”联动织密渔业安全网
通讯员 沈子棠

伏季休渔，船进港，人上岸，正是
开展安全知识宣传、筑牢安全防线的黄金

期。区农业农村局抢抓这一宝贵“窗口期”，打
出组合拳：为渔船装上“智慧芯”，布下“海陆空”
立体监控网，让安全知识“上船头、入人心”。

目前，多项工作取得扎实进展，为休渔秩
序和开捕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沙巧娜

5月 26日，区农机畜牧发展中
心邀请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队、莼湖街道等部门联合对马夹岙
村两个猪场开展畜禽污染养殖技术
指导。

近期，区农机畜牧发展中心在
日常污染巡查中发现莼湖街道马夹
岙村部分农田受到畜禽养殖污染，
少数水体经采样送检确认总磷含量
超标。为解决马夹岙村养殖污染问
题，在区农机畜牧发展中心牵头组

织下，与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队、莼湖街道等单位对明盛农业、绿
林畜禽养殖场联合开展畜禽养殖污
染技术指导，同时对养殖场设备运
转情况、粪污处理去向等进行检查。

此次联合指导，对养殖场猪粪
乱倾倒、尾水排放不达标等问题共
同提出整改目标，要求养殖场负责
人立即清除受污染地的养殖废物，
采取正确恰当方式处置畜禽污染等
方式予以整改，多部门一致表示将
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力度，切实保护
好绿色生态。

技术帮扶促提升
柔性执法破解养殖污染

记者 王怡宁 王林威

近日，奉化水蜜桃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市农业
农村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通过项目的实施，奉化水蜜

桃产业在品种资源、良种覆盖率以
及产业规模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提
升。项目全面弥补了短板，升级桃
园基础设施、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
扶持加工产品、设计新包装，并新建
了水蜜桃文化馆和数字化指挥中
心。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核心

示范区的桃园亩均产值达到约2万
元，标准化和绿色化技术已在全区
约 1万亩桃园中推广，带动全区万
亩桃园亩均增值 10%以上，大幅提
升了经济效益，助力农民增收。

验收组专家经过实地勘查、听
取汇报、审阅资料、质询答疑，一致

认为奉化水蜜桃地理标志农产品保
护工程已全面达成项目建设内容和
任务指标，预期成效显著，同意该项
目通过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通
过，标志着奉化水蜜桃产业发展迈
上了新台阶，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奉化水蜜桃地标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通过验收

记者 王怡宁 王林威

近日，从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传来喜讯，我区新增 4家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这4家企业分别是
宁波仙云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区兴达海产食品有限
公司、浙江小村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和宁波滕头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此次获评，不仅是对
这 4家企业综合实力的高度认
可，也进一步壮大了我区农业龙

头企业队伍。
据了解，宁波仙云谷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集
中草药种苗培育、种植推广、加工销
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其搭建的共富产业平台，有效促进
了农民增收共富；宁波市奉化区兴
达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在海产食品加
工领域深耕多年，生产的奉化油焖
笋成功出口海外，让传统“奉化味
道”走向国际市场；浙江小村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广泛，涵

盖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水果
种植、蔬菜种植、农产品初加工等多
个领域，还开展休闲观光活动，推动
了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宁波滕头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滕头村的
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现
代农业发展新模式，在农业产业化
发展方面成绩显著。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 41家。这些农业龙头企
业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它们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
农产品加工水平，带动了周边农户
参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农业产业的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经营。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大对农
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加
强服务指导，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进
一步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为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
础。

我区新增4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执法队员在清点罚没的三无船舶执法队员在清点罚没的三无船舶

船长船员在安全生产承诺墙上签名船长船员在安全生产承诺墙上签名

66月月1616日日，，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

开展禁渔期违禁渔获物销售突击检查开展禁渔期违禁渔获物销售突击检查

真金白银投入，让渔船“强筋
健骨”。我区投入1500余万元专
项资金，按每艘船改造投资额
40%的比例给予补助，大力推动
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换代。目标是
打造20艘示范船，带动80艘其他
渔船升级，从本质上提升安全性
能。目前，已有42艘渔船完成改
造。

同时，一场渔船“神经系统”

的升级也在进行：全区 737艘大
型外海渔船正陆续换上更精准的
北斗三代定位“千里眼”；为79艘
担负编组协调和运输任务的船
（编组中队船+渔运船），加装了
新型应急通讯卫星电话（天通电
话），确保关键时刻“喊得应、联得
上”。这两项关键设备的安装项
目已完成招投标，即将进入实施
阶段。

渔船装上“智慧铠甲”

安全意识，是防范事故的第
一道堤坝。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莼
湖街道、宁波渔业互保奉化办事
处，把安全宣传的课堂搬到了桐
照、栖凤等渔村的码头岸边、渔船
甲板上，开展普法宣传“进渔村、
进渔港、进船头”的“三进”活动。

活动吸引了船东、船长、渔嫂
等200余人热情参与。通过紧张
有趣的安全知识竞答、郑重其事
的“安全生产承诺墙”签名，以及

面对面的咨询解答，将渔船安全
航行、防抗台风、防火防中毒等避
险防灾知识，实实在在地送到渔
民手中。现场共发放各类安全宣
传资料1200余份，“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氛围日益浓厚。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紧
抓渔船在港时机不放，持续深入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速推进渔
船设备更新改造，为开渔季保驾
护航。

安全课堂开到船头码头

休渔秩序，监管是关键。我
区整合渔政、公安、属地镇街力
量，编织了一张“天上飞、海里巡、
岸上查”的立体监控网。人力巡
查“不断档”，执法人员开启“白+
黑”模式，高频次、不间断地巡逻
在海上和岸线。科技监控“无死
角”，智能监控探头 24小时“站
岗”，无人机空中“鹰眼”巡航，织
密“技防”网络，让海陆监管盲区

无所遁形。6月以来，区海洋与
渔业执法队已开展夜间突击巡查
6次（海上 5次，内河 1次），累计
投入执法人员27人次，动用执法
船艇6艘次（巡航185海里）、执法
车辆6辆次（巡查55公里）。行动
中，一举查获疑似涉渔“三无”船
筏 15艘，清缴地笼网、流刺网等
违规网具138顶，并将2起涉嫌犯
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海陆空”火力全开盯牢休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