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门9月16日电
记者 叶晖 通讯员 陈诺 陈维连

对于三门县传统海水养殖户来
说，养殖南美白对虾，一年只能养一
茬；然而，记者在三门辉旺水产养殖
公司看到，该公司改进传统的露天养
殖设施，新建起一个个伞式大棚养殖
池，让对虾住“进”大棚里，一年不但可
以养三茬，实现产量翻两番，而且生
产效益是传统养殖的10至20倍。

三门辉旺水产养殖公司位于该县
沙柳街道溪头洋村，只见一口口养殖
池密密麻麻地彼此紧挨着，每个池底
都铺着一层黑色胶布，不见泥土。养
殖塘中间立着一根近10米高的水泥
柱，几十根钢丝拉连着塘中的水泥柱，
呈伞状型支开，这就是“伞式大棚”。

“由于伞式大棚抗台风能力强、
下水快、保温效果好，最终我们选择
伞式大棚养殖。”公司负责人董礼辉
告诉记者，从2011年5月开始，“辉旺
水产”投入了3000多万元，相继建造
了64个伞式大棚养殖池，养殖面积达
数百亩，专门用来养殖南美白对虾。

有着 20 多年海水养殖经验的
技术员黄继周说，南美白对虾对水
温要求非常高，适宜在28至32摄氏
度的环境里生长，露天传统养殖一
般在 5 月放苗，8 月底起捞，一年最
多只能养 1 茬。而伞式大棚利用蒸
汽锅炉加温等技术，始终将塘水温
度保持在 30 摄氏度左右，这样一
来，南美白对虾一年便可养殖三茬。

“今年第一茬是2月底放苗，5月
出售，由于那时露天养殖的对虾均未
上市，价格高，效益好，仅此一茬我们
就卖了1000多万元。”董礼辉开心地
说，养殖塘改成伞式大棚养殖后，对
虾的亩产量从四五百公斤，增长到
1500至2000公斤，翻了两番。

记者在现场看到，伞式大棚养
殖池除了能保证温度外，还有效保
障了养殖池的水质。“养虾先养水，

水 质 的 好 坏 对 虾 的 生 长 至 关 重
要。大量的降雨会影响水的盐度、
PH 值、总碱度等，我们的养殖池有
了大伞的‘庇护’，就没这方面担忧
了。”黄继周说，引进海水后，他们
在集水池里先进行消毒、解毒、肥
水等，经各项数据指标检测合格
后，再流入养殖池，投苗放养。

“设施养殖每亩投入15万元左
右，从2005年起，我们开始探索养殖

设施改造，鼓励有条件的养殖户先行
改革创新。”该县海洋与渔业局党组
成员叶春宇介绍。如今，三门辉旺水
产养殖公司、三门湾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台州金潮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浙
江濠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均进行
设施改造养殖，总投资达 1.2 亿元。
目前全县已建成了1100亩高位池设
施化养殖基地，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
是传统养殖业的十几倍。

三门：对虾住大棚 效益增10倍
走山乡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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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9 月 16 日电 （记者
陈醉 区委报道组 毛一波 许玉芬）
企业家想做公益，没精力，也不专
业。社会组织想做公益，卡在资金、
管理上。今天，宁波海曙区请来企
业“助养”公益项目。

“8000 元助养‘五豆浆’”、“3 万
元支持‘失智关爱项目’”、“7000 元
投给‘志愿理发’”⋯⋯今天，百家爱
心企业与百个公益项目对接会上，
61 家单位出资 155.1 万元认养 131
个公益项目。

去年，年轻的李志强在西门街
道成立了“失智关爱社工行”，跟踪
照料 10 多位失智老人。他发现，像
新芝社区一位因为中风而失智的老
人，完全可以进行康复训练而有所
改善。可是，没有充足经费，他们只
能招募到两三位专业社工和十几位
志愿者，有心无力。

“和其他的民营企业相比，草根

公益组织的创业之路更为艰难。”李
志强深有感触，公益组织做的事情
是“没钱可赚”的，无法从服务对象
那里获得回报来支持自身的发展。
就拿最简单的做一份培训材料来
说，纸张、打印，全都是自己掏钱，时
间一长，根本负担不起。

在海曙有 1462 家民间社会公
益组织，民政局注册的只有 200 家，
也就是说，大部分是没钱、没场地的
民间“微公益”。

民间公益虽小，却不可忽视。
就像某社区推出的给老人免费剪指
甲活动，温暖了无数孤寡老人。白
云庄小区居民，每天早上都可以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免费喝上一
杯热乎乎、香喷喷的鲜豆浆，六年如
此，温馨满满⋯⋯“民间微公益可以
把触角伸向更多的特殊需求，照料
到每个需要关注的人。”海曙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区政府每年会拨出

200 万元的创投基金，可是对于繁
多的“微公益”组织来说，依旧杯水
车薪，只有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
来助养这些公益，微公益才能真正
长久。

企业加入公益，改变着一个个
微小的公益项目。

几年前，在一位自闭症孩子妈
妈的深情呼唤下，一群自闭症孩子
的家长和社会爱心人士建起“星星
的孩子”家长互助会，用他们的方
式，尝试改变自闭症家庭的生存现
状。“可我们除了理想和热情，没有
任何的资源，一年多下来，只停留在
几户家庭间的互帮互助。”创始人冯
东说道。

有幸的是，冯东公益团队获得
了社会和企业力量，一下子注入了
9 万元资金，提供了活动场地，并配
备了专门的社工，组织也正式注册

“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

心”。鄞州银行还指导他们怎样运
作资金、组织项目、架构人员等等。
短短两年时间，已发展成为面向全
市自闭症家庭提供支援服务的公益
组织。

每一个微小的公益，同样推动
着企业自身的华丽蜕变。

天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规
模并不算大，近三年来，他们投入
10 万 元 连 续“ 助 养 ”一 些 公 益 项
目。去年是一个关注老人癌症治疗
的项目，今年则把目光投给了关怀
失智老人。今年 7 月份，企业还捐
赠50万元红十字人道救助基金。

这一切深深感染着每位员工，
最近，11 名员工志愿捐献造血干细
胞，以及死后捐献器官，企业还陆续
有员工加入捐献行列。“当公益成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员工就会从爱企
业开始做起，这是最好的企业文
化。”企业负责人说道。

宁波海曙百余公益项目企业“助养”——

爱心点亮微公益

本报宁波9月16日电 （市委报
道组 吴培维 记者 陈醉） 今天上
午，在奉化市第四届人才科技创新
周活动开幕式上，“省海外高层次人
才联谊会奉化联络站”揭牌，这是省
海高会自成立以来首次在县市一级
成立联络站。

省海高会成立于 2011 年 2 月，
是由在浙创业创新或为浙江建设发
展服务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组成的联

谊性社会团体，现有国家、省各级
“千人计划”专家1000余名。

“省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奉
化联络站”的成立，每年至少为奉化
推荐1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
团队或个人到奉化创业创新。为加
快引进海内外高端创业团队或个人，
奉化目前已建有香港、美国硅谷两个
海外引才工作联络站，聘请了5位奉
籍海外人才为奉化“人才工作大使”。

奉化 引海外高端人才

本报上虞9月16日电 （见习记
者 陈佳莹 区委报道组 袁伟江）
天猫上虞品牌店狂欢季、汽车文化
博览会、国庆食尚音乐节、上虞相亲
交友大会⋯⋯本周，“2014 浙东新
商都（上虞）购物节”拉开序幕，在接
下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上虞将掀
起“天天有活动、日日有惊喜”的购
物狂欢。

为紧跟电商发展趋势，此次购
物狂欢首次引入“网络购物节”，借

助天猫上虞品牌店狂欢季等六大活
动，带给消费者便捷的网购体验。
据了解，浙东新商都（上虞）购物节
已连续成功举办 5 届，涉及商贸、旅
游、文化、金融、商务等各个领域，扩
大了上虞在周边地区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使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购物
天堂”。上虞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
章建华告诉记者，历届购物节期间，
上虞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均在25%以上。

上虞 新商都掀购物潮

本报江山9月16日电 （见习记
者 何双伶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今天上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大陈纪念馆正式开馆。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命令
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队伍下辖 3 个
师，共 6000 多人。1934 年 7 月 7 日，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四省
进军。9月12日，先遣队进入江山，
并与国民党追击部队展开了战斗。

经过5天激战，先遣队于16日凌晨甩
掉敌人，向常山方向挺进，挥师北上。

纪念馆位于江山市大陈乡大陈
村。200 余平方米的展厅布置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阶
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
团阶段”、“红军挺进师阶段”、“人物
介绍”等主题展区，呈现抗日先遣队
的历史沿革，还展出了当年红军使
用过的追击炮、大刀等武器以及军
旗、竹编箱等用品。

江山 抗日纪念馆开馆

本报莲都9月16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区委报道组 吴立库

中午 12 时 11 分，72 岁的环
卫工人李献新扫完一堆落叶，收
拾好扫把和畚箕，拿出毛巾擦了
一把脸：“吃饭去啦！”

步行五六分钟，他来到丽水
莲都区中山街一家名为“彪将军”
的快餐店，指着门口一块写有“环
卫工人供餐点”的牌子说：“12 时
15分正式开饭，今天正好！”

店内，几位身着制服的环卫
工已经在排队打菜。李献新点了
一份竹笋炖小鸡，一盘番茄炒鸡
蛋，一份清炒苋菜，要了一碗半米
饭，“以前回家吃饭，我坐公交车
回去，路上要 15 分钟。吃完饭再
坐回来。公司给了一个小时吃
饭，必须吃得很快才来得及。”

李献新一边说，一边拿出一
张红色的午餐票交给了饭店经理
麻秋继。麻经理收好票，把筷子
递给李大爷：“您慢点，里边请！”
顺着麻经理的手势，记者看到一

个小间，里面整齐地摆着 4 张大
圆桌、七八张小桌子，门口摆着一
个“环卫工人餐桌”的三角小红牌
子。

莲都区现有 685 名一线环卫
工人，从早上4时30分，一直到晚
上 10 时 30 分，负责城区道路保
洁。“环卫工人如果早上回家吃
饭，马路上就没人值守。但这个
时候正是上班高峰期，很多人都
在路上吃早餐，清扫任务很艰
巨。”莲都区环卫局负责人介绍
说，“以前很多环卫工就只好带点
干粮在马路边吃。”

“从前的早餐常常是做一次
馒头，吃好几天。”环卫工人林玉忠
和妻子周妮来自安徽，已经在莲都
当了3年环卫工。2012年，莲都区
对环卫工实行的免费早餐，让他
记忆犹新，“我们已经吃了两年热
腾腾的早饭了，今天早上在大洋
路吃的是肉包、鸡蛋、豆浆。”

为进一步解决环卫工的就餐
问题，今年 8 月，在丽水市主要领
导关心下，由莲都区环卫局牵头，
会同卫生、食品药监等部门，精心

挑选了 13 家分布于市区各处的
快餐店，让每个环卫工人步行不
超过 10 分钟就能吃到午餐。每
位工人凭卡凭证到固定餐厅就
餐。一家餐厅一种餐券，餐厅凭
收到的餐券，每月与财政部门结
算餐费。

河南小伙张玉荣才工作了 3
个月，就赶上了这件好事：“我负
责中山街、人民路一带的垃圾运
转。原来在姐姐家吃饭，来回一
趟要一两个小时。”

据莲都区环卫局负责人介
绍，免费早午餐项目面对的是辖区
内的一线环卫工人。目前，早餐供
应点有 17 个，主要由莲都区惠民
早餐供应中心承担，每人每餐标准
5元。午餐供应点13家，都是莲都
区比较知名的快餐店，标准为 10
元，一荤两素。在签订合同前，政
府部门专门就食品安全、营养等
问题对协议餐厅、供应点提出了
详细的要求，同时要求餐厅划出
专门区域供环卫工人就餐，区环
卫局和各保洁公司还安排专人在
吃饭时间到现场协助管理。

为此，丽水市每年投入专款
378 万元，其中午餐预计投入 248
万元。“由政府出面解决环卫工人
早午餐就餐难问题，这在省内是
领先的。”莲都区环卫局负责人表
示，“我们会把这一民生举措一直
坚持下去。”

“吃得习惯！合口味！”河南人
老杨大口大口地扒着饭，“要是有
老家那样的大白馒头就更好了。”

莲都环卫工 早午餐免费 本报椒江9月16日电
记者 陈敢 通讯员 陈道平 徐旖旎

最近，台州市椒江区东山卫生
院医生毛必秀都在大陈镇卫生院坐
诊。为期一年的援岛工作开始了，
与她一起援岛的，还有椒江区洪家
卫生院罗曦等4名医生。

针对大陈岛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等问题，椒江以实施海陆医疗卫
生一体化工程为突破口，加大大陈
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同
时制定援岛人员优惠政策，破解海
岛渔民就医难。

9 月初，大陈镇卫生院上大陈
卫生服务站机声轰鸣，工人们开始
拆除旧门诊楼，着手新建 2 层、500
平方米的门诊楼，整个工程预计年
底完工，计划建成治疗环境优美、治
疗设备齐全、居住设施完善的全新
卫生服务站。

“除了首批援岛人员外，在陆上
的椒江其他 9 家卫生院分别选出 5
名援岛后备人员。”椒江区卫生局负
责人介绍，该区陆上 9 家卫生院将

在人、财、物上全力支援大陈镇卫生
院，特别是对援岛人员职称竞聘、绩
效工资、干部选拔等实施优惠政策，
鼓励陆上 9 家卫生院医疗医护人员
积极支援海岛。同时根据海岛需求
计划，原则上每年选派 2 名医务人
员，在大陈镇卫生院开展门诊值班、
危重病人的抢救和海上护送、业务
培训讲座等工作，提高大陈镇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

大陈镇现有户籍人口 3840 人，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875 人，许多老
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疾病。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海岛
地区居民就医难买药难的情况尤
为突出。以一个在岛居民平时买
药为例，排除轮渡停航，需要下午 3
时从大陈岛坐船到椒江，在椒江住
宿一晚，第 2 天 8 时从椒江返回大
陈岛，光往返船票就要 200 元。

基于此，椒江区在大陈镇卫生
院开展无偿药品代购和“便民药柜”
服务，设立“便民药柜”服务窗口，采
购储备国家基本药物之外群众常用
药品，品种达50多种。

椒江陆上卫生院携手海岛卫生院

援岛医生纷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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