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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开展城区古树名木白蚁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攀攀 乐珂

琰 通讯员 周丹华）作为见证古城

历史变迁的“活化石”，古树名木承

载着城市的文化记忆。连日来，我

区持续开展城区古树名木白蚁防

治专项行动。定海区公用事业管

理中心开展科学防治，通过喷洒药

剂、埋设诱杀装置等举措，为古树

构筑立体防护网。

记者在海山公园看到，相关工

作人员手持地钻挖坑机，在古树根

部土层精准开凿出深约30厘米的

坑洞，将一罐罐白蚁诱杀剂埋入地

下。“白蚁活动隐蔽性强，地下诱杀

能切断其繁殖路径。”现场技术人员

介绍。与此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

对古树主干及枝干进行药剂喷洒作

业，药雾在树皮表面形成保护膜。

据悉，当天共对公园内20株受白蚁

侵害的古树实施首轮综合防治。

“白蚁防治需多管齐下、长效

管理。”定海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

园林绿化管理科科长王俊涵表示，

经全面排查，海山公园作为古树集

中区的防治重点，目前已完成三轮

全域消杀，今年将结合“白蚁婚飞

期”特性，于5月开展第四轮集中防

治。“喷洒药剂是应急手段，地下诱

杀包可持续作用3—6个月。”王俊

涵透露，针对已出现中空现象的危

重古树，还将采取支撑加固等保护

措施。

据了解，这场“古树保卫战”始

于今年3月。区检察院在公益诉讼

工作中接到市人大代表反映后，联

合林业、市政等部门举行专题座谈

会，推动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座

谈会上，各方就技术难点、责任划

分达成共识。现场勘查显示，海山

公园24株古树中23株存在白蚁活

体痕迹，个别树干中空程度较深，

遇极端天气易倒伏。

随着《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

式实施，我区正探索“检察监督+行

政履职+公众参与”的立体保护模

式。“我们将推动建立定期巡查、效

果评估、动态调整的闭环机制，并

通过科普宣传提升市民护树意

识。”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旭洲

说。目前，全区54株登记在册古树

已纳入智慧监管系统，病虫害数据

实时更新，为精准防治提供支撑。

“法润定海·“典”亮五月”活动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琪琳 通讯

员 王嘉玲）今年 5 月是第五个

“民法典宣传月”，为了让民法典

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

里，明天上午，定海区司法局、定

海区普法办将在定海古城东城

门广场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

整个活动现场将分为舞台

中心区、宣传窗口区、互动游戏

区、集章抽奖区、手工体验区，除

了有区委政法委、区法院、区司

法局等多家单位，提供专业的法

律法规咨询服务以外，还有法治

文艺节目、民法典知识抢答、抽

奖环节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兴趣的市

民需要即日起在朋友圈转发此

文章 2 天并配文：“法润定海·

“典”亮五月”，活动当天可前往

现场签到区，凭朋友圈转发信

息，领取活动集章卡一张。集齐

所有印章可参与抽奖一次，奖项

分一、二、三等奖、参与奖。若微

信朋友圈转发内容设置为分组

展示，则视为无效。

当天前往民法典打卡区，完

成“我与民法典合个影”，即可获

得手工卡一张，参与法治漆扇手

工制作。

“目前我们镇党委正在加快

谋划大新建‘山海共 ’片区组团

发展，让乡村振兴不再是‘单打独

斗’。”干 镇党委副书记陈伟向

记者坦露了发展思路，该镇将以

新建村为“红色引擎”，联动青龙

村、龙潭村打造“红色教育+生态

休闲+文化体验”三位一体的农文

旅融合共富发展廊道。北部片区

则聚焦远洋渔业，构建“远洋捕

捞+精深加工+产业配套”三环相

扣的“一条鱼”全产业链。

这种“组团发展”模式正在

全区推广，东海百里文廊如同一

条丝带，将散落的乡村明珠串珠

成链。去年，经过修缮后的盐仓

街道黄泥岙古村成了许多人露

营、纳凉之地，随着古樟驿环库

道路的全线贯通，黄泥岙区域也

与古樟驿形成了联动。在流量

的带动之下，村民种的果蔬有了

直供去处，各色业态入驻了，“家

门口”就业不愁了，村集体经济

也节节攀升。

小沙街道庙桥村以“三毛文

化”为核心，打造三毛祖居、散文

奖展陈馆、三毛书屋等文化地标，

让村庄弥漫着文艺气息的同时，

流转的民居改造、流动的“共富集

市”模式，更为村民带来了收益，

还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阿拉现在生活越过越好

嘞！肯定还会更好！”“村里发展

有什么需要，我们肯定积极响应，

村里发展好了，我们才能更好

嘛。”“村里越来越漂亮，人越来越

多，我们也肯定要做好自己的方

方面面，让景美人更美。”……村

民们的话语，显露着人心和善、和

睦安宁的乡村精神风貌。

从新建村到定海全域，一场

以“生态为底色、产业为支撑、文

化为灵魂”的乡村振兴实践正在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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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人和产业兴

定海激活美丽乡村内生动力
本报讯（记者 张真 黄婷 通

讯员 李东旭 文/摄）眼下，水稻种

植进入倒计时。在农业现代化浪

潮的推动下，我区水稻种植户们抢

抓农时，开展机械化育秧作业，为

后续机械插秧做足准备。

在小沙街道的定海区飞舟农

机综合服务中心，一条水稻育秧流

水线正忙碌作业。烘土、播种、上

土……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一个个

放满水稻种子的育秧盘被整齐叠

放，等待打包。“先放2天暗室，长出

芽了，就可以放到田里去，再过25

天左右就可以启动水稻插秧工作。”

据定海区飞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负

责人夏飞舟介绍，一个育秧盘大概

可培育60克秧苗，使用育秧盘育秧

能够更好的方便后续机器插秧。

近年来，得益于政府大力推动

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机械化，机

插秧相关补贴力度不断增大，再加

上用机插秧代替人工插秧，种子数

量、稻田用药量等方面都有所减

少，且施肥可以更精准，水稻的产

量和效益也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

农户选择了机械化种植水稻。“去

年在我这边育秧苗的数量总共能

种植 1200 亩左右秧田，今年更多

了。”夏飞舟说，除去自身的，仅他

所在的定海区飞舟农机综合服务

中心秧苗数量，目前就能种植3800

亩秧田。

机械化育秧作业助力耕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