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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俞佳融） 5 月 29 日，
全市首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
质量保险的中标结果于同一天相继
出炉，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分别
中标丹徒区、镇江新区姚桥镇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

该保险注重的是实现高标准农
田工程运行管护的全域化、常态
化、长效化目标。人保财险丹徒支
公司经理助理崔晓亮介绍，在现行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制
度基本框架下，借助保险行业先进
的市场化风险管控和专业化资本运
营优势，使行政成本有所下降、管
护成效明显提升。“该保险的落地
为我市高标准农田‘丰产丰收’加
了一道‘金钟罩’。”

这种保险不是在出现不可挽回
的损失时才进行赔付，而是保障农
田设施的维护过程中就能实现理
赔。“好比我们在做菜时，等到了
菜做煳了再赔付，实际上就无法挽
回饿肚子的后果，如果我们在做菜

时，炉灶坏了帮你修好，煤气管道
不通，帮你通好，这样就能保障你
美餐一顿。”崔晓亮用“做菜”比
喻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
险这一险种。

“田间渠系工程、田间排水工
程、输配水管道工程、桥、涵、
闸、机井、小型泵站、田间蓄水
池、输电线路、变配电设施、弱电
设施及相关配套工程设施一旦出现
故障，我们就要派人进行维修。”
崔晓亮介绍，保证高标准农田的高
标准种植要做的事有很多，需要一
一落实。

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孙亚彬表示，过去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往往存在“重建设、轻管
护”等痛点难点的问题，如今在

“保险+科技+服务”模式下，高标
准农田建后管护有主体、有人员、
有资金、有标准、有考核，从而为
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的建立提
供了有力保障。

潘芳 滕庆海

近年来，在句容农村的田间地
头，活跃着一支“科普金牌讲师”
志愿服务队，他们常年奔走在乡村
田头，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生
产、帮助销售，所到之处深受农民
欢迎。

这支由句容市科协组建的“科
普金牌讲师”志愿服务队，涵盖了
果树病虫绿色防控、农学、果树、
水产养殖、社会服务、草业科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农产品、电
子商务、植物保护、微生物学、农
村区域推广、农技推广、种植业等
专业领域。他们与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农业合作社等32个不同经营
主体结成帮扶关系，面向服务对象
进行长期跟踪式技术指导。

日前，作为科普金牌讲师团成
员之一的农业植保专家、江苏丘陵
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吉
沐祥，在句容市白兔镇永丰农庄大
棚内，围绕当前草莓育苗后的管
理、定植，提高成活率等问题，图
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向前来培训听
课的草莓种植大户们详细演示、耐
心讲解相关知识重点和难题。吉沐
祥每年下乡时间达 100余天，举办
各类技术培训和观摩活动 50 多场
次，足迹遍及镇江、南京、徐州、
盐城、南通等省内多地。无论外出
开会还是下乡，吉沐祥都带着笔记

本，遇到什么农情都认真记下来，
还将自己的手机电话开通成农情电
话，接受群众电话咨询，手机成了

“农技110”。
眼下葡萄进入了成熟的关键管

理时期。日前，在基地示范点——
茅山镇长城村启禄家庭农场，句容
市科协特聘金牌讲师、葡萄专家芮
东明面对面教农户如何加强葡萄的
最后管理，种植出高品质“阳光玫
瑰”葡萄。50余名葡萄种植大户闻
讯赶来参加现场观摩培训。芮东明
每年开展技术讲座20多场次，现场
指导 200多天，带动 2000多户农户
发展葡萄种植。

科普金牌讲师团成员之一、句
容市果牧不忘家庭农场农场主华梦
丽，在引进新品种成功后，免费辐
射周边近 300户。尤其在水稻种植
方面她“另辟蹊径”，带领农民种
植适合“三高”人群的杂优稻米品
种，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以句容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
指导站站长巫爱军为首的“科普金
牌讲师”团队，去年累计开展各类
技术培训 250余场次，推广接种草
鱼出血病疫苗 100 多万剂，引进

“太湖 2 号”青虾、“长江 2 号”河
蟹新品种 2个，推广稻渔共作、鱼
菜共生等健康养殖新模式，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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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丹徒区茧丝绸总公司技术人员在丹徒区宝堰镇蚕桑基地开展助农科
研活动，他们协助蚕桑经济人利用蚕蛹活体培养蛹虫草菌，制作生产蚕蛹虫草（北
冬虫夏草）。在蛹虫草菌感染完成后，技术服务先锋队将对优质菌种选育和提高栽
培效率进一步深入研究。

杨君 摄影报道

美娜逛街美娜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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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美娜）近日，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又是跟
朋友家人一起吃夜宵的好
时光。小龙虾与啤酒已经
成为夏天的标配，并且很快
成为餐桌上的“爆款”。记
者走访我市多家菜市场了
解到，今年小龙虾价格与往
年同期相比便宜了不少，小
个头的最低每公斤只要 14
元，“789 钱”规格的每公斤
44元，有的摊位一天能卖三
四百公斤！

而这一切，都源于今年
是小龙虾生产养殖遇“大
年”，量多自然就价优。

5月 30日上午，记者来
到镇江中南御锦城“365 菜
篮子”菜市场，在路旁就看到
一辆汽车旁摆放着4个大红
盆，里面装满各种规格的小
龙虾。远远看去，红彤彤的
一大片，甚是喜人。“每公斤
18 块到 44 块钱，大小不一
样，价格不一样。”来自淮安
的丁老板告诉记者，他这个
小龙虾是盱眙的，他主要是
批发，零售只是一小部分，最
小的每公斤 18元，“789钱”
规格的44元每公斤。

说话间，一市民走过来
买了一大袋小龙虾，2 公斤
多点，96 元。丁老板说，今
年养殖小龙虾的人多，产量
就高了，价格也就下来了。

在中南御锦城“365 菜
篮子”菜市场里面的水产摊
位，记者看到这里小龙虾就

一个规格 ，目
测 和“789 钱 ”
规格差不多 ，
售价 40元一公
斤。老板一边
忙 活 一 边 介
绍 ，拿大的就
卖高点 ，小点
的二十几元一

公斤，不一定。前几天大小
混在一起的均价每公斤 30
元，没时间分类。

“我前两天买的是 30
元一公斤，买了 40多元，回
去烧了一大盆，感觉比在外
面吃划算。”家住中南世纪
城的赵女士还热情地分享
了如何收拾小龙虾。“自己
烧的话，可以在烧之前将虾
线抽出来，再抓住若干个小
腿一拔，就将鳃的那部分整
个剥离了。只剩下尾部和
大钳子，这样吃的时候省
力、方便。”

小龙虾已经是眼下各
大饭店、酒店的“主打”菜
品，“当红”菜肴。“主打”就
要有“主打”的待遇，“当红”
就要有“当红”的样子。所
以，当记者来到镇江最具烟
火气的江滨菜市场附近时，
就 听 到 卖 小 龙 虾 的 吆 喝
声。在江滨菜市场门口，记
者看到 10 个大盆一字排
开，一块泡沫板上写了“产
地直销、盱眙龙虾，100元 4
公斤”的广告牌，为了保鲜，
每个盆里还放了冰块。

在江滨菜市场内的水
产摊位上，小龙虾随处可
见。“最小的只要 14元一公
斤，今年小龙虾是大年，价
格实惠得很。”水产摊主朱
明亮告诉记者，目前菜场里
的小龙虾大多分为几种规
格，个头最小的“234 钱”的
卖 14 元/公斤，个头大点的

“456 钱”的卖 26 元/公斤，
“789 钱”的 44 元/公斤，一
两以上的60元/公斤。“今年
价格是真的便宜，和去年同
期相比降 30%左右，就拿一
两多的小龙虾来说，去年这
个时候则要卖到 90 元/公
斤。”

“现在售卖的小龙虾大
多是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产的，我这里批发加零售一
天能卖到三四百公斤。”有
着多年水产生意经的朱明
亮分析道，本地的小龙虾大
量进入到菜市场售卖，要在
10到 15天后。那个时候天
气更热，外地小龙虾运过来
风险太高，死亡率增加。“小
龙虾从外地运过来，不划
算，到时候本地的小龙虾正
好接上来卖。”

“1公斤一袋，分开装。”
采访中，一名购买小龙虾的
徐 老 板 引 起 了 记 者 的 注
意。分开要多个袋子，装在
一起不是更方便吗？徐老
板笑着答道，他在镇江松盛
园附近开了一家私厨外卖，
且有自己的订餐群，大部分
是老顾客提前一天预订，1
公斤一份，花雕、蒜蓉、十三
香、咖喱、腐乳等众口难调，
所以买的时候直接一份一
装，回去按照不同口味烧
制，这样反而方便。

“ 今 年‘ 五 一 ’假 期 ，
‘789 钱’规格的还卖到 90
元一公斤呢，现在便宜了。”
徐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说，他们赚的也是辛苦钱，1
公斤一份卖 99 元-118 元，
市场卖八九十元一公斤的
时候，他也卖这个价格。如
今，小龙虾价格下来了，对
他们来说成本就低了很多，
高低平均一下，还稍微好
点，不然要赔本的。

小龙虾价格亲民，吃货们有口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