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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雪芹 滕庆海
张凤春）6 月 6 日，记者走进位
于句容市白兔镇上荣村的大力
山，昔日的工矿废弃地已变成
了金黄的麦田。伴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5 位农机手正驾驶着
小型旋耕机进行翻耕，一片片
梯田被推平、翻新，一幅生机盎
然的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几年之隔，两个天地，这块
“沉睡土地”里垦出 1028 亩好
农田。“今年是小麦种植的第 2
年，共种植近 1000 亩，亩产达
300 公斤。之前还种过玉米、
高粱等，收成都不错。”经营者
周生亚说，小麦收割完，梯田翻
耕后接着种大豆，让土地不闲
置。

为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战略路径，句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探索矿地融
合的过程中，前期通过充分调
查摸底，2018年启动大力山工
矿废弃地复垦项目。“早年间，
因开采过度，大面积原始山体、
地形地貌和植被被挖掘破坏，
恶劣天气下极易发生坍塌，存
在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同时，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道路改线、
建筑物废弃等因素，大力山遗
留了大量工矿废弃地，不仅占
用了宝贵的空间资源，还对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句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垦中心主
任赵亿荣介绍，用了不到 3 年
的时间，将工矿废弃地整治成
可以耕种的农田，考虑区域高
差，复垦后的耕地采用了梯田
模式。

为节约资源，山体中破碎
出来的石材就地利用，将整个
项目区分成了 475个田块。“通
过梯田修筑、沟渠路配套、护路
林网等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
水土结构和田间小气候，增强
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
可以改善人文、自然景观和生
态环境，平衡和稳定区域生态
系统。”赵亿荣说。

“对工矿废弃地进行复垦，
既有效提升土地质量、提高耕地
产出率，还能改善当地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促进村民增收，助
推乡村振兴。”赵亿荣说，矿地融
合为地方经济和城镇建设争取
发展空间，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
布局，对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农
村面貌起到积极作用。

复垦后，原本“沉睡”的工
矿废弃地成了种粮户眼中的

“好农田”，同时也催生“好钱
景”，为 20 多名当地村民提供
就业机会。村民巫文华开心地
说：“我们在家门口就有事情
做，平时在这里帮帮忙，既方便
又有钱挣，何乐而不为！”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安林海

“我们家的西瓜可甜了，不
是最近风靡的 8424品种，不信
你尝尝。”“我们村的甜瓜味道
没话说，订单天天都有。”经历
过小满和芒种节气，夏日的氛
围已越发强烈，而炎炎夏日最
不缺的就是甜蜜的各类瓜果。
在镇江，西瓜和甜瓜已接茬上
市，交织出初夏最甜蜜的感觉。

从“五一”至“十一”
西瓜要甜几个月

翠绿带藤的西瓜，让丹徒
区辛丰镇下方村友友家庭农场
的“路边摊”显得生机勃勃，
翠绿和鲜红的颜色在水果“属
性”的加持下，没有丝毫“俗
气”，反而平添了诱人的味道。

“ 老 板 ， 西 瓜 多 少 钱 一
斤？”“3 元，要不要？”“有点
贵，不过上次人家说你的瓜好
吃，来一个尝尝。”摊子摆在路
边，从“五一”假期开始，农
场主黄孝友一家每天都要回答
几十次。“有人问得越多，我就
越高兴，有销路嘛。”

黄孝友一家是地道的“种
瓜家庭”，一家 9口都参与种瓜
事业。近 17年的种瓜史，让老
黄练就了一身种瓜“本事”。这
不，在日前举办的第五届江苏

“好西（甜）瓜”品鉴推介活动
中，老黄家的“美都”西瓜，
摘下了中大果型西瓜金奖，实
现了我市该品类获奖零的突
破。“你看，能在全省拿到金
奖，说明我家的瓜错不了。”

除了是种瓜老把式，老黄
家的瓜能拿奖还有“秘方”。黄
孝友自信地说，他家的西瓜地
都是用有机肥，成本高着呢。
有多高？一亩地要用一吨鸡
粪、羊粪和菜籽饼，光这一块
的成本就得近 1000元，这还没
算地租和病害控制费用。底肥
好，加上多年老把式的精细化
管理，瓜长得好，得奖就在情
理之中，价格贵，也就说得通
了。

黄孝友切开一个瓜，边吃
边介绍着，这个瓜的品种是

“美都”，和现在主流的 8424品
种不同，瓜皮略厚，但口感脆
甜，少籽，特别是切开后色泽
统一，没有白一块红一块的问
题。“种植 48-50 天就能成熟，
我前前后后种了 110 亩西瓜，
按照 3 茬进行定植，从‘五一
’开始销售，一直可以卖到

‘十一’。”
说话间，又有车子停在路

边，摇下车窗，一对外地口音

的夫妻询问着西瓜价格，黄孝
友热情地迎了上去……

第一年种就获“特金奖”
该村甜瓜“不一样”

“真的是太幸运了，第一次
种瓜，第一次参加评选，就拿
了两个奖，其中还有最高的

‘特金奖’。”6 月 6 日，坐在丹
徒区康信农产品合作社的板房
里，高桥镇康泰村党总支书记
于永松连说没想到。

在这个占地 20亩的合作社
基地里，崭新的大棚依次排
列，一串串绿色藤蔓攀爬着细
绳，立体栽培的甜瓜“白富
美”一个个或挂在藤上，或蹲
在地膜上，十分可爱。对于合
作社“掌舵人”于永松来说，
这可是村里强村富民的“金果
子。”

和老黄家的西瓜实现镇江
该类奖项零的突破类似，康泰
村西甜瓜的得奖，也可谓“一
鸣惊人”。从2022年5月完成闲
置土地的平整，到同年 12月完
成大棚的建立，再到 2023 年 1
月实现秧苗的定植，第一年出
成果的康泰村西甜瓜，就给于
永松一个大大的惊喜，在第五
届江苏“好西 （甜） 瓜”品鉴
推介活动中拿下甜瓜组“特金
奖”和西瓜组金奖。

“基地里的甜瓜都是市农科
院马志虎研究员团队指导的，
我们认真学习技术，在管理的
各个环节上不打折扣，严格进
行。所以，拿到这些奖，也是
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于永松
说，作为一家实行“党建引
领＋科研院校＋合作社”模式
的合作社，不但充分发挥了党
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还常年
请村里的 12 位老人管理大棚，
每个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年
均增收 1 万多元。真正用特色
农产品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实现
共同富裕。

当前，合作社的“小羽鲜
生”牌甜瓜已经上市销售，5
个大棚的甜瓜预计有近 3000箱
的产量，目前已实现销售 350
多箱。而就在西甜瓜大棚一路
之隔，还有六七个大棚的冰淇
淋西瓜和哈密瓜，也将在 6 月
20日左右接茬上市。

走好“小而精”路线
激活西甜瓜产业致富密码

作为长江下游南岸城市，
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温暖湿
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镇
江这片土地，适宜于西甜瓜种
植。

近几年，我市西甜瓜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2022
年，全市西甜瓜播种面积 2.46
万亩，其中西瓜播种面积 2.03
万亩、甜瓜播种面积 0.43 万
亩，西甜瓜总产量 8.52 万吨，
总产值约 4.65 亿元，是镇江重
要经济作物之一。

如 何 让 产 业 发 展 立 出 特
色，找准定位十分关键。

“我们推动镇江西甜瓜走
‘小而精’的发展路线，鼓励各
地生产主体利用本地资源，选
择合适的品种和合理的轮作模
式种植西甜瓜，涌现出一批如
句容白兔镇林艺家庭农场、句
容华阳街道王花家庭农场、扬
中市八桥镇利民村农地股份专
业合作社等一批优质西甜瓜生
产基地。”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处处长王传友表示，除了明确
方式，我市还积极提升品牌影
响力，鼓励生产经营主体通过
参加省市级西甜瓜评比等活动
提高品牌知名度，近溪、鑫惠
农、南岗山等品牌西甜瓜在历
届江苏“好西 （甜） 瓜”评比
中多次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为增强产
业示范带动作用，我市高度重
视江苏现代农业 （西甜瓜）产
业技术体系丹徒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近几年支持改造提升老
菜地，修建防虫网等设施，扶
持资金超过百万元。通过示范
基地建设，试验示范西甜瓜新
品种 50 余个、新技术 9 项，申
请专利 1 项，培训人数超过
1000人次。2019年、2020年该
基地连续两年荣获江苏省西甜
瓜“好基地”称号。

“产业发展离不开产学研融
合推动。市农业农村局加强与
市农科院合作，逐步建立‘农
业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
地－种植户’的西甜瓜推广体
系，通过培训或示范展示等方
式推广镇江农科院选育的‘佳
蜜脆’‘黑武士’‘镇甜二号’

‘冰淇淋’等西甜瓜优良新品
种，主推西甜瓜嫁接技术、病
虫害绿色防控、土壤连作障碍
防治、地膜减量替代技术、厚
皮甜瓜简易化栽培等技术，逐
步提高新品种和新技术普及
率。”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
村局党委书记、局长蒋勇表
示，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
继续加强与市农科院合作，探
索西甜瓜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和
模式，积极组织主体参加省市
级西甜瓜评比品鉴活动，继续
支持西甜瓜示范基地建设，推
动西甜瓜产业助力富民强村和
乡村振兴。

大力山昔日工矿废弃地垦出千亩好农田

句容探索矿地融合从“沉睡土地”里淘金

瓜果已上新 强村还富民

地产西瓜甜瓜交织出甜蜜初夏

本报讯（陈志奎 赵宇阳）
近日，2023年全市乡镇安全生
产专题培训班圆满落幕，贯彻
落实基础建设强化推进年工作
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
理末端治理建设工作。全市镇
（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 260余
名干部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由省应
急管理厅主办，江苏大学承办，
分两期进行，每期 5天，培训内
容涵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江苏

省安全生产条例》解读、乡镇街
道如何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
必须”责任及开展安全生产监
管的探索与实践、企业主要负
责人“一述四评”组织实施及信
息系统使用、生产安全事故的
应急处置流程、应急救援预案
编制、应急演练组织与实施、防
灾减灾知识等，旨在全面加强
全市基层安全生产监管干部队
伍专业化建设基础，切实提高
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能力。

强基固本夯实“最后一公里”
乡镇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落幕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咨询号码12367开通运行两周年，6月
7日，镇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深入口岸、码头、企业积极做
好宣传推广工作。 张星宇 陈超 黄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