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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辉 张凤春

9 月 23 日晚，杭州亚运会盛
大开幕。当晚，句容市后白镇西
冯村也是一片欢腾，因为本届亚
运会有 5个球场的草坪由该村提
供——在亚运相关赛场上“一展
风采”，西冯草坪定会迎来更多关
注！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西
冯草坪铺进了顶级体育场馆，也
铺就了西冯村人的致富路。记者
了解到，除西冯草坪外，在镇江茅
山老区，同属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的还有丁庄葡萄、戴庄大米、荣炳
大米；此外，“茅山长青”茶叶取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不断壮大
的特色农产品集群，夯实了茅山
老区富农兴农的产业之基；5张国
家级名片组成的品牌方阵，扮靓
了茅山老区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特色发展
老区农业开出“五朵金花”

西冯草坪，普通消费者知道
的并不多，但在草坪界早已闻名
遐迩，目前占据全省草坪市场
30%以上的份额。“他们（村里的
种植户）凌晨三四点就去铲草坪
了。”23日上午，西冯村党总支书
记曹霆向记者介绍着村里的主打
产业，“全村草坪去年销售近 3亿
元，种植亩产值近1万元”。

西冯村往北 10 公里是茅山
镇丁庄村。前不久，2023中国·句
容第十四届丁庄葡萄节在刚建成
的丁庄葡萄国家地理标志主题文
化馆前举行。这座场馆以现代化
的手段展示丁庄葡萄的“甜”——
种植面积2万亩，年产葡萄2万余
吨，2022年销售收入4亿元。

和西冯草坪同一年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的还有戴庄大米。如
今，戴庄村866户农户中有812户
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
2022 年合作社收益合计达 2500
万元，其中80%以上分给农户。

在茅山脚下，比葡萄和草坪
种植历史更久的是茶叶。“1986年
句容就开始研制‘茅山长青’。”
句容市茶叶协会秘书长张荣新介
绍，2020年“茅山长青”取得了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2年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为人民币 16.24 亿
元。

今年 5 月份，同是茅山老区
“出身”的荣炳大米获国家地理标
志，成为老区农业品牌方阵的最
新成员。茅山脚下“五朵金花”陆
续绽放，鼓了老区农民的腰包。
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戴庄村农
民人均收入达 4 万元，西冯村则
达到 4.8万元，丁庄村超过了 5万
元。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年
产值超过 11亿元，相关就业人数
达 7 万人，随着荣炳大米品牌的
壮大，这一数字还会增大。”在句
容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包俊华看
来，正是不断壮大的品牌农产品
集群，筑起了镇江茅山老区乡村
走向繁荣的特色之路。

因地制宜
“发展难点”化为“地理优点”

受地理条件限制，大规模的
工业化并不适合镇江茅山老区乡
村产业发展。老区人民经过多年
持续不断的探索与努力，走出了
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高
效农业、品牌农业的乡村产业振
兴之路。

“西冯村处于丘陵岗坡地带，
灌溉困难，种水稻需要经过七级
翻水。”曹霆说，20多年前的西冯
村是“路难走、田难种、钱难挣、农
民穷、集体空”，曾被戏称为“北大
荒”。

丘陵岗坡地多，这是茅山地
区绝大部分镇村共同的特点。在
过去单一种植格局下，茅山脚下
的农业低产低效、农民增收缓慢，

“种什么都不赚钱”。和西冯村一
样，茅山脚下的各村各镇都在寻
找致富出路。

“丘陵岗坡地不适合粮食种
植，但特别适合苗木果树的生
长。”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金凤介绍，茅
山脚下的土壤各有特点，如丹徒
地区的堰土、句容地区的下蜀黄
土就“与众不同”。土壤造就了茅
山老区农产品的特色“基因”，也
成了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基
础。

好的土地要长出好的农产
品，还需要科技支撑，方能从“传
统耕种”走向“现代农业”。“现代
农业，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地种田，标准化管理、精细化运
作、科学化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李金凤说，最初农民种葡
萄是挖地埋肥、大水漫灌，如今丁
庄村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已
经结合物联网等技术，不同葡萄、
不同时期，只要设置主机参数，就
能解决土壤水肥问题。杨志民作
为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
院长，他带领团队牵手西冯村，通
过诱变育种等技术开发的“容草
1-10 号”能适合多种场景应用。
在丁庄村，社员管理系统可随时
掌握 1927户社员的生产、销售状
态，方便合作联社进行统一品种
育苗、统一生产资料、统一技术培
训。

包俊华认为，茅山农产品出
现国家级名片组成的品牌方阵，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
地制宜的理念，农业科技的助力，
以及政府的正确引导等缺一不
可。

品牌打造
“特色产品”创出“特别效益”

作为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的重要因素，生产历史不仅体现
了农民种植经验的积累，更反映
他们对农产品品牌打造的追求。
镇江茅山老区人民数十年如一日
地发展品牌农业，坚持不懈地打
造自家的“金字招牌”。

8 月 14 日，一南京客户要订
购 100 箱“阳光玫瑰”，老毕葡萄
采摘园的“掌门人”王君拒绝了，

理由是“口感没达到”。
王君的拒绝，李金凤认为非

常正确。“品质是品牌的保证。”她
说，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建设重
点就是塑造产品品质的差异，这
是解决消费者“如何买到好东西”
的关键，也是“丁庄甜”能十多年
锁定一批“死忠粉”的密码。如
今，丁庄葡萄更是走进了开市客
（Costco）、盒马、百果园等高端或
专业连锁超市及水果连锁店。

8天后，王君在朋友圈发布消
息：“阳光玫瑰”上市。每箱2.5公
斤，120元。价格不低，但全国各
地的订单不断。“近一半的葡萄是
网上回头客购买。”

日前，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
党委副书记李有意正在稻田边接
待苏州来的客户，洽谈明年的
业务。这是戴庄大米销售的新模
式——“包田”。“以往很多是订单
式销售，而现在有人直接过来‘包
田’。”李有意说，这样的客户更重
视大米品质，对种植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此，李有意需要定期
向客户发送“水稻生产管理报
告”。因为品质，目前戴庄的稻田
有一半“稻未种、米已卖”。

数十年品牌培育，在日复一
日的打磨中形成的老区农产品独
特基因，让“茅山出品”在市场上
攻城略地。从特色农产品中尝到
甜头的老区农民也更加愿意增加
投入、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新生力量
谱写老区产业振兴新篇

如今老区的农业，还在积累
着蓬勃发展的新动能。

新农人的加入，让茅山老区
乡村产业更添新气象。王君称自
己是“葡二代”，公公 30多年的葡
萄种植经验，加上她的全新思路
以及便捷的网络销售平台，她让
1000公里外的广州人也能在 8月
尝到丁庄的“甜”。“85后”罗先波
辞掉了昆山的工作，和父亲一起
种草坪，80亩的种植面积，产品不
够卖，增加到 300 亩还是不够
卖。他们都盼望着，让更多地方
会出现西冯的“绿”。

“我们这里回家种田的年轻
人有很多。”包俊华介绍，特色高
效农业的高回报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他们更重视科技的应
用和品牌的建设，他们也在努力
让更多的“金花”在茅山脚下绽
放。

新品牌的涌现也让茅山老区
特色农产品更加丰富，茅山老区的
特色品牌集群正在快速壮大。句
容市华阳街道与南京农业大学、镇
江农科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开展长
期合作，帮助桃农搭建桃产业链，
打造“华阳福桃”品牌。9月初举行
的第二届“中华好梨”品鉴推介活
动中，句容市共获得“中华好梨”奖
1 个、金奖 5 个和银奖 5 个，8600
亩的种植面积将成就茅山脚下另
一个亿元产业。赢得“中国草莓
之乡”美誉的白兔镇，全镇草莓种
植面积达 5000余亩，亩均效益超
5万元，句容市草莓协会正在组织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
一块草坪富了西冯村，一粒

葡萄带动丁庄村，一袋大米圆梦
戴庄人……“乡村振兴关键在于
产业振兴，而地理标志等品牌能
为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注 入 强 大 动

力。”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林
草中心主任刘国华说，积极发展
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发挥好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可
以以点带面，推动茅山老区乡村
产业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俞佳融）只 需
“碰一碰”就能完成支付的数
字人民币硬钱包，在杭州亚
运会上再次亮相。亚运主题
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由杭州
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工
商银行发行，来自镇江的金
融科技企业恒宝股份配合打
造 ， 为 公 众 带 来 便 捷 、 安
全、高效的数字化金融支付
体验。

“从北京冬奥会的初次
‘亮相’到杭州亚运会的开放
‘使用’，数字人民币正逐步
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恒宝
股 份 常 务 副 总 裁 徐 霄 凌 介
绍，此次杭州亚运会数字人
民币硬钱包更是首次面向公
众大规模开放申领，公众可
多渠道参与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体验活动，亲身体验数字
金融支付的“丝滑”流畅。

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
的逐步扩增，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多
样。在亚运赛场，无论是运动
员还是观众，都能通过简单的

“碰一碰”来购物，近距离感
受数字金融“硬科技”带来的
魅力。在赛事侧，亚运村园
区、竞赛场馆、官方接待饭店
等，均实现了数字人民币方式
支付的受理环境；在城市侧，
购物消费、特色文旅、智慧医
疗、数字交通等领域，数字人

民币的使用场景扩容进入“快
车道”。

中国工商银行在杭州亚
运会期间发布润泽、吉祥物
以及隐藏款手环等 3个系列，
共9款亚运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产品，外观设计结合了亚运
赛事元素和举办地杭州的文
化特色，充分体现了“浙江
特色、杭州韵味”。

记者注意到，佩戴便捷
的手环式硬钱包上，立体造
型的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
南忆”——“宸宸”“琮琮”

“莲莲”十分精巧，它们也分
别代表京杭大运河、良渚古
城遗址、西湖三张代表杭州
的“金名片”。

近年来，数字人民币硬
钱包在各类大型赛事中频频
崭露头角，成为了受人关注
的“明星产品”。2022年北京
冬奥会期间，恒宝股份全力
配 合 中 国 银 行 发 行 了 卡 式

“冰芯”、手环式“雪环”等
多种形态的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不久前落幕的成都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上，恒宝股份
生产制造的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再度为国际赛事服务，并
实现了首次在开放性办赛条
件下的规模化发行，大运村
内所有的商户均支持使用数
字人民币硬钱包进行消费。

4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组成镇江茅山老
区特色农业的国家级名片方阵——

“五朵金花”扮靓茅山老区乡村产业振兴路

镇江“智造”数币“硬科技”亮相
杭州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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