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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钱荣志 王志建 滕
庆海）自 2017年 10月，句容开启
与陕西蒲城结对帮扶以来，句容
先后累计选派五批次 40 余人次
农业技术人员赴蒲城开展对口
支援活动。从项目对接到工作
交流，从对口支援到捐赠款物，
他们对援建的每个项目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汗水。

句容的农业产业是强项，
近年来，句容致力搭建句蒲两地
高素质农民交流平台，多举措促
进两地人才深度交流。将句容

“田间课堂”带去蒲城，并多次组
织蒲城的农民企业家学习句容，
使人才交流常态化。截至目前，
句蒲两地先后联合举办高素质
农民培训班20余期，培训人次达
1200余人，为蒲城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草莓育（种）苗技术扎根蒲
城，让蒲城有了“苗头”。2019
年，在句容联络组、市农业农村
局、白兔镇政府三方共同的努力
下，位于双酒村的句容草莓育
（种）苗蒲城示范基地落成，为蒲

城草莓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同年10月，在两省举行的
苏陕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上，
点 名“ 句 容 草 莓 扎 根 蒲 城 ”。
2020年，在援陕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新建了 8 座连体大棚用于示
范基地种苗繁殖和高架有机种
植，并安装了自动控制系统，实
现了环境控制智能化，现基地每
年可生产优质草莓苗 300 多万
株，年产值340多万元，为蒲城乃
至渭北地区草莓种植的技术提
升和成本下降，以及农业经济增
长作出了贡献。

蒲城甜瓜根植句容，两地合
作“甜上加甜”。2021年，句容援
陕农技人员紧扣服务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促进民富强村、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联合蒲城农业农村局
开展了一系列高素质农民培训
班，开创了两地合作共赢新局
面。2022 年 3月，援陕农技人员
会同蒲城驻句挂职干部多次赴基
层开展调研，并从蒲城引进了100
多种甜瓜种子在白兔、边城两镇
试种，最终筛选出了珍宝、蜂蜜

罐、长香酥和红冠等15个最为优
质的、最适宜在江南环境生长的
品种。如今蒲城甜瓜句容种植示
范基地在边城镇衣庄村已初具规
模。

“丁庄模式”走进蒲城党睦，
两地合作再深入。2023年，结合
句容优势特色产业——葡萄产
业，在句容联络组的指导下，援
陕农技人员对蒲城的葡萄产业
进行了充分调研，并在位于党睦
镇秦家村“联合党委＋葡萄”产
业园找到了两地葡萄产业发展
的共性，经过双方研讨，探索出
了句容农业农村局、句容茅山
镇、蒲城党睦镇三方共建模式，
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分配方
式，使三者形成联结紧密的利益
共同体。目前，句容提供的葡萄
新品种苗木已植根于园区内，下
一步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现
代农业技术为手段，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使园区成为集引领、示
范、推广为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
园区。

本报通讯员 朱晓妍 姜康
本报记者 佘记其

“八月瓜，九月炸，十月摘来
诓娃娃……”眼下正是八月瓜成
熟的季节，丹阳市皇塘镇白兔村
前岗自然村村民胡翠花种植的 4
亩八月瓜迎来了大丰收。昔日
零星长在荒山的野果，如今摇身
变成了“致富果”。

走进胡翠花的八月瓜种植
基地，只见娇嫩新鲜、长势喜人
的八月瓜挂满瓜架，部分成熟的
八月瓜果皮自然炸开，乳白色的
果肉散发出淡淡的果香，让人垂
涎欲滴。工人们正穿梭在基地
里挑选、采摘、包装八月瓜，一片
繁忙丰收的景象。

“我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听
说这里有不常见的水果，今天尝
了这里的八月瓜后，确实不错。”

慕名而来的游客赵金梅说，来这
不仅尝到了美味的八月瓜，还体
验到了原生态田园采摘乐趣，她
准备多采一些带回去给朋友分
享。

八月瓜又名三叶木通果，原
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山间野果。
但是由于含有丰富的矿质元素，
4 年前，胡翠花从湖南老家山上
引进种植，目前，她种植的八月
瓜进入了盛果期。胡翠花告诉
记者，今年是她种植八月瓜的第
4年，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培育，
基地种植的八月瓜品质好、果味
佳，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小时候，在山上放牛能寻
到一个八月瓜会特别开心，这一
情景就是我儿时的回忆。嫁到
丹阳后，就把八月瓜也带到了这
里，探索人工规模化种植。”谈及
为何在丹阳种植八月瓜，胡翠花

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最初，全家
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内，都不是很
支持她，因为湖南土生土长的野
果，江苏人不一定吃得习惯，“但
是，我就是想尝试一下，也让丹
阳市民尝尝我老家的水果，在我
的坚持下，我从老家那边山上挖
来了八月瓜苗，承包了村口的 4
亩地开始种植八月瓜。”

“今年，基地种植的八月瓜
品相普遍不错，亩效益 3 万元。”
胡翠花告诉记者，与其他瓜类不
同，八月瓜不仅具备高产性，而
且具备强大的萌芽能力，每年根
部都能发出大量小芽，通过分株
的方式移栽后，当年就能结果，
只需一次移栽，即可连续生长多
年。由于基地管理实行无公害
作业，种出来的八月瓜品质优，
目前已与丹阳城区、常州等地的
多家商户签订购销协议。

本报讯 （孙华丽 施吉
敏）近日，在扬中市八桥镇红
光村乡村振兴服务点内，8名
家庭主妇围坐一圈，32 岁的
王丹正手把手地教大家制作
手工花。这些各色手工花将
在村里乡村振兴服务点的

“巧媳妇直播间”同步推出，
依托菜鸟驿站，实现产销协
同。据了解，扬中市已建成
23个乡村振兴服务点。

“孩子大了，我整天闲在
家里，现在跟着女邻居做做
手工活，不仅有说话的人，而
且每个月能挣到近 3000 元，
贴补家用。”54岁的施纪爱边
做手工花边说。

为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扬中市交通运输局积极谋
划，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先后
打造了多处乡村振兴服务
点，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以
菜鸟驿站为搭建主体，融合

资源，发挥优势，支持“巧媳
妇”手工花坊、馨语工作室等
村级特色项目，按照“交通+
邮政快递+社区”农村寄递物
流服务模式，通过做加法提
质增效，真正打通“快递进
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扬中市已建成
23 个乡村振兴服务点，当地
村、社区干部和快递小哥分工
合作，各司其职，配合默契。
邮政、申通、中通等11家快递
公司的快递小哥负责揽派日
常快递。村级组织配备 2~3
名村干部轮流驻守值班，揽收
区域内居民和企业的物流快
递，并协助行业监管部门对服
务点进行规范化管理。如今
企业物流瓶颈解决，运输成本
降低，双向流通渠道进一步畅
通；村组织快递日入库量近
900件，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
增收10万余元。

张辉 邹亚俊

“新农人”是指具备一定
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
生产组织方式，有农业情怀、
有适度规模、有持续发展性、
有防风险能力的现代农业经
营者，是乡村振兴的生力
军。近日，镇江市首批 30位
优秀“新农人”名单公布，致
力于种业“芯片”的范国虎就
是其中之一。

走进位于丹阳市司徒镇
张寺村的日日红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种苗基地，放眼望去
满是绿色，种类繁多的果树
长势喜人。“这里的果树全部
以种苗为主，果树的种类主
要有石榴、柿子、山楂、杏、梨
等。”正在查看树苗长势的基
地负责人范国虎告诉记者，
基地现有果树种苗近30种。

“一般果树苗的销售旺
季是每年的 2~3 月和 11~12
月。”范国虎告诉记者，他从
2008年开始从事果树苗木种
植，一直秉承“种苗是果业

‘芯片’的理念，严格把好种
苗关。基地的果树主要销往
江苏周边以及浙江、上海和
安徽等地，高峰时一年能卖
出6万多株果树苗。

除了果树外，基地最重
要的种业便是中药材。范国
虎介绍，搞中药材种业种植，
基地是镇江地区唯一的一

家。2016 年，他从伊朗引种
种植西红花，一经上市便供
不应求。在基地的温室大棚
内，记者看到铁制培养架上
的木框托盘里，密密地排列
着西红花种球。“西红花从10
月中下旬陆续开花，到 12月
上旬花期结束，一个植株只
结一朵花，一年开一次。”范
国虎说，去年基地的西红花
优质花丝总产量达到了 20
公斤，销售到上海的中药材
市场，供不应求，最优质的花
丝卖到每克80元。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发
展中药材事业”的号召下，范
国虎又因地制宜引进和种植
黄精、茅苍术、半夏等适合本
地生态条件的药材。范国虎
表示，基地正和南京中医药
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
校开展中药材研发生产，应
用推广西红花、橙花、辛夷等
药材以及成分提炼，打造功
能精油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通过几年的发展，范国
虎在丹阳开发区镇北村和司
徒镇张寺村拥有两个种苗基
地，占地 150余亩，年销售额
达1000多万元。基地也相继
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分别被
评为镇江市特色优势种苗中
心、江苏省特色优势种苗基
地，2023 年被评为国家中药
材产业技术体系丹阳示范基
地。

将句容“田间课堂”带去蒲城

句蒲两地农业合作又结硕果

23个乡村振兴服务点
实现快递进村“零距离”

范国虎：一位专注
种业“芯片”的“新农人”

野果家种，八月瓜成“致富瓜”

10 月 12 日，丹徒荣
炳曲阳村曲家农业生态
发展有限公司的 20 多亩
瓜果大棚里，一个个鲜亮
亮、圆滚滚的哈密瓜、“冰
激凌”小西瓜挂满藤蔓，
阵阵瓜香扑鼻而来，瓜农
正在美滋滋地挑选、采摘
哈密瓜，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李斌 陈海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