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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印发

9月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
央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
条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说，专门制定关于农村
工作的党内法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上还是首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
重视。条例提出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遵
循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等 6
项原则，这是结合党管农村工作的长
期实践经验、把握新时代农村工作规
律确定的；条例对党领导农村工作体
制机制作出了全面规定。

◎我国学者研制出“光热智能农药”

传统农药的释放与需求难以精准
匹配，利用率低、成本高、易污染。记
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
悉，近期该院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成
功研制出一种光热控释型农药，可以
自动感光生热并“智能”地促进农药释
放，平均提效约三成却降低 20%以上
的成本。美国化学会知名学术期刊

《可持续化学与工程》日前发表了该成
果。

◎贵州：推出“乡村旅游e贷”产品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农
业银行贵州省分行推出“乡村旅游 e
贷”产品，助力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据
介绍，“乡村旅游 e贷”面向乡村旅游
经营户推出，计划到 2021年末，发展
该产品白名单5000户以上，支持授信
贷款金额15亿元。目前，“乡村旅游 e
贷”重点支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带建
设、红色旅游特色景区提升项目、国家
乡村旅游品牌创建工作、乡村旅游特
色商品产销项目以及乡村旅游新业态
培育。

◎宁夏：瓜农石头缝里种出“好日子”

夏去秋来，气温渐降，被誉为防暑
良品的硒砂瓜也即将下市。在宁夏中
卫市环香山地区，54岁瓜农刘文刚的
瓜地里，除了懒洋洋趴着的瓜秧，最显
眼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砂石。“硒砂
瓜就是在这种石头地里种出来的，更
甜、更有营养，卖得也更好。”种了 30
多年瓜的刘文刚说。压砂地解决了土
壤贫瘠、缺水的问题，种出的西瓜甘甜
可口、营养丰富，压砂瓜因此改名“硒
砂瓜”，也成为刘文刚等瓜农的“致富
瓜”。

◎山东：开展日光温室补贴试点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山东将从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中安排 2600万元，在济南市莱芜区、
青州市、寿光市、兰陵县、莘县开展日
光温室补贴试点，试点资金额度分别
为 400 万元、600 万元、600 万元、400
万元、600万元。根据有关文件要求，
山东对符合补贴产品条件的日光温室
按室内面积每平方米补贴40元；单栋
日光温室补贴资金不超过5万元。年
度内，农业生产个人每户享受补贴日
光温室数量不超过 2栋，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不超过5栋。 （继 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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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后白镇，乡村旅游近年来
在这里红红火火，特色产业的发展也
是欣欣向荣。草坪，作为一张特色名
片，嵌在其中。在林梅村，一家面积不
大，占地 56亩的家庭农场坐落其间，
别看它面积小，但却闯出了不一样的

“大文章”。
绿草如茵，高低错落。丘陵地貌

赋予了后白镇草坪独特魅力。在绿梅
湾家庭农场的田埂上，一块块田地里，
草坪如毯般覆在地面上，但这里的地
面可不是泥土，而是十多厘米厚的沙
子。类似这样的沙坪近年来已在农场
和周边的很多田块流行起来，谈到其
中的关键，绿梅湾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周贝根最清楚不过。

63岁的周贝根是后白镇农业服
务中心的农艺师，从1978年参加工作
至今，他已在后白的农田乡野服务了
40 多年。2001 年，他流转了近 60 亩
地，自己尝试种植草坪，当初，周边的
农户都是用田里的泥土直接种草坪，
但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周贝根对自己
农场的要求更高。

“当时，我用的是农糠种植草
坪。在田里铺上一层农糠，收获草皮
时连农糠一起铲走，这样就不破坏地
力了。”周贝根说，农糠种植的草坪
因为对土壤进行了有效保护，所以价
格也较常规的土坪高些。“那时候土
坪的价格为每平方米3元，而农糠坪
的价格为每平方米 7-8元，效益更好
一些。”

但随着近年来生态农业的发展，
农糠这一原材料日渐稀缺，转型势在
必行。2016年，周贝根注册了句容市
后白镇绿梅湾家庭农场，同年，转型之
路正式起步。“我买了 250吨沙子，在
56亩的草坪地里铺起了平均厚度 20
厘米的沙层，开启了沙坪种植新阶

段。”周贝根算了笔账，草坪一年收两
季，要铲掉 2厘米左右。20厘米厚的
沙层，刚好可以用10年。“虽然前期铺
沙子的成本每亩要1.5万元，但分摊下
来，一年的成本只有1500元。”

据了解，沙坪一年的成本除了
1500元的沙子外，还需要 650元/亩的
地租，还有人工、施肥打药等等，折合
计算近 3000 元/亩。看似成本很高，
但沙坪亩均销售一季就能达到 5500-
6000元，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前景虽很好，但万事开头难。周
贝根回忆道，2016年沙坪刚用上的时
候，一场大雨让他损失不小。“由于沙
子刚铺下去，草还没能长起来，沙子没
能固定住，加之种植环境又在丘陵岗
坡地上。一场大雨把沙子冲掉一小
半，损失了近 16 万元。”周贝根笑着
说，还好第二年开始，草坪长势不错，
对沙子的固定也很好，再没出现过沙
子被冲走的情况。

种出好草坪，还得有好销路。近
年来，网络销售已成为草坪销售的重
要渠道。“网上订单，现场拉货，真是方
便快捷。”周贝根说，2017 年和 2018
年，他的农场先后获评镇江市级示范
农场和江苏省级示范农场，获得的奖
补资金都用在了修路上。“只有将田间
的路修好了，货车才能进来，草坪才能
销得出去。”

现在，绿梅湾家庭农场不但销售
自家的草坪，还带动了周边农户的销
售。农户徐朝华说，他家草坪有时候
接的订单不够，周贝根都会帮他销售，
种植效益得到了保证。现在，周贝根
的草坪销售网络年销额近 200万元。

“我就是个农技人员，帮助农民销也是
应有之义，带着大家一起致富，让生活
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吴梦琪

本报讯“这是我们用小麦秸秆制
作出来的固化燃料，每吨可以卖到
650元！”近日，丹阳市珥陵镇的丹星
秸秆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内，20吨秸秆
成型固化燃料被打包后，正准备发往
一家砖瓦企业。公司负责人马建国捧
起一把秸秆颗粒喜不自禁地表示，“随
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如今不少企业开
始用秸秆固化燃料替代煤炭，我们投
产两个月来订单不断，每天10多吨的
加工量仍是供不应求。”

57 岁的马建国是一位退伍老
兵。早在10年前，他就是秸秆利用的

“粉丝”了。“丹阳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面
粉加工集散地，而很多面粉厂处理后
的下脚料成了废弃物。于是，我就变
废为宝，将这些废弃物简单加工粉碎
后销往浙江临安，用作当地冬笋保温
覆盖，不想生意越做越大。”马建国说，
当时他不仅承包了 12个大小面粉厂
的下脚料，还在安徽定远县与他人合
作建立了秸秆回收点。

自己为何会大做秸秆文章？马建
国坦言，虽然这几年秸秆禁烧呈高压
态势，但少数农户仍会偷偷地露天焚
烧，“由于一些村组农机农艺不配套，
全量还田的麦秸秆因翻耕不到位，对
秧苗生长带来了影响。”只有进一步堵
疏结合，才能让秸秆这一废弃物更好
综合利用。马建国因各级政府持续加

大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政策所鼓舞，
在看到本地发展的市场潜力后，于是
决定创办一家秸秆利用有限公司，实
行秸秆的回收、固化利用及销售，让秸
秆转化为优质、清洁的生物质能。

今年夏收之际，马建国投资 150
多万元购买了两台秸秆造粒机、两台
打捆机、两台大型拖拉机、一台摞草机
和一台除尘环保设备等，发动员工在
珥陵收购麦秸秆200余吨。通过将秸
秆与废弃木屑搅碎混合在一起，最终
加工成了固化燃料。经检测，这种秸
秆固化成型的燃料，秸秆含量占75%，
木屑含量为 25%，很受醋厂、浴室、砖
瓦厂以及玻纤企业的欢迎。

“秸秆综合利用作为一项朝阳产
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可谓恰逢其时。
但受困于秸秆机械化收集成本高、农
田作业季节性强等原因，秸秆综合利
用的产业化之路尚未突破。”当地农
机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认为，丹星秸秆
公司的“收加销”一条龙服务，能够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使秸秆转
化升值，为秸秆真正找到了出路。马
建国透露，今年他还计划收购 700-
800吨稻秸秆，用以生产固化燃料；
明年还要增加打捆机械设备，继续扩
大规模，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向规模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栾继业 蒋须俊 鲁秋忠）

在句容后白镇五星村委会，成排
的光伏电板架在屋顶上，在阳光下熠
熠闪光。“这些光伏电板发出来的电，
就能完全维持村委会的电器运作，还
能把盈余的电卖出去。”五星村党总
支书记王佳佳说到光伏发电扶贫项
目是赞不绝口，“光伏电板就相当于

‘阳光存折’，只要有太阳，我们就会
有收益。”

句容市后白镇一片近千亩的养
鱼场，水面被5万多块太阳能光伏板
覆盖，绵延约1.4公里。这是2015年开
始建设的协鑫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总装机容量15MW，年发电1621.5
万度。“句容鱼塘多、光照条件较好，
发展渔光互补光伏电站有着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项目相关负责人尹
正一告诉记者，“在后期维护上，已
投入100台左右的清洁机器人，自动
清除光伏电板表面的污垢，从而增
加发电量。”

据介绍，“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是
指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互融互补的
电站模式，水上利用光伏发电，水下
用于水产养殖，可投放大量喜阴的
鱼、虾、蟹等，形成“水上发电、水下养

鱼”的集约发展模式，具有一地两用
的特点。“每年将减少碳排量16166
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86吨，能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
赢。”后白镇党委书记贡月明说。

这样的渔光互补项目不是个例，
在丹徒区辛丰镇、宝堰镇等地已逐步
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光伏+鱼类养殖+
水生蔬菜种植”生态循环种养模式，让
光伏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在句容边城镇佴池村，仇家边的
村民看着前段时间的炎炎烈日笑得
合不拢嘴，“有了光伏发电，村里就有

了固定的经济收益，我们的日子就越
有盼头。”“光伏扶贫”是边城镇推进
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之一，2018年，
该村成功建成村委会屋顶光伏发电
项目和光伏车棚示范项目并投入使
用，“在不包含任何补贴的前提下，
预计未来25-30年，将为村委会带来
年平均1.6万元的收益。”佴池村党
支部书记朱永群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光伏发电国家补贴0.18元/度，
余电上网售卖，村委会30KWP光伏
收益和村户联建128.25KWP光伏发
电收益项目运转起来，预计每年可
发电4.2万度，村里每年可有经济产
值10余万元。目前，仇家边光伏发
电项目已在7月底顺利建成，并网发
电。“以前是花钱买电，现在是卖电赚
钱。这意味着老百姓坐在家里便能享
受到光伏带来的红利。”

接下来，佴池村将继续探索光伏
产业在农田、草坪、水面等领域的发
展，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力争打
造“清洁能源美丽新农村”。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部门
了解到，2016年起，市委、市政府在上
一轮“百村万户”双达标行动基础上，

开展了新一轮脱贫攻坚行动，确立了
204个经济薄弱村和11379户建档立
卡低收入农户，制定了到2019年实现
所有经济薄弱村村集体收入达到80
万元以上，所有建档立卡低收入人
口人均年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的目
标。截至2018年底，全市累计有189
个经济薄弱村达标，占经济薄弱村
总数的93%；有近1.1万户建档立卡
低收入人口脱贫，占建档立卡低收入
户总户数的96%。

“目前，全市还有385户建档立卡
户、756人未脱贫，另外，全市还有15
个经济薄弱村未达标，以上任务已全
部列入今年达标计划。”市农业农村
局扶贫处处长卢更生说，下一步，我
们将精准帮扶施策，采取光伏扶贫等
办法，完善“一户一策、一村一策”帮
扶措施清单，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未
达标村和户的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曹源 继业

全市农产品
电子商务培训举办

本报讯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开展了全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来
自基层电子商务相关工作人员、农产
品电子商务企业代表等 80余人参加
培训。

据了解，培训邀请了省互联网农
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彭汉艮对学员授
课，彭汉艮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建
议对策及个人思考等进行讲解，而后
苏宁电子商务相关负责人从实操层面
对企业电子商务行为进行分析，镇江
企业代表对中华特色馆镇江馆进行推
介。培训结束后，学员纷纷表示受益
良多。 （刘铮 周迎）

市河长办挂图作战推进
河湖长机制各项工作

本报讯 为确保河湖长制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更准确、更高效、更细致
的将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市河长办
采取挂图作战的方式推进各项工作。

驱动河长制深化落实的关键是将
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将水功能区水质
情况、市级河湖违法圈圩和违法建设
整治项目进度表、市级重点河湖“三
乱”专项整治项目进度表等“九表两
图”上墙公示，并标清工作内容、时间
节点、责任单位等详细内容。各项工
作一目了然，通过挂图，可以全面掌握
全市河湖长制工作动态全貌，对河长
制工作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曹源 河长宣）

我市供销系统新增一家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改委、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等 9部委
联合下发《关于公布2018年国家农民
合作示范社和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
组织名单的通知》，我市句容边城镇科
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功入选
2018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据了解，截至目前，镇江市供销社
系统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累计达到
4家，不仅对全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设起到更好地引领示范作用，也将
在提升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促进现
代农业建设和农民持续增收、助力乡
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做出
更大贡献。 （尧东 继业）

光伏扶贫：屋顶上的“阳光存折”
光伏发电项目是我市实施精准脱贫、帮助农村富裕的一

种好方法，近年来，在我市句容、丹徒等地形成了一批典型的
成功实践，光伏产业与当地农业项目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形
成了很好示范效应，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

协鑫渔光互补光伏项目协鑫渔光互补光伏项目。。 曹曹 源源 摄摄

退伍老兵爱上秸秆“变身”办企业

秸秆制作清洁固化燃料走上产业化

萧也平萧也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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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 迎迎 摄摄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书写新时代镇江故事

走家庭农场 看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