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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镇江新区的建档立
卡户朱二顺老大爷家来了几位“老
朋友”，他们给朱大爷送来了慰问
品。带头的丁亚军是镇江邮政新区
分公司的经理，为贫困家庭送温暖，
他们乐此不疲。朱大爷十分感动：

“他们的关怀，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来
自政府和社会的温暖。”

这样的一幕，只是在第六个“全
国扶贫日”来临之际，镇江大地上诸
多送温暖行动中的一则。正是这一
个个的“小温暖”，撑起了基层群众
的“大幸福”。

近期，根据《2019 年全省脱贫
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今年脱
贫攻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
人已经出炉，其中，句容市边城镇获
得组织创新奖，丹阳市农业农村局
扶贫科科长庄英获得脱贫致富奖，

镇江邮政新区分公司经理丁亚军获
得扶贫济困奖。不管是整镇推进的

“脱贫创新”，抑或是个人在扶贫工
作中的全心全意付出，都只为了让
更多的温暖笑容绽放。

以边城镇为例，该镇共有14个
行政村，其中有 4 个经济薄弱村，
48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968人。在新
一轮精准扶贫中，边城镇坚持“走在
前、当示范”的定位，通过边城镇党
委、8家驻镇单位、N个不在边城镇
的帮扶结对单位的“1+8+N”结对模
式，共签约了结对帮扶单位 16家，
各帮扶单位给予帮扶资金达100多
万元，慰问贫困户资金 20多万元。
同时，各村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村制
宜，先后打造衣庄村与驻地部队共
建百亩蔬菜基地项目，佴池村与句
容市融媒体中心、句东戒毒所结对

的村委会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和光伏
车棚示范项目等多个政府搭台，精
准扶贫的优质项目，让群众从中得
到实实在在的利益。2018年底，全
镇483户建档立卡户、4个经济薄弱
村全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边城镇
还获得了镇江市 2018年度扶贫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以一点辐射，看全市扶贫变化。
自新一轮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全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中央、
省、市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举措。截至
去年底，全市累计有 189个经济薄
弱村达标，占经济薄弱村总数（204
个）的 93%；有近 1.1万户、20000余
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脱贫，占建
档立卡低收入户总户数（11379户）
的 96%。各地共建设各类财政扶贫

资金项目 295个，已完工 204个，产
生收益1700余万元；落实财政扶贫
资金以外各类帮扶项目 800余个，
在促进经济薄弱村增收发展、提升
基础设施、改善村庄环境、提高公共
服务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市政府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马国进表示，今年以来，市扶贫办积
极推进扶贫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并
联合市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大项目
建设检查抽查、绩效评估和资金审
计力度，将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纳
入“三资”管理平台和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进行管理，保证了村集体的合
法权益。同时，在协调相关部门继续
落实好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相关保
障政策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了危房
改造工作，截止6月底，共确定危房
改造户 444户，年底前各地将全部
改造到位。此外，还积极推进“一户
一策、一村一策”帮扶措施，增强帮
扶工作针对性。 （周迎 刁野军）

本报讯 近日，在丹阳市访仙
镇永丰村的苗木种植基地里，农民
正在地里清杂除草。而一年中长达
4个多月的紫薇花期刚刚结束，这
种灿烂如火，艳丽如霞的百日红花
又一次给当地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近年来，永丰村积极发展花卉苗木
等绿色产业，通过引进沃野园林绿
化公司在此投资兴建苗木项目，让
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增收致
富、绿色富民，助力脱贫攻坚，该项
目还获评了我市农村致富带头人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死守传统产业已行不通，必须
引导村民发展市场前景好的新产
业，才能帮助贫困群众真脱贫。从
2013年起，永丰村两委班子成员就
四赴常州考察，寻求农业项目求贤
若渴，终于在2014年5月将沃野园
林引进落户，使永丰村有了自己

“一村一品”的优势产业。
据介绍，沃野园林公司在永丰

村主要栽种天鹅绒紫薇这种花卉苗
木，这是他们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
采用无性系繁殖技术，花期长，可从
6月上旬至10月中旬，而且呈现出

“四季三色”的景观效果。对永丰村
来说，这一特色农业项目也是扶贫
的好项目。沃野园林流转当地土地
超过2000亩，建设了集多种观赏效
果和多用途的天鹅绒紫薇种植基
地，总投资5000余万元，带动周边
200多人就业，帮助当地500户贫困
人员实现了稳定增收。村民们就此
不用离开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依托当地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在基地内，正在和大家一起锄草
的村民蔡正祥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
60多了，因为种植这种大花朵的紫薇
在市场上很抢手，他们也就有活干

了，目前基地内参与育苗、除草等林
间管理的村民每天有100人左右，而
高峰时最多能达到1000多人。

目前，沃野园林公司的天鹅绒
紫薇在市场上占有率已达95%以
上。公司还在安徽、陕西等地扩建了
基地。“沃野园林的天鹅绒紫薇在带
动当地村民就业的同时，正在进军
国内市场，精心打造天鹅绒紫薇产
业链。”沃野园林公司董事长黄才权
说，他们还通过与陕西渭南等地区
深度合作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休
闲观光旅游等项目，利用天鹅绒紫
薇产业基地的花海景观附加值，把
产业基地打造成美丽乡村旅游目的
地，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如今的永丰村，早已不是原先
那个贫困的小村庄，产业兴旺让乡
村振兴得以实现，映入眼帘的是宽
敞的道路，绿色的田野，而每年花
开时节，田间地头到处是一片片花
海花香，绿色、有机、生态、循环的
绿色农业理念也在这里不断实践，
这些都会让永丰村变得更美！

（栾继业 魏郡玉）

“6点半到10点，带去的螃蟹销
售一空，还不错，卖了近 3000元。”
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销售螃蟹，是
近1个月来家住镇江新区姚桥镇庄
基村的魏骅每天都要做的事。跑菜
场、约批发市场、联系酒店后厨，在
一年一度的“吃蟹季”，作为赋赋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魏骅忙得既辛苦
又幸福。

而在三年前，赋赋家庭农场和
螃蟹还没半点关系。“之前镇江新区
大规模拆迁，将农户都集中居住在
了平昌新城，我和老公都觉得住在
那不适应，还是在乡间生活自然、自
在。”魏骅回忆道，2014年，他们在
庄基村流转了200多亩地种植粮食
作物，并注册了赋赋家庭农场。

“因为对乡村的深厚感情，所以
对待农场的发展，我们是尽心尽力，
不断谋求改变。与螃蟹的‘结缘’，
是发展中的‘选择’之一。”魏骅说，
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她决定在
200多亩水田中改养螃蟹，期待用
水产养殖激活这片土地的“潜力”。

2016年春节后，经过整理后的
农田已成为标准的蟹塘，信心满满
的魏骅按照一亩水面 1000只的标
准，放下了蟹苗。但由于缺乏养殖
经验，又没有请教“专家”，等到收获
时节，一亩水面收获的螃蟹还不到
蟹苗的一半，而且由于缺乏经验，进
的蟹苗都是那种长不大的，捞上来
之后，销售价格也很低。夫妻俩一
核算，这一年亏了近30万元。

第二年，吃一堑长一智的魏骅
请了专业的师傅，从引进蟹苗到整
个管理环节，严格按照师傅的指导
进行操作。“从蟹苗的采购，到饲料
的购买，人员的雇佣，一笔笔该有的
支出我都细心记录了下来。”魏骅翻
开了办公室的笔记本，点着几个数
字一核算，一亩水面的养殖支出至
少为 5000元，想要赚钱，不但要螃
蟹养得好，还得卖得好。

200亩的水面，按照一亩产600

只左右计算，要在短短 2个月时间
内销售掉，压力不可谓不大。为了
追求较快的销售速度，批发是农场
的主要销售“渠道”。“我们都是根据
一大早收获的螃蟹多少来决定销售
方式，如果当天收的多，就走批发；
如果量不是太大，就进菜市场销
售。但80%都是从批发市场走的。”
魏骅说，2017年，农场终于依靠螃
蟹的销售，实现了投入和支出的
持平。

“2018年，螃蟹不但个头大，价
格也高，三两的母蟹每斤能卖到近
90元，当年实现盈余 20万元，算是
很不错了。”说话间，魏骅的手机响
了，听内容，是一家酒店订货，要送
一批螃蟹过去。放下手机，魏骅便
指挥工人忙了起来。“你看，这些工
人都是附近的，除了常年雇的 2-3
个人，其他都是在丰收季节额外雇
的，一天工资120元，也帮着他们在
家门口就业了。”

一边干活，魏骅一边笑眯眯地
说，像这样的订单也逐年多了起来，
毕竟批发的量虽然大，但价格只有
零售的一半左右，能从零售渠道多
销售一些，收入也能多一些。“今年
的螃蟹销售才刚刚开始，期待能比
去年有更好的收成，让我在乡村故
土，也能实现梦想。”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我市新增一家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九批“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农产发

〔2019〕2号），经认定，丹徒区高桥镇
高桥村（江蟹、扣蟹）成为第九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9家单位
获得农业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荣誉称号。 （周迎 王栋梁）

各市区老促会扶贫协会
开展志愿活动脱贫攻坚

本报讯 在我国第 6 个扶贫
日来临之际，全市各地老区开发
促进会和扶贫开发协会的党员干
部、工作人员们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了内容丰富的各种志愿服务，
他们与困难群众心连心，一同向
脱贫发起冲锋，用实干创造美好
未来。

16日上午，丹阳市“两会”在
行宫村召集了献血致丙肝的特殊
人群座谈慰问，下午在珥陵中学
慰问了44名贫困学生，发放慰问
金 4.6万元；近段时间以来，句容
市、镇两级“两会”走访慰问了未
脱贫户和脱贫取消低保户以及低
收入家庭等困难户 463户，开展
了扶贫志愿者活动和相关培训
126次，昨日下午还召开了全市
扶贫工作推进会，举行了句容老
区生态发展实训基地签约揭牌仪
式，重点做强做响老区扶贫志愿
者队伍的品牌；扬中市广泛宣传
各镇、街道济贫助困先进人物的
事迹，营造了全社会友善互助的
良好氛围，还启动了“滴水筑梦”
助学工程，资助28名困难大学生
6万多元，并在利民村开展送农
业科技服务启动仪式，将定期组
织水产、蔬菜、林果专家为农业专
业合作社服务。

近期，丹徒区“两会”走访慰
问了 194户贫困户，向 76名留守
儿童赠送了价值 1.5万多元的书
籍和学习用品等，举办的茶叶种
植和制作技术培训班让 80多名
困难群众得到培训，162名扶贫
开发志愿者也广泛开展公益活
动；京口润州两区的“两会”在全
国扶贫日来临前发放倡议书，悬
挂横幅、张贴了宣传标语等，并走
访慰问了多个贫困户。镇江新区
在开展集中宣传的同时，举行了
保险扶贫工作实施协议签约仪
式，现场捐赠建档立卡低收入户
综合保险保单 79份，保额 474万
元，并发放高中以上在校生教育
扶贫补助金 8000 元，还举办了

“邮路爱心传递文明、真情扶贫点
燃希望”主题活动，现场为 39户
建档立卡户送去了大米、食用油
等慰问品。 （栾继业 龚国祥）

◎中国苹果种植面积产量
均占世界50%以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康震在近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陕西（洛
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上表示，经过多
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苹
果生产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
占世界50%以上。

◎节水抗旱稻
在国内多个水稻主产区推广

由上海农业科学家培育成功的
节水抗旱稻，如今已经在国内主要
水稻产区得到推广。据最新召开的
长三角节水抗旱稻发展论坛上传出
的信息，节水抗旱稻种植面积的扩
大，正助推水稻传统种植方式的优
化和改良。目前，除上海以外，节水
抗旱稻的主要示范推广区域已经全
面涵盖安徽、湖北、江西、湖南、河南
等主要水稻产区，在浙江、江苏、福
建、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地也有
良好的示范推广效果。

◎“丰收游”成新疆秋季旅游爆款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而“丰
收游”正逐渐成为新疆休闲旅游的
重要内容：新疆农业博览园种植有

机蔬菜，不仅品种多样，而且四季
可采摘；阜康市王母桃园发展起占
地1200亩的果蔬文化产业博览园；
库尔勒市打造“春赏花、夏避暑、
秋摘果、冬观雪”的休闲观光旅游基
地……新疆各地陆续建成集观赏、
采摘、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丰收游”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
长和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方式。

◎安徽：每村培养3名以上
致富带头人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该省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脱贫
攻坚期产业扶贫攻坚行动的意见》
提出，到2020年，通过发展生产，
每个贫困县形成2-3个特色鲜明、
带贫面广、有竞争力的扶贫主导产
业。每个贫困村培养3名以上创业
致富带头人。安徽省还提出，实施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
优先遴选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职业
农民。根据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产业发展需求，突出针对性实效
性，建立健全课堂教学与实践实训
相结合的培训机制，提升创业项目
带贫减贫效果。 （继 业 整理）

典型引领，让脱贫攻坚动力十足
——写在第六个“全国扶贫日”之际

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一直是党和政府聚焦的“重点”民生工程。
距离2020年全面小康越来越近，脱贫攻坚的道路更要走得坚实，走得温暖。

““初心学院初心学院””扶贫扶志扶贫扶志

永丰花卉苗木产业兴旺
紫薇助力乡村脱贫攻坚

放流鱼苗
近日，市渔政监督支队在大港青龙山江段举行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

急治理工程镇江市境内工程渔业增殖放流活动，此次共放流大规格四大家
鱼苗8000余斤、约80万尾。 马镇丹 韦龙 摄影报道

赋赋家庭农场：

结缘螃蟹圆梦乡村

体验收获
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近日我市云
河湾幼儿园小朋友
们在老师带领下来
到小果园采摘水
果，让孩子们体验
收获的快乐。
卢红霞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在丹阳司徒镇杏虎村新建的该市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初心学院”，通过打造“党员初心驿站”“初心品牌
展示区”和“红色走廊”等项目，帮助基层群众排忧解难，以党建品牌凝聚初心、筑牢堡垒。学院立足扶贫先扶智，已举
办农民课堂4场，邀请省农科院专家为农民传授了果树种植等知识；并开展“众筹认领、爱心扶农”等志愿者活动，发动
党员众筹苗木480余株，聘请当地贫困户管理，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创收渠道。 石珈瑄 栾继业 摄影报道

周周 迎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