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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建立乡村振兴研究院

为强化长三角区域农业科技力量
协同联动，更好发挥农业科技对乡村
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农
科院联合组建“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
院”。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院主要目
标是整合长三角地区农业优质创新资
源，围绕区域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的
共性政策和技术问题，组织开展智库
建设、关键技术突破、乡村振兴规划、
典型模式集成、技术支撑服务以及三
农人才培训等方面的研究。

◎国产大豆单产创新纪录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
斯分院了解到，由该分院郭泰研究员
团队等选育而成的大豆新品种“合农
71”，日前通过了科技部专家组的现场
验收，该新品种亩产达到447.47公斤，
创国产大豆单产新纪录。专家表示，
这对扩大国产大豆种植面积，振兴大
豆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深化“肥药两制”
发展绿色农业

“老板，我要买杀虫药。”浙江省台
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的种植户林国善
一进农资店，就轻车熟路地走到收银
台的电脑前等待刷脸。“来，看镜头。”
只见摄像头一动，他的住址、购买农
资、种植产品等信息就全部弹出。实
名制验证后，林国善成功购买了甲维
盐、啶虫脒，购买明细也被同步录入电
脑里的农资监管系统。这是浙江深化
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改
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日，浙江省农业
绿色发展暨“肥药两制”改革现场会在
浙江省台州市召开。

（继 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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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视点

2019年的秋收已进入中后期，在
多日晴好天气的保驾护航下，今年的
秋收进度有条不紊，甚至还略快于去
年。虽然收割条件便利，粮食产量也
和去年持平，但很多农户却难以展露
笑颜。

在句容市郭庄镇，纪兵农机合
作社的负责人谢纪兵有两件“烦心
事”。一件是连轴转的工作时间，压
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而另一件或
许比繁重的劳动更累人，那就是水
稻的销售难题。

“今年的粮价太低了，就说最好
卖的南粳5055这个品种，去年的销售
价格最高时能达到每斤1.45元。而今
年的最高收购价格，也就只有每斤
1.25元，去掉水分等因素后，农户能
按照每斤1.2元拿到手，就算不错
了。”谢纪兵说，“按照郭庄当地的种
粮成本测算，田租在400元一亩的地
块，每年的种粮成本为1100元左右。

而南粳系列产量普遍在亩均600公斤
左右，而粮价低于每斤1.25元的话，
农户一年几乎就白忙活了。以夫妻俩
种200-300亩地为例，按照这个价格
销售，一年只能挣3-4万元，还要应付

各种开销。我们合作社现在30台烘干
机连轴转，不管水分多少，只收农户4
分钱，这在全市来看都是很低的！”

南粳系列的优质食味米还有销
路，但往年可以售出的杂交稻品种，

今年却成了“烫手山芋”。一位丹阳的
种植户表示，由于普通水稻收割早于
南粳系列，按照以往惯例，现在应该
销售得差不多了，但现实情况是，大
部分都积压在库里，无人问津。

粮价的下滑，让很多大户不得不
选择观望。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今年
天气晴好，除面积较大的合作社进行
收割之外，部分中等规模的农户选择
将稻子留在田里。“由于近期没有雨
水天气，稻子留在田间可以利用阳光
和干燥的秋风去除部分水分，这样也
能节省烘干费用。另一方面，田间的
稻子不必占用仓储，对于没有大库房
的农户来说，也能节省一点仓储费
用。在低价的行情下，中等规模的农
户大都在想方设法节本止损。”

如何在市场的“逆境”中博得一
线生机，让种粮农户能够坚持下去成
了大家关心的话题。或许订单农业等
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依旧是农户们不
得不正视的选择。

在句容市边城镇，种粮大户严秀
林正在进行大米加工，今年他的100
多亩稻田已全部收割完毕，新大米已
有订单。“我一直销售大米，不直接卖

稻子，这让我能够对粮价的波动有一
定的抵抗力。当然，也不是一点影响
没有，今年的大米销售价格普遍也要
比去年下跌不少。”严秀林说，普通的
南粳5055大米，今年的销售价格为每
斤3-4元，比去年略低。但好在今年种
植了一个新品种沪软1212，这是在
2018年获得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金奖的品种，吃过的人都
说好。“这种大米我卖每斤6元，销售
还不错，算是给今年的行情补上了一
些差价。”

除了种好米，卖好米。订单化
的种植也让部分农户享受到了稳定
价格。

在句容市白兔镇，72岁的种植户
许罗庚这两天正等着电话，随时准备
将田里150亩的稻子收上来。收割不
看天气，却等电话？原来，他这150亩
的稻子都是帮常州一家种子公司繁
种的。“这150亩种的都是常农粳的一
个品种，怎么种，什么时候收，都听对
方的。”许罗庚说，虽然选种等程序比
较繁琐，但每斤1.45-1.5元的收购价
格，依旧让他十分开心。

本报记者 周 迎

“爸，你看这块地，已经平整好
了，过段时间就把桃树苗栽下去，我
们就能有本地品种的桃树了。”这两
天，丹徒上党镇的尚山诺水果树种
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卜俊正和岳父商
量，在自家农场里新增一片种本地
品种的桃园，以延长自家农场的销
售周期，丰富农场的发展路径。就
在这样的“商量”中，农场已走过了6
个春秋，且越发稳健。

一块块桃林整齐分布，叶子在
秋风中显得稀疏；而一颗颗高耸的
水杉围着一方水塘，在秋日下波光
粼粼。岸边闲走着几只白羊，小小
的“牧羊犬”在一旁不时吠叫几声，
远处还能看到三个钢架大棚，里面
是草莓苗在静静生长。深秋的农
场，别有一番自然的气息。

农场主卜俊从草莓大棚里钻了
出来，鞋跟和裤脚上还沾着些泥土，
笑着走了过来，与记者站在园中聊
了起来。

“你看，左边的那一大片都是桃
树，有 30亩，占了农场的一半面积。
种的都是来自阳山的品种，白凤和
湖景蜜露，口感很好，从前年上市以
来销售一直不错。”卜俊笑着说，这
些桃树就是让他下定决心建农场的

“主因”。
2013年前，卜俊和妻子都是在

常州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
一位阳山的老农民。在这位老农的
建议下，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
了几株桃树苗回家种了起来，谁知
第二年就零星挂了几个果子，口感
不错。卜俊有些心动，便和岳父合
计，并最终决定建农场，种桃树。

在岳父的鼎力帮助下，很快这
个占地60亩的尚山诺水果树种植家
庭农场建了起来。卜俊找到那个老
农，在他的指导下引进了白凤和湖
景蜜露两个水蜜桃品种。“现在想
想，当时真是胆大，桃树一般挂果需

要 3-4年时间，到时候口感如何，在
生长过程中根本无从得知，简直是
在赌。”

所幸，在老农的技术指导下，
2017年开始，桃树进入挂果期，卜俊
和家人尝过之后都说好，他便有了
信心，每天带着自家的桃子出去推
销。“那时候真辛苦，一大早起来摘
桃子，白天要去推销，最忙的时候每
天凌晨 2点才睡觉，6点又要起床继
续工作，这么一干就是2个多月。”卜
俊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
下，桃子的销售市场逐渐打开，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40万元。“我们每年
都会把赚到的钱中一大部分再次投
入农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把农场
建得更加完善。”

在桃子蒸蒸日上发展之余，卜
俊还和岳父一起，在农场里新增了
大棚草莓和葡萄。卜俊说：“除了请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外，农场里的工

作我主要负责营销和发展方向的把
控，而大部分在田间的操作，都是岳
父在忙，我打下手。我们分工明确，
最大效率将农场发展好。”

今年，卜俊在忙碌之余，对农场
未来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在
和岳父商量后，最终决定再开辟一
块地，用来种植本地的桃树品种。
卜俊说：“之所以这样做，我有这样
的想法，毕竟我们是镇江的农户，本
地的品种或许更加适合在本地栽
种。同时，我们也想加强与农业部
门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完善我们
的桃树品种，打造早中晚全覆盖的
桃园，增加销售周期。”当然，在这之
外，他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能多
学一些种植技术，尽快让自己成为
一个合格、懂技术的新农民，在家乡
这片土地上，种出让更多人喜爱的
桃子。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市供销社认真落实
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近日，市供销社根据我市
《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 2019年秋季全市秸秆禁烧工作会
议精神，确定了挂钩包干领导和联络
员名单，并制定了《市供销社秸秆禁烧
工作巡查小组人员安排表》，由市供销
社领导班子带队，全员参与，分成五
组，每组 3-4 人，每组确定一名联络
员，每天一小组，五个小组轮班巡查。

日前，市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分
别赴丹徒宝堰等地具体落实了当地秸
秆禁烧工作。通过对接，了解到各地
大规模进行秋季水稻收割的时间。以
此为依据，市供销社及时部署开展秸
秆禁烧工作，根据巡查安排表进行了
督查和巡查，坚决禁止焚烧秸秆和秸
秆抛河行为。 （尧东 继业）

本报讯 当前正处于秋收秋种
的关键时期，可10月以来我市降雨
量较常年偏少 9成左右，11月上旬
更是没有降水，对农业生产用水形
成了不利影响。目前，我市多个乡
镇已经临时架机从河道逐级提水，
开展抽水、翻水、保水，以加强抗旱
水源调度和湖库蓄水保水工作。

据镇江水文分局统计，今年长
江上游来水也偏少 3成，长江镇江
站平均潮位较多年平均偏低 1.04
米。主要河湖中大运河、香草河、句
容河分别都比往年偏低。我市各人
工墒情站根据土壤相对湿度评估农
业旱情，从测量数据来看，句容站接
近中度干旱，丹阳、丹徒接近轻度干
旱标准。

而对于已经收割完毕的田块来
说，田间管理的灌溉用水当前尤为
重要。市水利部门介绍，目前我市
正在积极引排水，继续利用沿江口
门抢潮引水，沿江闸站趁着长江高
潮位全力引水，只引不排，抬高内部
骨干河道的水位。根据旱情发展趋
势和用水需求，继续开启谏壁抽水
站机组提水，抬升河道水位，保障沿
线电灌站提水需求。

目前，水利相关部门正加强用
水管理工作，科学调度水资源，重视
水库、塘坝有限水源的科学使用，继
续对重点翻水线路、沿江沿河重要
泵站做好输水渠系、机电设备、供电
线路的维修保养工作，确保随时开
机投入抗旱。 （继业 龚源）

市动物疫控中心组织开展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

本报讯 日前，市动物疫控中心在
镇江新区组织召开了全市规模猪场生
物安全风险评估会。会议上丹阳市、
句容市、丹徒区、扬中市、镇江新区分
别就本辖区内的规模猪场生物安全评
估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了交流和研
讨，为全市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物安全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
评估工作对生猪养殖场提出了更高的
生物安全防护要求，可以有力提升养
殖场抵御各类疾病的传播，促进养殖
业健康发展。今后要进一步将养殖场
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范围扩大，由单一
猪场延伸到其他畜种场；同时将养殖
场风险评估活动与动物条件审查办法
相结合，逐渐完善养殖场各项指标体
系，从养殖场源头做好动物卫生风险
控制，确保动物产品安全。

（祝威 姚伟民 周迎）

本报讯 近日，句容郭庄镇端王
村为农服务又添喜事：投资 600多
万元，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句
容市胜强家庭农场为农服务综合体
正式对外营运。在该综合体内的农
副产品展示中心摆满了该镇出产的
各种农副产品，而粮食加工区安装
了系列多套大型干燥机械，粮食机
械展示区内则有无人播种喷洒机、
无人插秧机、新型耕田机等智能农
机。此外，这里还有粮食囤积区和条
件优越的农村种养殖大户培训区等
设置。

由家庭农场投资建成如此大规
模的为农服务综合体在句容市尚属
首家，放眼镇江也屈指可数。而胜强
家庭农场的主人谢广胜今年才 25
岁，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帅小伙。从
2015年 11月创办，4年时间该农场
已发展成为一家多功能、全方位为
三农服务的家庭农场。农场已配置
农机具60多台套，其中大型拖拉机
6台，联合收割机 1台，高低速插秧
机6台，植保机械15台，大型粮食烘
干机 15 台，服务周边农户 1500 多
户，为农服务面积近24000亩。

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谢广

胜从句容职业中专校毕业后当过
兵、打过工，因父亲从建筑行业转型
农业发展，他从2015年才真正涉足
农业生产。虽然这位 95 后以前学
的、做的都是非农专业，但年轻无极
限，敢闯敢干，一门心思投入到农场
的科技化和高效农业上。一开始，谢
广胜对无人播种机、全自动插秧机、
大型拖拉机等各种先进农机的操作
是一窍不通。但他不懂就学，向父亲
等农业土专家学，向农业专业技术
人员学。农业部门组织的各种农业
种植、植保、农机示范推广、农资培
训，谢广胜踊跃参加，一次不落。几
年下来，铲车、插秧机、收割机、烘干
机，谢广胜样样精通，成了全能农机
操作手。2018年 6月，在句容市组
织的一次农业机械化试点示范现场
会上，谢广胜只花了约10分钟就将
一亩秧苗全部插好。

作为句容市第二届“十佳”新型
职业农民，谢广胜表示，规模化、集
约化种植势在必行，社会化服务前
景广阔。他将根植于家乡的农业，做
好万亩良田的“托管保姆”，通过科
技兴农助农，为更多父老乡亲托起
增收富民梦。 （继业 王锐）

有人趁天好“田里养稻”，有人找订单“私人订制”——

种粮大户各显神通抗衡“粮价低行”

周 迎 摄

尚山诺水果树种植家庭农场：

翁婿联手打造“早中晚”桃园

近日，句容市茅家村胜利大队的农民在播种小麦。近期，我市各地已纷纷开展秋播秋种工作。句容等地的植保站、
农技站的技术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帮助专业合作社和农民进行秋播农机和种植技术指导。 马镇丹 摄影报道

秋秋 播播

周周 迎迎 摄摄

水利部门积极应对
加强抗旱调度保水

新农人当好万亩良田“托管保姆”

家庭农场成为农服务综合体

继 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