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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存栏自去年11月以来
首次回升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随着国家和
地方一系列恢复生猪生产政策措施落
实，近期生猪生产出现转折性积极变
化，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双双探
底回升，其中11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
长 2%，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首次回
升。11月第4周全国集贸市场活猪价
格每公斤 32.26 元，猪肉价格每公斤
51.22元，连续 4周回落，比价格高峰
分别回落16.7%和12.6%。

河北：“太行创新驿站”助农增收

河北保定市与河北农业大学签
约，在全市开展“太行创新驿站”，2017
年，河北农大的创新团队开始对合作
社进行帮助。首先进行了测土，并根
据土壤情况，在国内外引进了10多个
品种，分别进行了低温、高温、抗枯萎
病、耐盐等鉴定工作，再优中选优选出
最适合当地的品种。依托各行各业专
家，保定市目前共建设 50个“太行创
新驿站”，建成面积 8.6万亩，涵盖蔬
菜、果品、杂粮、中药材等10大类26个
特色农业产业，100多项新科技、新成
果在驿站得以转化、应用、推广，带动
了7万农户增收。

吉林：新发明让秸秆“变废为宝”

记者从吉林大学了解到，该校化
学学院副教授高岩团队开展“液化秸
秆改良土壤综合利用”项目，利用近临
界水技术将畜禽粪便与秸秆“变废为
宝”，转化为液体和颗粒有机肥，有效
改良盐碱地，助力农民增产。目前，该
项技术已经实现产业化。高岩说，下
一步，团队将围绕秸秆产物肥药一体
化、植物修复工业污染土壤及工农业
废弃物协同利用开展探索与研究。

四川：7700余亩农田
实现智慧灌溉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为补齐农业产业园区灌溉设施建设短
板，解决灌溉技术与园区发展不匹配
问题，四川11个农业产业园开展了智
慧灌溉试点。目前，11个农业智慧灌
溉系统建成并逐步投入运行，7735亩
产业园实现智慧灌溉。据了解，智慧
灌溉技术落户农业产业园区，将喷灌、
滴灌、微灌等节水节肥施灌技术与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相
融合，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决策和精准
施灌。 （继 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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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就是看看无花果树
压肥的情况，还有就是照顾大棚里
的无花果树苗，比之前销售的时候，
每天凌晨4点起床赶早市轻松多
了。”近日，在句容白兔镇倪塘村，刚
从繁忙的销售季节“脱身”没多久的
白兔镇梁山家庭农场负责人汪雪芳
又忙活了起来，每天往返于无花果
园和育苗大棚之间。用她的话说，

“我现在离不开无花果了，幸福生活
就是从勤劳中得来的。”

汪雪芳离不开的无花果，其实
已经和她有了近20年的缘分。2000
年，她跟着丈夫回到倪塘村，承包了
30亩的土地种植无花果。丈夫负责
技术，她负责管理，分工明确。“那时
候，我们都很能吃苦，一家人齐上
阵，天天在田里忙活，也不觉得累。”

想用田间的辛苦，换一个好收
成，这就是当时汪雪芳的想法。可现
实却和她开了个“玩笑”。“第一年，
我把无花果带到句容市区去卖，1块
钱一斤都没人要，主要是这个味道
大家不接受，觉得怪。”汪雪芳回忆
说，一天下来，就卖了几十元，来回
车费都不够。但果子这么多，不卖就
没收入，只能硬着头皮销售。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无花果
销售局面还未打开时，一场大雨又
把汪雪芳浇了一个透心凉。2009年
的8月下旬到10月，连续45天断断续
续的雨水，让无花果园产量减半。

“眼看着无花果‘肚脐’位置都往外

冒水了，你说这雨下了多少天了。”
汪雪芳无奈地说，那一年损失了十
几万元，让她十分难受。

但风雨过后见彩虹，随着消费
者健康理念的不断升级，富含多种
营养的无花果开始被接受，汪雪芳
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之中。到了
2014年，无花果的价格已经攀升到
了每斤8元，那一年40亩的无花果
园，为她带来了50万元的销售额，这
让她喜出望外。

销售的红火表面看是市场接受
度的提高，但背后却饱含着农场主的
执著和心血。“其实，无花果的管理并
不是太难，因为针对这种果子的害虫
很少，只有桑天牛会在树干里产卵，
可能导致树的死亡。所以每到害虫出
没的季节，就是全家齐上阵，手工捉
虫。”汪雪芳说，除了桑天牛，鸟害也让
人头疼，每到无花果成熟的时节，小
鸟们也会天天来啄食。树稻草人、敲
锣打鼓、放鞭炮……这些招都用过
了，可效果不行。“2015年，我和丈夫
商量，还是得用防鸟网，一亩地花了
近5000元，给无花果园装上了防鸟
网，这下再也不用花时间赶鸟了，可
以专心生产。”

这两年，虽然农场的面积已扩
大至60亩，这么多无花果的销售却
没让汪雪芳再犯愁。通过线上和线
下的双通道销售，2018年的销售额
比2014年再增加了20%。“在无花果
销售之余，我们还发现了育苗的商
机。”汪雪芳在种植无花果之余，还
不断地选育优质品种，并利用一亩
地的大棚，通过扦插技术，2个月的
时间就能陆续培养出4-5万株树
苗，销往全国各地。汪雪芳相信，通
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未来的日子会
更好！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吴梦琪

冬日的句容河三岔段河水清
澈，河堤上草虽枯黄，但十分清爽
整洁，水面上不时有鹭鸟飞过，岸
边还有羊群或者水牛悠闲地路过，
好一幅水清岸洁景美的生态景观，
让人不禁有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儿
时水乡的错觉。

不远处，打草机的轰鸣声中，河道
管护公司的六七个工人正在奋力清除
着河堤上的杂草。河道管护项目负责
人张远明告诉记者，他们这个队伍负
责着句容河从房家坝至赤山闸一线的
管护，除了日常巡查，每月还要重点检
查两三次，为了保证河道、河堤的安全
整洁，只要发现有违章种植、杂草杂
树、障碍物、垃圾和漂浮物等，都会及
时清理处置，今年像这样的集中除草
就有七八次了。

句容河的整治成果是该市围绕
河长制工作要求，在水环境综合治理
上持续下功夫，标本兼治，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的一个缩影。句容市河
长办河湖长制工作科副科长许广喜
介绍，今年该市投资260多万元，通过
招投标产生了两家具有专业资质的
管护公司，对句容市13条骨干河道进
行管护。水利部门通过日常抽查和月
度考核的方式，督促做好河道巡查、
河道保洁、绿化养护等工作，确保了
水清岸洁、河道通畅。

在句容河的下游便是赤山湖国
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
态绿肾”“天然氧吧”，更是秋冬季节
鸟类的天堂，而这一切离不开赤山湖
湖长制工作任务的落实到位作保障。
赤山湖管委会依据巡湖制度和巡湖

考核检查制度把工作落到实处，按照
“湖长制”要求定期不定期安排保洁
人员对辖区水面进行保洁，特别是针
对赤山湖管理升格后的各项工作，提
高标准，提升要求，基本消除了乱搭、
乱建、乱种等“三乱”问题，湖长制工
作走上良性循环管理轨道。

今年天气干旱时间长，湿地保护
区发生大面积水草。在水利部门的指
导下，当地引进了水上自动割草机，
高效省工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
开展针对外来入侵物种专项普查清
理工作，管委会留存各类资料，绘制
分布图谱，外出学习请教治理措施，
重点组织了对白水荡野生菱角、内湖

“一枝黄花”等突击清理，保护了湿地
公园生态系统，保障了生物多样性。

在句容北河后白镇段“两违”整

治以后的现场，记者已看不出当初违
建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铺满河坡的
草皮。新覆盖在河坡上的草皮已与旁
边的草皮连成片，看不出它初来乍到
的模样。后白镇镇长张明飞说，该镇
今年对24处“两违”1处“三乱”逐条整
治恢复到位，并关停了全镇唯一的一
个工业排口。今年镇村级河长已对全
镇北河、中河等4条骨干河道、13条乡
镇河道巡河704次，完成交办任务44
次，任务落实率100%，下一步他们将
在河湖生态建设上重点下功夫。

据了解，今年以来句容在“两违三
乱”整治工作任务重、难点多的情况
下，主动作为，压实责任，对河湖“两违
三乱”问题实行挂图作战，以专项整治
促进欠账清理，还河湖健康生态。目
前，该市主要河湖三乱整治任务已完

成100%，81个两违整治任务已完成
91.3%，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在黑臭水体整治上，今年句容围
绕水环境保护，加大治理力度，有力
改善提升了环境质量。在黄金河干流
整治工程寨里桥现场，记者看到了一
个有关排口的绿色标志牌，上面清晰
标注了排口序号、编号、责任单位、排
口长和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句容市
水利局副局长陈智彬介绍，今年以
来，句容市高位推进、创新举措，河湖
保卫战见实效、见行动，排口长制就
是其中的创新工作举措之一。全市
168个排污口都确定了排口长，一旦
有污染物超标入，都可及时溯源查找
到相关责任人，这就可以瞄准重点、
压实了责任。

通过健全机制、创新举措，句容
水环境治理实现了协调联动，一批多
年未能解决的河湖乱排、乱占、乱建
等顽疾得到有效根治，一个水美岸清
河畅的健康生态水环境正助推着“一
福地四名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蒋文

三农视点
河湖生态管护 排口制度创新

句容水环境治理协调联动绘美景

开 栏 语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打赢乡
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曝
光台（回音壁）”专栏，定期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曝
光，督促整改，以形成全市
各级、各责任部门齐抓共
管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
到2020年底实现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
境整洁有序，农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的
总目标。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回头看

近日，记者在丹阳司徒镇新河看到，沿河的水杉林笔直排列，在冬
日阳光下倒映在水面上美轮美奂。近年来由于当地全力抓好河长制工
作的落实，这条曾经水质恶化的河流重焕新生，成为乡村的一道美丽
风景，还被丹阳市评为了最美乡村河道。 继业 殷琳 摄影报道

乡村河道美如画

丹徒区谷阳街道槐荫村张付后
片，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岸边还有废弃
的农药瓶。

乔家门社区东三组23号民居边
的明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长江镇江段渔民
退捕安置顺利实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切
实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根据国家
三部委和省三厅渔民退捕安置文件精
神，近日我市积极推进长江镇江段渔
民退捕安置工作。

9月 27日市政府办印发《镇江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农村局财
政局人社局关于长江镇江段全面退捕
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我
市退捕方案正式出台，此次退捕涉及
全市 294艘捕捞渔船，包括长江渔船
288艘，内河渔船 6艘，其中长江渔船
2019年底前全部退捕上岸是省政府
确定的年度刚性任务，内河渔船退捕
则遵循自愿原则。各相关市、区在此
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本地区实施方案并
具体实施，12月 10日起，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对各市区长江全面退捕工作督
查，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市级方案出台后，各相关市、区也
先后制定了安置方案，并积极做好全
面退捕安置的准备和启动工作。在听
取汇报和查看船网工具征收评估和拆
解现场的基础上，根据各地进展情况
和存在的问题，市农业农村局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并全力以赴做好退捕工
作，确保2019年底全面完成船网工具
征收、人员社保安置录入、征收渔船拆
解和征收渔具处置工作，并切实做好
征收渔船拆解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
作，确保按时完成长江镇江段全面退
捕安置。 （韦龙 周迎）

白兔镇梁山家庭农场：

无花果带来幸福生活

周迎周迎 摄摄

日前，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推进会上，一则视频引起了与会
者的注意。在视频中，曝光了我市多
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缺位”情
况。针对这些问题，各有关单位纷纷
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上报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近日，暗访人员再次对这些地点
进行回头看，发现在这些被曝光整改
的范围内，依旧存在其他问题。

明沟垃圾易反复
水体污染需“上心”

明沟排污、水体污染等是此次
被曝光的重点问题。

在镇江高新区蒋乔镇乔家门社
区东三组，穿村而过的水泥路划出
了“两个世界”。路东面是成片的大
棚，涉及种植和养殖等生产，大棚
边的明沟内有污水，有些干涸的明
沟里还有塑料瓶等垃圾。在路西面
的东三组23号民居墙边，沿路有一
排开始枯黄的植物，拨开植物的遮
挡，一条脏臭的明沟出现在眼前，
灰黑色的污水上漂浮着各色垃圾，
十分刺眼。

同样，不远处的蒋乔街道曹家
湾，明沟内还有鱼的内脏和鳞片，
化粪池顶盖有缝隙，没有盖好，有
些许臭味传出。而在丹阳市延陵镇
官井头村和丹徒区宜城街道西麓
村，虽然明沟内能看出已做过一番
清理，但又有各色的塑料袋“睡”
在其中，需要加强巡查，及时清理。

在水体污染方面，丹徒区谷阳街
道槐荫村、句容市茅山镇长城村白渚
自然村、白兔镇上兰村、下蜀镇雷巷
村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到位。其中，
槐荫村内虽在进行污水管网铺设，但

在张付后片的农田边，仍有黑臭水
塘，水体十分浑浊，有臭味传出，岸边
还有大量废弃的农药瓶，用村民老傅
的话说，今年夏天秧苗灌溉时，塘内
水草十分厚，加之水体黑臭，灌溉几
乎无水可用。

在白渚自然村内，一处大河塘
正在进行清淤作业，淤泥直接堆在
周围农田之中，但在穿村而过的路
边，还是能发现一处小水塘内水体
污染较重，需要尽快清理。

上兰村内两处池塘水体污染严
重，一个池塘一面靠着村路，其他
三面被民居围着，每家每户都有临
水踏板，水面上漂浮着泡沫，水体
十分浑浊；另一处池塘位于两家民
居屋后，水体呈黑绿色；在一处村
民屋后的菜地明渠内，埋着一口
缸，和明沟污水连在一起。雷巷村
村口有两个水塘，其中一个被村民
放养鸭子和鹅，水中芦苇较多，水
体已呈黑色，有臭味。

垃圾堆放还需“再到位”

针对乡村公共空间杂物乱丢乱
放的整治现象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必
要环节。在此次曝光的多个问题村
中，该项整治工作到位率较高，京口
工业园区上隍村、蒋乔街道五洲山村
等村内，生活垃圾、建筑废料乱放的
现象经过整改，已初见成效，村内主
干道通畅，村民垃圾堆放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句容市茅山镇袁

相村内一处电线杆下还有一堆瓦片，
瓦片对面的村民房屋后，还有一堆砖
头，但并未影响主干道通行。

同时，宜城街道谷阳村内，针对
“牛皮癣”的整治，只在沿街一侧开
展，街道巷子内“牛皮癣”依旧存在，
需要进行清理。

在丹阳市延陵镇联兴村内，露天
垃圾堆放较多，需要及时清理。

残垣断壁需要尽快拆除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
不断向城市聚集，无人居住的民房由
于年久失修，成了一个个安全隐患。
在此次曝光的整治问题之中，无保护
价值的残垣断壁的清除，也成为一项
难点。

在丹徒区辛丰镇西石村，沿着一
条村道往村里走去，就能看到一个建
在坡上的木结构民房，由于年久失
修，已倒塌了大半，只剩下部分框架，
需引起注意。

在镇江新区姚桥镇姚镇村，穿过
热闹的新街，来到有些冷清的老街
上，路边一栋夹在两户小楼中的房子
已经倾斜，靠着西边楼房的墙壁。木
质结构的矮房岌岌可危，随时有坍塌
的风险，或许会对周围行人造成伤
害，需引起重视。

在大路镇东岳村，一处民房的西
面已拆，南面靠着一堵墙壁，看着有
些危险，还需加以重视，尽快处理。

郑 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