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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去年提供
3.6万亿元风险保障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近日在
天津表示，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规模在
迅速壮大，提供的风险保障从2007年
的112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6万亿
元，业务规模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梁涛在“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
展论坛”上表示，2007年，我国农业保
险保费收入为51.8亿元，预计2019年
这一数字将达到 680亿元；农业保险
服务的农户数也从 2007年的 4981万
户次增长到2019年的1.8亿户次。目
前全国农险承保的农作物品种为 270
余种，基本覆盖了各个领域。2008年
以来，农业保险累计向3.6亿户次支付
保险赔款 2400多亿元。在非洲猪瘟
疫情和台风玛莉亚等自然灾害中，农
险对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维护和保障
人民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徽：鼓励农产品产销主体
登录平台“可追溯”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新政
策，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登录安
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提交注册申请，履行追溯义务，确
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自今年
1月起试行的《安徽省追溯平台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试行）》，适
用于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
入批发市场、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单
位前的质量安全追溯。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是指运用信息化的方式，跟踪
记录生产经营主体、生产过程和农产
品流向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满足
监管和公众查询需要的管理措施。

贵州：成立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发布消息称，
该省于1月12日成立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由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高校和农业
企业组成，将通过优势科技资源集聚、
重大科技任务协同攻关、科学运行机
制创新等手段，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
的创新联合体，将为现代山地高效特
色农业发展和茶叶、食用菌、生态畜牧
等贵州 12大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协调共赢。 （继 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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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回头
看”，重点加强对已脱贫人口特
别是边缘户的动态监测，综合
运用扶贫基金、社会救助、就
业促进等政策，及时做好因
病、因残致贫返贫人口的帮
扶，确保稳定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巩固脱贫成效，总结推
广结对帮扶、产业帮扶、项目
帮扶等经验做法，做到过渡期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
摘政策、不摘监管，逐步形成
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点评 “两不愁三保障”
是指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之年，高质量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是党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通过脱贫攻坚“回头
看”，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实
现稳定脱贫。通过形成稳定脱
贫的长效机制，让脱贫村子有
底气，脱贫群众有保障，小康
生活越来越美好。

2. 稳 妥 推 进 农 村 “ 三 块
地”改革，推动人才、土地、
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和平等交换，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

点评 “三块地”改革涉
及城镇规划区内建设用地、农
村耕地和乡村建设用地。

3. 壮大特色产业，推进农
业结构调整，做优做强高效园
艺、特种养殖等特色产业，培
育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15
个，打造“一村一品”升级版。

点评 “一村一品”是以
村为基础，充分发挥本地优

势，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
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
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
或产业，从而大幅度提升经济
实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今
年，我市在壮大农业特色产业
将重点在“提升一个载体，强
化三个带动”上下工夫。通过
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
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载体，强
化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
招引带动作用，坚持“一村一
品”“一镇一特”发展思路，加
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发
展应时鲜果、优质茶叶、绿色
蔬菜、花卉苗木、特种养殖等。

4.新建高标准农田 3万亩，
新增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8家。

点评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
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

“基础”；而助力家庭农场发
展，则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添砖加瓦。2020 年，我市将新
建高标准农田 3 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0.3万亩；同时，将新增
国家级、省级示范社20家，省
级、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0家。

5. 粮食产量和地产蔬菜供
应，优化完善肉菜追溯体系功
能；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扎实
推进市区畜禽综合屠宰场、病
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建设。

点评 稳住老百姓的菜篮
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今年，全市将新建蔬菜基地
2700 亩，地产蔬菜自给率达到
56%左右；实现生猪大中型规
模养殖比重达到 80%。同时，
实 施 畜 禽 养 殖 场 污 染 治 理 ，
2020 年，全市规模养殖场治理
率达到 95%以上，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6. 美 化 乡 村 环 境 ， 完 成
“四清一治一改”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
所革命”和农业废弃物治理，
试点实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完成铁路、公路沿线“两沿”
可视范围散坟整治工作，新增
91个美丽宜居村庄，培育10个
市级特色田园乡村。

点 评 “四清一治一改”
是指清理垃圾、清理河塘、清
理农业废弃物、清理无保护价
值的残垣断壁，加快改变农民
不良生活习惯，加大乡村公共
空间治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首场硬仗，
我市将按照农业废弃物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农村“厕所革命”
四个专项方案要求，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硬任务落实。

7. 补好短板弱项，统筹推
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同
质；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实施通村组硬化路建设，
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全
覆盖；推动新一轮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巩固提升农村饮用水
安全水平，让乡村生活更加美
好。

点评 补好短板弱项，完
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
施建设，让农民生活更舒适，
让乡村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周迎 继业

“我们上个月底带去南京参加
农展会的粉丝，卖得一袋不剩。今年
的粉丝销售收入比去年翻了一倍。”
日前，扬中市三茅街道兴阳村村委
书记陆廷余说起村里的“粉丝热”十
分兴奋，在他和村两委的努力下，
2019年兴阳村的粉丝销售额超50万
元，产业发展向好，村民生活安乐。

曾几何时，“行路难”是2002年
前兴阳村的真实写照。“因为都是石
子路，怕轮胎开坏了，出租车司机都
不愿意载客去兴阳。”陆廷余说，当
时村集体年收入只有3万多元，修一
条路谈何容易。“路不通何谈发展，
我自己带头捐了1万元，村内企业和
村民也自发捐款，终于修出了一条
致富路，这为后来农业产业的兴旺
发展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2006年，陆廷余和村两委拿出
“大规划”，在村里划分出4大板块，分
为工业集中区、粮食丰产区、村民集
中区、生态农业区。“有了‘根据地’，
就为农业产业发展埋下了第二个伏
笔。”

随着扬中工业化发展加速，农
村老年化、空心化现象加剧，兴阳村
3个村民小组的300亩农田面临“谁
来种”的难题。2015年，为了盘活闲
置土地，陆廷余按照每亩1500元的
价格，将300亩土地流转到村集体，
准备在农业产业上做文章。“当时村
里提出‘三新’，即培育新农民，发展
新型农业，建设新农村。新农民就是
村干部带头，新型农业就在这300亩
农田中孕育，通过发展一二三产融
合，来建设新农村。”

说干就干，经过考察，陆廷余决

定种红薯，做粉丝。通过引进徐州农
科院的高出粉率红薯苗，购置种植
红薯的机械，各项准备工作有序开
展。“当时还有个小插曲，由于购买
的机械适合在山东的沙土上作业，
到了南方遇上黏性较大的黄土，有
些‘水土不服’。我们自己动手改良，
不但让机器重新‘上岗’，更研究出
了施肥、浇水、下苗、起陇一次成型
的多位一体种植方式，提高了劳动
效率。300亩地红薯，只要十余天就
能全部种下去。”

第一年，红薯大丰收，亩产超
过7000斤，出粉率达到30%，远超
普通红薯12%左右的出粉率。虽然
有了红薯粉，但“变粉为丝”却是
个技术活。“当时在安徽请了一个
技术员，但他提出要购买明矾、滑
石粉等添加剂来制作粉丝，我们不
同意。”陆廷余说，村里发展的是
良心产业，要生产的是无添加的粉
丝，这样才能立足长远。“技术员
没办法，喊来了在上海某食品厂工
作的儿子，父子俩连续试验了20多
天，终于研发出了只用红薯粉和水
制作粉丝的技术。”

好产品销售出去才有效益。
“2015年第一次去南京参加农展
会，现场很多粉丝价格只卖每斤5-
6元，而我们村的粉丝卖每斤20
元，有人质疑这么贵肯定不好卖。
我自己吆喝，采取半买半送的模

式，让消费者回家尝一尝。”陆廷
余说，靠着良心与口碑，兴阳村的

“扬朝”牌粉丝销售一年比一年
好，2019年再次参加南京的农展会
时，粉丝很快一售而空。

除了农展会的“推广”，引客
上门也是陆廷余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妙招”。“2017年，三茅街
道开始打造特色小镇，村里趁这个
机会，与旅行社合作，将游客带到
村里来，免费赠送2两粉丝，让游
客带回去尝一尝。就这样造就了很
多 回 头 客 ， 每 年 的 订 购 多 了 不
少。”陆廷余说，2019年，村里举
办了第二届乡村旅游节，三天半的
时间，来了10万人，交通拥堵，都
是靠着党员、村民义务进行指挥疏
通。“除了旅游节，2019年，村里
还流转了50亩地种植黑大米，每斤
20元，销售火爆。”

如今的兴阳村，产业发展态势
好，村民精神生活也更加富足。

“村里从2007年开始，连续举办了
13届春晚，村民都爱看。”陆廷余
介绍道，每年9月16日的“晚会”
上，除了表演节目，还表彰典型，
树立模范，引导乡风文明，村民的
凝聚力越来越好。“产业强村才能
为民办实事，提升村民精神素养，
才能村民团结，村庄和谐，实现安
居乐业。”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尤恒

市供销社积极参与
“三下乡”服务活动

本报讯 日前，2020 年镇江市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
丹徒区宜城街道西麓村农民广场举
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丹徒区供销合
作社积极参与“农业科技”志愿服务分
团活动。

当日，市区两级供销社在服务现
场设立咨询台，向农民朋友宣传废旧
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危害、回收
处置等相关农业知识，并赠送了价值
约1万元的化肥、蔬菜种子、农业科
技资料。参加活动的市区供销系统相
关同志表示，通过开展农业科技服
务，既践行了为农服务的初心使命，
也丰富了乡村振兴服务内容，他们引
以为豪。 （尧东 继业）

“黄土塘”垃圾分类
近日，记者在句容天王镇的黄土

塘自然村看到，这里的村居环境非常
整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摆放了村
里统一制作的两种分类垃圾箱。据了
解，通过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的建设和对非正规堆放点的整治，当
地正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短
板，经过美丽乡村建设和“三清一改”
环境整治，村庄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美。

继业 学谦 摄影报道

陆廷余在田间察看红蓍苗。 周 迎 摄

陆廷余（左）在田间。

陆廷余：产业强村 百姓安乐

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三农热词”

市“两会”刚刚胜利闭幕，新鲜出炉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三农”热点的好声
音真是不少。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闪耀着镇江人的“三农”作为、探
索和智慧，当我们盘点报告中的那些三农
“热词”时，更是激动不已，对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信心更加坚定！

数读2019三农成就

2019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五周年。全市上下始终牢
记总书记“镇江很有前途”的殷切期望，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三
农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解码2020“再出发”

2020年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开局之年，全市“三农”工作将坚持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快推进“三农”工作的高质量前行。

1.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11.28万亩。

2.10家企业入选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500强。他们是：
镇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
司、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南门市场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公
司、江苏环太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正大油脂有限公司、江
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花
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完成 144个规划发展村
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改造
1.34 万户农村无害化卫生户
厕；提档升级农村公路120公
里，改造农桥 26 座，丹阳

“镜彩农路·丹凤朝阳”获评
全省首批农路特色品牌。

4. 创成国家卫生镇 3 个，
分别是丹阳市导墅镇、皇塘镇，
句容市白兔镇；创成省级绿美
村庄26个，分别是丹阳市史家
村、王家村、聂家村、管山新村、
葛甲村，句容市苗岗村、上下大
门村、赵家村、邱家村、林梅村、
马埂村，扬中市裕园小区、六圩
埭、新安村 15组、联合村 7组、
鸣凤小区、普济小区，丹徒区先
锋七村、丰城郦庄、益平村四、
五组、五套十九组，润州区韦岗
村燕子窝，镇江新区西小庄、徐
家组、王家碾、葛村。

5. 对河道保洁、垃圾收
运、绿化管护、农村道路养
护、生活污水处理、村容村貌

“三乱”整治、村级综合服务
中心维护、文体活动设施管护
等工作实施的一体化长效管
理，扬中“八位一体”运行维
护经验入选全国首批农村公共
服务典型案例。

6.完成长江干流岸线清理
整治项目 94个，长江豚类省
级自然保护区问题彻底解决，
长江镇江段渔民退捕安置工作
基本完成。推进河（湖）长制
和河湖“两违三乱”整治，建
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7. 落 实 “ 两 不 愁 三 保
障”，完成 574户省级“四类
重点对象” (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危
房改造，204个经济薄弱村全
部达标，1.1万余户、2万余名
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脱
贫。城乡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
每月750元，低保、重残人员
实现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费。

点 评 回首 2019 年，一
系列数据汇聚成一份亮眼的

“三农”工作成绩单，凸显了
我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总方针。2019 年以来，全市

“三农”工作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扣

“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
得扎实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