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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新陶家庭农场负责人
陶爱华有些“忙”，虽然今年他流
转的农田有 70%进行了轮作休耕，
但还有近 200 亩的田块种上了小
麦。田里的杂草需要及时化除，生
长期提前的小麦也急需拔节肥的

“帮助”。他和妻子两人配合，加班
加点的在田间作业，为小麦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村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并
未放松，但村干部对我们这些大户
的春耕生产十分支持，提供了很多
便利，好让我能及时将田管做到
位。”陶爱华说，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春耕不放松，夏粮才有
好收成。

陶爱华是安徽人，选择到扬中
流转土地当种粮大户，还得从
1993年说起。那年，17岁的他刚
刚初中毕业，还在安徽邙山老家找
寻出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报
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扬中县实行
两田分离，把农民的口粮田和责任
田分开，口粮田农民自留，责任田
可以流转。”看到机会的陶爱华以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毅然背井
离乡，来到当时的三茅镇，承包了
70亩土地。

“那时候农业机械远没有现在
发达，干农活只能雇当地农民，所
以不敢把面积弄得太大，怕出问
题。”陶爱华回忆道，后来扬中拆
县建市，三茅镇变成了“市区”，
附近的农田被征用，他只好另觅他
地，来到了新坝镇的新宁村，流转
了300亩地，再次在农田里“施展
拳脚”。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 2005 年
至 2016年，由于土地租金、人员
工资和生产资料的开支一直都很
低，种粮效益可观，让陶爱华十分
有信心。“不夸张地说，这10年里
种粮的收益在50%以上，单就水稻
一季，一亩地就能赚500多元，如
果算上麦子一季的话，一年下来亩

均效益超过 700 元。”陶爱华说，
除了 2015 年小麦严重的赤霉病，
导致每亩地亏损了200多元，其他
时候都不错。“我算了笔账，刨去
各项开支，种粮一年的收益超过
30万元，天帮忙，人努力，日子
过得很舒坦。”

2017 年开始，随着国家对水
稻收购保护价格的逐年下调以及农
药化肥、人员工资的不断上涨，靠
卖粮就能“丰衣足食”的日子受到
了越来越严苛的“考验”。为了扭
转卖粮颓势，让农场维持正常运
转，陶爱华动起了求变的念头。

2019年夏天，已有610亩种植
面积的新陶家庭农场与丹阳市一家
大米加工厂合作，在300亩农田里
种下了优质食味米“南粳 46”。

“收割季节，我按照每斤 1.46元的
价格，把晒干后的稻子卖给了加工

厂，价格比外面的售价每斤高出了
近 1毛钱，还省下了烘干费。”陶
爱华说，除了这300亩的订单种植
之外，他还种植了120亩的新品种

“沪软1212”。“这是2018年拿过全
国金奖的品种，消费者十分认可，
在老客户的帮助下，每斤5元的销
售价格卖得还不错。”

在种粮收益下行压力加大的风
口，是继续坚守还是选择转行，陶
爱华给出的答案是“坚守”。“虽然
2019 年的纯收入只有过去的一
半，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对
农场的未来依旧保持着乐观的心
态。同时，希望市场能给予种粮户
一些‘友善’，让种粮人守着心里
的初心，继续在农田里奋斗，打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陈劲旭

3月 4日上午 7点 40分，戴着口
罩的十几名本地工人已陆续抵达丹
阳市丹北镇东方村的田头，这里是丹
北镇三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其
中之一。在经过体温检测、登记之
后，这些工人进入了被“围挡”隔出的
相对封闭的施工区域，开始了新一天
的“抢工期”。

“按照合同，五月底施工就要全
部结束。但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耽搁了 1个多月，直到 2月 20日

之后才正式复工，现在得赶紧抢抓工
期。”项目经理史安基看着眼前比计
划慢了15%的工程进展有些担忧，要
想如期完成全镇 6000亩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压力不小。“无论如何，我们
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质、
安全的抢抓工期，尽早完成项目规定
的各项建设任务。”

丹北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只是
镇江全市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我
市 2019 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共计
11.28 万亩，总投资 23856 万元。项
目自 2019年 8月省级主管部门批复
通过后，于秋收后陆续开工建设，计
划于 2020年 5月底前完成主要建设
任务。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到了
关键时期，而农田项目建设也迎来黄
金期。农田建设项目季节性强、施工
期短，能否按期完成 2019年度高标
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
务，将影响农业丰产丰收。

这几天，镇江新区农村经济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雪芬忙得“停不下
来”，往来奔波于丁岗、姚桥两地，推
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尽快复工。

“2019年，镇江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划面积为1.78万亩，分两个项目
区进行。这些天在两个区块间来回
跑，就是为了帮助复工企业出谋划
策，尽快安排人员到位。”陈雪芬表
示，目前，各施工基地的疫情防控物

资已基本到位，项目施工将按照本地
工人先上，外地工人组织集中隔离后
陆续进场的原则开展。“目前，两个片
区将集中力量，优先保障灌溉系统建
设，确保夏粮种植灌溉用水无忧。”

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
抓，确保疫情期间项目建设“不停
步”。“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早谋划、早
部署的原则，严格落实施工单位疫情
防控的主体责任和项目区乡镇属地
管控责任，加强对施工区域内疫情防
控的督查和指导，及时将外地员工纳
入农村网格化管理，将各施工标段疫
情防控责任分解到村居，确保防控无
死角。”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刘
和平表示，市农业农村局及时下发农

田建设项目有序复工通知，针对农田
工程以田间作业为主的特点，建立健
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复工帮办机
制，直接联系到各项目负责人，主动
做好项目复工的统筹协调和保障工
作，指导项目施工单位有序复工。“截
至目前，所有年前开工的农田建设项
目均已复工。”

项目建设不停步，发展眼光望长
远。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2019年全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复工的同时，
市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各地开展 2020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编制工作，计划下半年再新建高标准
农田项目4.3万亩。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倪璐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连日
来，广大农户和家庭农场正积极做好
田间管理和农机具维修保养等农事，
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工作，为广袤的田
野注入新的丰收希望。

近日，延陵镇大吕村东殷甲庄种
粮大户鞠金元从镇江油库以优惠价
进购了 14 吨柴油，他表示“春耕备
耕，农机先行。这些柴油可以保障我
们合作社的春耕用油需求”。

走进鞠金元家的机库内，只见各
式农业机械一应俱全，从去年腊月开
始，老鞠的女婿常亮就开始着手检修
保养这些“铁牛”了！到目前，农机合
作社的 6台东方红大型拖拉机、2台
高速插秧机、2台联合收割机以及其
他配套机具已全部检修保养、调试完
毕，将为春耕生产安全高效进行提供
保障。“这几年种粮效益下滑，唯有在
种好粮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农机综合
服务渠道才能增收。”为此，老鞠和女
婿还投资购买了 1 台无人植保机。
去年，常亮农机合作社共帮助当地及
周边大户机收水稻 2000余亩，开展

无人植保机飞防作业3000多亩。
鞠金元还介绍说，目前，他家的

400亩小麦除草已全部结束，3月初
麦田已开始施拔节孕穗肥。“种粮要
增效，离不开好的品种。今年春耕，
我打算继续优化水稻品种结构。”老
鞠告诉记者，去年稻谷价格低迷，多
年来一直作为优质稻米品种的南粳
5055 市场价竟卖不过一些普通稻
谷。为此，他在观摩考察后，决定今
年选用最新的优质稻米品种南粳
3908，并通过与大型米厂和粮库合作
等形式，推进优质稻米产业化发展。

“非常时期，要推进机插秧一条
龙服务订单，大家只能相互帮忙共渡
难关了。”同样，在珥陵镇大施村一方
小麦基地，常岸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赵爱军也表示近来增收要更多依
仗农业机械化了。

今年春节过后，该合作社通过电
话已接到机插秧一条龙服务订单面
积2000亩左右，其中有600亩服务地
点还在常州金坛区。赵爱军说，“由
于金坛新冠肺炎疫情相对较重，布控
至今未有松懈。为了保证农业生产
不误农时，我只能拜托当地村民帮忙
联系接洽订单，并按照每亩300元的
价格收取部分定金，以便早早做好订
种、育秧等各项准备，更好地为他们
提供打田、平田、育秧、插秧、植保、收
割等一条龙服务。”

疫情需防控，春光不等人。赵爱
军告诉记者，尽管受疫情影响，一些
农资采购不便，好在年后合作社所需
的秧盘、农药、化肥等农资已经基本
采购到位，而且育秧所需的营养土也
早已准备好，趁着这几天天公作美，
他一方面强抓有利时机加强麦田管
理，另一方面加紧落实机插秧一条
龙服务“订单”，争取今年农业有个好
收成。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书记工作室+自我服务”
白兔凝聚乡村治理力量

本报讯 疫情当前，面对草莓滞销
的窘境，句容白兔镇党委充分发挥农
民合作社联农带农的优势，依托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组织各类合作社在保
耕保产中积极作为、创新举措，让每个
人都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助抗“疫”。目
前，全镇40余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参与
疫情防控，参与防控120余人。

白兔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更是句容著名的草莓产地，村里现有
草莓种植户133户，种植面积1058亩。
自疫情发生以来，75%以上草莓滞销，
残酷现实愁坏了莓农。“如果草莓烂在
地里，一亩至少要亏1万多块，一年算
是白干了不说，还得往里搭钱。”白兔
村莓农心情沮丧。如何帮助莓农解决
销售难题便成了头等大事。

云兔草莓专业合作社是白兔镇最
大的草莓种植合作社，合作社社长、草
莓种植示范党支部书记纪荣喜想方设
法，通过在商超设置专柜，同城配送，
平台团购，“网络草莓节”等“线上、线
下”销售，打造集种植、采摘、加工、包
装为一体的“生产链”，日均帮助莓农
销售草莓3000余斤，积极解决群众的
燃“莓”之急。在村党组织的支持下，纪
荣喜还组建了一支由8名党员组成的
志愿服务队，指导莓农生产自救，努力
把损失降到最低。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抓好全镇农
资储备，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畅通
农产品流通渠道，千方百计保障农资
和农产品流通、供应、销售，有序推动
农业生产复工复产。”白兔镇党委书记
陈斌表示。 （秦川 继业）

天气太好也“烦恼”

春耕作物生育进程提前
小麦油菜亟须加强田管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越冬以来，我市气温持续偏
高，降水偏多的影响，全市麦油作物生
育进程明显提前，目前全市小麦已进
入拔节期，油菜已进入蕾薹期，部分早
播油菜已进入始花期，亟须加强田管。

在句容市郭庄镇，连片的麦田里
郁郁葱葱，麦苗迎着微风起伏，透着嫩
绿的活力。种粮大户陈小勇正在田头
查看麦苗长势，今年200多亩农田种上
了小麦，除草和施拔节肥的工作刚刚
结束。“去年老天帮忙，秋收的时候连
续晴好天气，收得快。同样，小麦种得
也比往年早20天左右。年后这段时间
雨水多，温度上得快，田里的麦苗也蹭
蹭地往上窜，快长到小腿那么高了。这
几天雇了2个本村的工人，乘着天气
好，把拔节肥施了下去。”陈小勇笑呵
呵地说，今年的春耕生产几乎没有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只要提前和农
资销售站点约好，他们很快就将需要
的农资送来，十分方便。

据了解，由于去年全市秋播小麦、
油菜适期播种（栽）比例高，播种质量
相对较好，目前在田麦油长势是近几
年最好的一年。但受“有利天气”的影
响，全市小麦生长进程较去年平均提
前10-15天。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在做
好新冠肺炎防控的同时，根据今年生
长进程提前的实际情况，科学组织春
季田管。“要清沟理墒防渍害，组织农
户对沟系竣深疏通，做到三沟配套、沟
沟相通，确保排水通畅、雨止田干。同
时要因苗施好拔节肥，春季管理的重
点是施好拔节肥。此外，要绿色防控病
虫草害，在做好春季化除的基础上，根
据田间病害发生情况，科学防控小麦
纹枯病、白粉病、赤霉病和油菜菌核
病。 （周迎 钟志仁）

长江全面禁捕联合执法
为贯彻实施长江江苏段全面禁捕

制度，加强我市长江水域禁捕管理，有
效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渔业生态环
境，3月2日，镇江市渔政监督支队组
织各辖市区渔政大队进行了禁渔执法
检查。当天，全市共出动执法船艇7
艘、执法人员31人，巡航里程186海
里，查获违规涉渔“三无船舶”2艘，清
理水中废弃网具60条、滚钩5绳。

马镇丹 韦龙 摄影报道

抢抓工程进度 保障粮食安全

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疫情期间“不停步”

春耕备耕农机先行
农户：今年增收将更多依仗“铁牛”

常亮在检修农机。

陶爱华：坚守初心的农田“守望者”

陶爱华正在田间除草。

位于镇江新区的江苏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育苗大棚里
速生菜（上海青）的栽种正快速展开。从育苗、移栽到成熟上市，一
季成熟只需20多天。 周 迎 摄影报道

速成菜抗疫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