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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视点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何东兵

日前，我市一起“鱼腥味”小麦事
件引起关注，收获的小麦闻起来有鱼
腥味，导致卖难。那么，为何小麦会
有“鱼腥味”？这样的情况如何避免
再次发生呢？

事情发生在丹徒区宝堰镇李家
边村，6月初，种田大户袁永林、孙宏
凤夫妇收获的 1.5万多公斤小麦，因
有“鱼腥味”导致销售受阻。得知消

息后，农业部门及时赴现场进行鉴
定，同时派出栽培和植保技术人员现
场踏田调查，确定发病程度，并积极
帮助联系农业保险部门，通过保险理
赔，适当降低农户损失。同时，通过
积极联系拥有先进加工设备的收购
企业，进行有效对接，小麦得以降价
销售。

种在农田里的小麦为何会有“鱼
腥味”？其实，罪魁祸首是一种名为
腥黑穗病的“病害”，该种病害发生以
后，不仅会对小麦产量造成损失，而
且小麦带有鱼腥味直接影响销售。
据了解，小麦腥黑穗病属于典型的种
传病害，病菌主要附着于种子表面或

者土壤中进行越冬和越夏。如果上
年小麦发生腥黑穗病的田块，土壤里
就会含有病菌，如果上年小麦没有发
生腥黑穗病的田块，那么病菌来源主
要是种子。小麦播种后，如果种子或
者田间带菌，病菌就会从芽鞘侵入并
形成危害。

此次袁永林夫妇遭遇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病害的发生，另一方
面，也是受制于传统种植方法的“拖
累”。据农业部门技术人员调查发
现，今年少数农户田块发生的小麦腥
黑穗病，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叠加造
成的，一是农户使用了自留小麦种，
制种田块田间检验较严格，一般种子

不会带菌，而自留往往难以保证；二
是农户播种时直接白籽下田，未采取
药剂拌种处理，一旦带菌发病，无法
抑制发生。

其实，袁永林夫妇的遭遇并不是
个例。近年来，小麦腥黑穗病在我市
乃至全省每年均有不同程度发生，由
于采取了科学药剂拌种处理，大面积
控制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
个别种植户存在惜本思想，不仅选择
自留小麦种，而且也不采取药剂处
理，最终带菌田块就不可避免有一定
程度发生，一般田块穗发病率在 5%
左右。据全市后期系统调查，今年小
麦腥黑穗病发生面积累计 2135亩，

约占全市种植面积67.31万亩的千分
之三。

那么，针对这种腥黑穗病，如何
防治才是最有效的呢？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根据小
麦腥黑穗病发病特征，今后农户可通
过以下途径预防腥黑穗病发生：一是
如果今年腥黑穗病发生较重的田块，
由于土壤中已经带菌，可以通过休耕
或者轮作油菜等其他作物；二是在小
麦种子选择上，尽量选择正规的优质
包装品种，不要选择自留种；三是小
麦播种时选择 6%戊唑醇种衣剂（立
克秀）进行药剂处理后再播种，能有
效抑制腥黑穗病病害的侵染危害。”

让有“鱼腥味”的小麦不再出现

农业部门提醒农户加强种质资源管理

补植秧苗
四野莺飞落日长,禾秧万顷踏车忙，芒种过后真是

忙。三夏大忙时节，农民们挥洒辛勤汗水，在田野上交织
出一幅幅动人的农耕场景。近日，记者在扬中市油坊镇
凤鸣村的田头看到，机插秧后，农民们正在水田稀疏处
人工补植秧苗。 徐蕾 继业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吴梦琪

“现在正是给葡萄套袋的时
候，现在果子已经长的半大了，套
起袋来等着成熟。”近日，句容市茅
山镇风燕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陈志
风十分忙碌，农场 20多亩葡萄需
要套袋，平均每亩套袋 4000 个。
虽然数量“庞大”，但于他而言，在
多年实践下，早已是从容不迫。

这片位于茅山镇丁庄村的农
场，没有跳出“区域特色”的范围，
主销品种定在了葡萄上。按陈志
风的话说，“伺候”葡萄十几年了，
早已是驾轻就熟。“早在 2008年，
家里就种起了葡萄，当时有 6亩左
右，主要是妻子在管理，除了葡萄
上市季节外，我都在外面做水电
工，家庭年收入能有十万元左右，
也没想到后来会成为一个专职农
场主。”

转变出现在 2016 年，由于几
年来一直坚持去南京市场零售，拒
绝小贩的收购，销售价格的“水涨
船高”，也让陈志风发现经营好葡
萄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挣得少。
同时，随着家庭农场的注册成立，
面积一下子扩大到 75亩，葡萄种
植面积也随之增大，从最初的 6亩
增至 8亩，光靠妻子一人管理，颇
为辛苦。“思前想后，我决定放弃打
工，专心在家经营好农场比什么都
强。”

说干就干，陈志风定位农场主
业葡萄，把种植面积扩大至 20亩，
剩余地块进行苗木种植、鱼塘经营
等。“我们夫妻俩只需要全力管好
葡萄就行，苗木省工省力，鱼塘也

是一年打两次网就行，不需要额外
请人管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都集
中在葡萄上。”

和丁庄的大多数农户一样，在
陈志风的农场里，葡萄的种植品种
也是从单一到多样的过渡。“以前
我这边的品种只有夏黑和巨峰，随
着这些年新品种推广和市场的反
馈，我这边的葡萄品种也从两种增
至 5种，其中，阳光玫瑰、白罗莎和
金手指都是后来‘添加’的。”陈志
风说，虽然这几个是后来的，但现
在都能在园里“唱主角”，依托于这
几个品种的高售价，果园的收入也
在逐年增加。

其实，收入增加的背后，是葡
萄“畅销”的最好证明。说起自家
葡萄的销售，陈志风十分感慨，当
年拒绝小贩的收购而选择前往南
京零售的“先苦”，让他享受到了醇
香的“后甜”。“在南京零售的几年
里，我积累了一大批老客户，就喜
欢吃我家的葡萄，年年葡萄成熟
时，电话就打来了，这两年更是通
过微信下单，订单火爆，天天要往
南京送葡萄，只有周末上门采摘人
数较多时，才能抽空在家休息一
天。”

辛苦的付出，换来是心里的
甜。几年来，葡萄的亩均收入从最
初的1万元，涨至现在的2万多元，
20多亩葡萄足够让这个四口之家，
过上安心的小康生活。“我这还在
葡萄树下散养鸡，鸡蛋供不应求，

除了老客户订购外，本村还有村民
上门购买，常常处于断货的状态。”

将葡萄园打造的更好，是陈
志风不断地追求。“目前，葡萄园
全部采用避雨设施栽培，肥料都
是黄豆和鸡粪为原料的有机肥。
下一步，我准备请教农业专家，
在果园里采用绿色防控技术，进
一步提升葡萄品质，让顾客吃到
更好吃的葡萄。”

本报讯（徐蕾 继业 张宇） 今年
以来，扬中市油坊镇会龙村以人为本、
民生当先，以干净、整洁、惠民为标准，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以垃圾分类
为抓手，积极调动群众和乡贤的力量，
开展集中整治。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事关广大群众
民生福祉，会龙村在此次整治过程中，
已落实标准化室外篮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以及健身路径，村民业余生
活得到新的提升。此外，会龙村启用

“党建+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坚持党
建引领，充分发挥村党员、党小组长的
带头作用，将14个党群议事驿站建到

党员家中，分散到群众中间，听民情聚
民意。

在会龙村，家前屋后干干净净、柴
草杂物整整齐齐，已经扩宽的农村道
路两旁整齐摆放着多个小型分类垃圾
桶，取消原先的垃圾池集中收集模式，
在村民住宅附近配备专属的可回收与
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会龙村党委书
记王荣华告诉记者，村里拆掉了原来
的垃圾池，因为垃圾池经常出现焚烧
垃圾的现象，其次，在夏季等气温高的
时候，给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带来不便。
目前，垃圾分类工作已覆盖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预计在8月份前全部完
成。对后续管护工作，王荣华信心满
满：“埭前基本上靠村民自觉行动，埭
后我们只要正常维护就可以了。对于
一些行动力不足的家庭，我们通过”党
小组+“模式，进行结对帮扶，确保环
境保护的路上，一家一户都不落下。”

省水文局镇江分局抢测
新孟河界牌枢纽闸断面数据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镇江分局站网科和城区监测中
心有关人员赴新孟河界牌枢纽节制闸
现场进行流量测验断面测量，采集缆
道测流断面数据，确保新孟河界牌枢
纽节制闸通水后能够及时提供水文
保障。

新孟河今年即将通水，镇江水文
分局高度重视水文测报工作，要求确
保做好水文保障工作，按照要求及时
提供水文资料。随着新孟河建设工程
的强力推进，分局站网科与城区监测
中心有关人员于将分局“抓水文业务
的同时狠抓安全生产”的理念和制度
要求落到实处。大家利用星期天时间
加班抢测断面数据，在测量过程中，克
服高温天气。在完成水准测量后利用
GPS进行断面起点距的测量，确保采
集的数据准确可靠。

新孟河工程是国家治理太湖水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重点工程，
是流域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引水河道。
镇江水文分局将积极履行水文监测职
责，及时提供水文监测数据，为新孟河
做好水文保障工作。（栾继业 谢运山）

本报讯（继业 须俊 周洁）“谢谢
你们，这个礼物送到了我心里。”近日，
独居老人毛土根在收到扶贫部门资助
的电饭锅和爱心款项后，不住地连声
道谢。年近70的毛土根是丹阳司徒镇
屯甸村人，孤身一人的他年收入来源
只有土地租金、养老保险金等，加上村
里和民政的补贴才能达到脱贫线，是
村里的“脱贫不稳户”。

近年来，丹阳市扶贫办和当地村
委会一直在尽心尽力帮助老人。丹阳
市农业农村局扶贫科科长庄英告诉记
者，当得知老人家的电饭锅坏了后，她
第一时间买了一个新电饭锅送了来。
尽管听力二级伤残的毛土根一开始听
不清庄英的讲话内容，但看到送来的
九阳牌新电饭锅后立马就明白了，很
是激动。

去年，丹阳市圆满完成了新一轮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何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农户返贫成了扶贫工作下一
步重点。今年以来，围绕“高水平小康·
丹阳在行动”活动，丹阳启动了脱贫攻
坚“回头看”工作，通过对脱贫人口、达
标村、扶贫项目、阳光扶贫、防止返贫
机制“回头看”，及时发现可能影响脱
贫质量、稳定脱贫的薄弱环节和问题，
对近期摸排的“脱贫不稳户”和“边缘
户”两类人员的需求再进行精准扶贫，
开展“一对一”帮扶，来促进经济薄弱
村和建档立卡低收入人群全面高质量
稳定脱贫。

所谓“不稳定脱贫户”是脱贫人均
收入低于8500元的建档立卡户，而“边
缘户”则是收入略高于6000元未纳入
建档立卡范围的边缘人口。对这两类
人群做好动态监测，就是要把“两不愁

三保障”真正落实到位。庄英表示，通
过开展“两摸底”工作，全面了解掌握
了这两类人群共计102户、199人的帮
扶政策落实情况、后续帮扶需求情况、
家庭收支变化情况，再分析其脱贫稳
定性，有利于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建立

“一对一”精准帮扶机制，进而动员社
会各界力量进行有效帮扶。

“一对一”精准帮扶工作还注重紧
密结合当下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丹
阳延陵镇东皇村结合正在开展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通过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签订农村环境卫生保洁议书，既帮
助了贫困户劳动创收，又调动了群众
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平时家里活不多，空闲时间就在
村里转转，看到哪里脏乱差，顺手就能
清理，每月还增加了一笔收入！”在村
道上，东皇村贫困户周兴志和束义方正
推着垃圾车，边走边清理路边的垃圾杂
物。提起自己的工作，两人喜不自胜利，

“美化家园人人有责，我们力所能及为
村里环境整治出份力的同时，还能获得
劳动报酬，这是村委会对我们的关心，
让我们稳步脱贫温饱后奔小康了！”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劳动能
力的人，村委会出资提供卫生保洁工
作，让他们包下村里的卫生清理，实行
多劳多得的原则。”东皇村党总支书记
束和平介绍，目前已有5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参与进来，对村内道路和保洁区
进行清扫整治，同时还督促村民自主
做好房前屋后卫生，这不仅带动了贫
困户就业，还使村内卫生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和决胜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

全市粮食生产统计
培训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周迎 成春枫） 9日，市
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统计、国调联合
召开了全市粮食生产统计培训工作会
议。来自市、区两级农业、统计、国调
部门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
各乡镇农服中心主任、统计站长 150
余人参加会议。

当前，正值全市上下“三夏”大忙
时刻，举办此次会议，是为了贯彻落实
省市确保粮食稳产增效有关文件精
神，确保全市粮食生产种植面积和产
量“两个不低于”目标任务的完成。会
上，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和镇江
调查队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如何做好粮
食生产统计工作以及下阶段工作进行
了部署。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业农村局、统计局、国调队要构建联
合会商机制，定期进行沟通交流，争取
全市上报数据的统一，防止出现应报
未报、应报漏报现象。今年粮食种植
面积、总产量不得低于上年，秋粮生产
极为关键，水稻尤为重要，各地要千方
百计种足水稻，挖掘旱杂粮生产潜力；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种粮属性，确保粮
食种植面积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做好粮
食生产，各市、区要落实“一种就管”工
作，按“一推四普及”要求落实精细田
管措施，加大新品种示范推广力度，建
成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24个，实
现优质食味水稻面积达70万亩以上。

市供销社全员参与
我市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徐蕾 继业 智国） 为扎
实做好今年全市秸秆禁烧工作，市供
销社积极部署，领导带队、全员参与，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根据市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指挥部
办公室印发《关于印发镇江市2020年
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此次市供销社的防治区域为丹徒
区宝堰镇。市供销社高度重视，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根据方案要求
制定了《市供销社秸秆禁烧工作巡查
小组人员安排表》，明确要求市供销社
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全员共同参与。
此次巡查共分成五组，每组4-5人，五
组人员轮班巡查，既保证了巡查工作
全天候全覆盖，又保证了供销工作的
正常开展。

近日，市供销社与宝堰镇政府进
行对接，通过巡查重点严查秸秆焚烧
和秸秆抛河等行为，共同营造全社会
支持秸秆禁烧的良好氛围。

省河蟹体系首席专家
来我市开展技术指导

本报讯（周迎 马梁） 9日，江苏
省现代农业（河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潘建林研究
员一行来镇开展河蟹养殖技术指导。

潘建林一行实地走访了江心洲河
蟹养殖企业，了解当前河蟹长势及养
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养殖单位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解答，并
就当前河蟹养殖生产中的水质调控、
水草养护、蜕壳管护、疾病防控等环节
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建议。希望镇江立
足江蟹，围绕标准化生产、尾水达标排
放等绿色生态养殖技术，打造一批健
康养殖示范基地，唱好“镇江江蟹”品
牌文化。

陈志风：田中有“金”全情投入

陈志风正在进行套袋作业。
周迎 摄

巩固脱贫成果 防止农户返贫

丹阳“回头看”精准帮扶
“脱贫不稳户”“边缘户”

扬中油坊镇会龙村：

垃圾分类为抓手做好整治

图为干净整治的会龙村。继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