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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虎水蜜桃 种出农民好光景

“要不是种上了水蜜桃，我们哪有
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杏虎村第一批
种植水蜜桃的农户，韩金荣笑得特别
开心，因为他种桃种出了好日子，桃园
年收入 16万元，在城里购了房，也买
了车，全家过上了新生活。

“父亲生病，妻子身体不好，孩子
又小，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打零工生活
……”20年前，韩金荣全家年收入仅
千余元，是该村的贫困户，回想昔日的
穷日子，韩金荣一个劲儿地摇头。

韩金荣与水蜜桃的故事，是杏虎
村近 200 户桃农脱贫致富的生动缩
影。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时
代楷模、果树专家赵亚夫及其团队的
帮助指导。

地处茅山老区丘陵地区的杏虎
村，20 年前，还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从2000年开始，赵亚夫开始结对帮扶
杏虎村，一方面，他动员鼓励农民种水
蜜桃致富；一方面，他组织专家团队常
年对桃农进行“一对一”指导和培训，
并以科技带动土壤改良、品种普查、科
技推广，加快水蜜桃种植向专业化、生
态化转变。

在科技种植的引导下，杏虎村水
蜜桃的名气越来越大。2006年杏虎
村成立了果品专业合作社，后来又
注册了“杏虎村”牌商标，通过了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该村水蜜桃已经
扩大到了 1500 亩，每亩平均年收入
8000-12000元。2019年，全村人均年
收入达到 18000元，而合作社成员的
人均年收入突破了25000元。

从 2006年起，杏虎村有了果品专
业合作社后，就有了专门的水蜜桃销
售市场，也有了经纪人，水蜜桃走得更
远，一箱一箱卖，并且实现了统一品
牌、统一标准、统一销售，改变了过去

“各自为战、价格不一”的销售现状。
目前，杏虎村依托江苏省丹阳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许杏虎烈士纪念
馆、桃花山庄、万新蓝莓庄园、党员红
色教育基地等，将十里桃林融入旅游
观光农业；依托两千余亩果园（1500
亩水蜜桃、500亩黄桃、300亩蓝莓）和
连片茶园，大力发展一、三产业，使农
家乐餐饮、鲜果采摘、度假休闲为一体

的综合旅游观光农业进档升位，着力
打造“春天踏青赏花、夏天避暑纳凉、
秋天采摘瓜果、冬天品尝美食”的“世
外桃源”。

屯甸茶叶 铺就农民致富路
地处丘陵岗地的屯甸村，3000多

亩茶园以绿色巨画迎候前来的人们，
一行行茶树，一片片茶园，犹如巨笔，
扬万条绿，抒一路情。

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
级生态文明示范村，屯甸村引水困难，
水稻种植不适，但屯甸村因土壤、气
温、水质、空气等条件极适宜茶叶生
长，有“茶叶之乡”的美誉。

屯甸村党委书记毛锁龙介绍，屯
甸村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的总
体规划下，大做农业产业文章的同时，
通过引导农民将土地向规模化集中、
引进民资和工商资本的投入、土地流
转、土地入股分红等工作措施，提高农
民收入，“目前，屯甸村1100多户农户
有 70%以上种茶，全村茶园面积达
3000多亩。”

为了提高茶农收入，司徒镇屯甸
村成立了曲阿茶叶专业合作社，按照

“合作社+农户+基地+市场”的运行模
式，实行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田间管
理、统一鲜叶收购、统一产品加工、统
一质量标准、统一以“曲阿”品牌销售
的管理模式，使茶叶品质得到了保证，
有力地带动了屯甸村茶产业的发展，
2019年，该合作社茶叶销售就达到千
万元。

毛锁龙介绍，合作社成立以前，茶
农们生产的茶叶存在几个问题：一是

卖茶难，二是价格上不去，三是没有自
己的品牌。通过组建合作社后，这几
个问题都解决了。“通过初步运作，很
多茶农从中得到实惠。”

“我们成立了曲阿茶叶专业合作
社，创建了曲阿茶品牌，主要是为了帮
助老百姓销售加工。”毛锁龙介绍，
茶叶收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茶叶的
最好品质是春茶，其次是秋茶。“比如，
每斤秋茶能卖到120元到150元，一亩
茶叶的效益能达到4000至5000元；如
果产量和质量都是上乘，每亩效益达
到7000多元。”

经过近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茶
叶种植这一资源优势已转化为屯甸村
的产业优势，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品
牌，曲阿茶叶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茶叶

成为“不愁嫁的女儿”，该村 70%农民
也走上了茶叶致富路。

“如果没有茶叶收入来源，我这个
家就看不到生活的阳光！”作为种茶、
制茶三十多年的茶农戴荣林，原本家
庭条件好，后因他和妻子均患病，导致
家庭困难，“我家就是靠 10多亩茶园
的收入，扭转了贫困的局面。”

三箭齐发 打造省级园区新标杆
除了1500多亩桃园、3000多亩茶

园，江苏省丹阳现代农业产业园还拥
有 6.6万余亩的粮食区、2.3万亩的苗
木园区以及年出栏生猪 11万头的养
殖区。

根据园区资源环境特色和产业发
展基础，江苏省丹阳现代农业产业园
已形成了“一心、三园、两区、一带”的
园区空间布局。“一心”，即综合管理服
务中心；“三园”，即粮牧循环科技示范
园、稻麦科技创新孵化园、农产品精深
加工园；“两区”，即优质粮油产业示范
区、生态经济林果产业区；“一带”，即
北至南贯穿司徒镇与延陵镇两个乡
镇，沿生态大道形成一条生态休闲农
业集聚带。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
体，如何发挥农业产业发展的标杆、示
范、引领、带动作用，打造高标准的现
代农业产业建设样板区和产业兴旺撬
动乡村振兴的示范典型，丹阳市司徒
镇党委政府的做法是：以政策支持、基
础建设、腾笼换鸟“三箭齐发”，着力打
造省级园区新标杆。

为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近年
来，除了上级资金补贴以外，司徒镇还
对农民给予水稻、小麦、果树新品种引
进、新技术推广、新模式种植进行补
贴，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节省种植
成本，提高亩均收益。另外，还对农民
给予经济林果、机械、粮食等补贴，今
年 1至 10月，司徒镇对农民发放各项
补贴200多万元。为确保补贴资金发
放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司徒镇纪委联
合司徒财政分局、镇农经科等部门，持
续强化对资金发放的监管，切实维护
农民的利益。

为加强园区硬件基础建设，司徒
镇每年加大投入和奖补力度，今年 1
至 10月，该镇投入 1000多万元，除了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外，还对农
村道路硬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整个开
支的20%奖补。

近年来，司徒镇通过腾出落后产
业项目的土地、关闭并整平窖厂等形
式，腾出1000亩土地，一方面，用于发
展经济林果；另一方面，通过丹阳市、
司徒镇两级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与

镇江农科院合作建设水蜜桃品种更新
科研基地。

目前，江苏省丹阳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组织健全、管理有效、基础设施
配套、产业优势明显、科技水平领先、
服务平台运行良好、带动经营主体效
益明显。园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司
徒镇将以打造省级园区新标杆为目
标，做大做强园区五大产业，引领一方
农民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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