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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艺婷

四季行至冬，位于丹徒区荣炳
盐资源区曲阳村的“丹徒（西甜瓜）
推广示范基地”内，迎来了一年中
相对清闲的时光。张志林和余福
存把大棚基地收拾打理一番，忙完
一年两季的种植采摘任务后，调整
至短暂的“自由模式”，去周边地区
走走看看，开展业务调研。

种瓜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两
位瓜田主人出生于 1999 年、1998
年，如此年轻的小伙扎根曲阳村
这片沃土已满一年。两人毕业于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曲阳
村结缘始于 2019 年 10 月的那段
毕业前实习期。他们在学院指导
老师和创业办的指导下，来到这
里，承包了 25亩地，并且工商登记
了 个 体 经 营 户“ 郁 葱 苗 木 种 植
园”，开启了种瓜之旅。从种子育
苗到瓜熟蒂落、再到装箱销售，这
两位小伙一手操办。他们是农家
子弟，像父辈一样吃苦耐劳，但又
与父辈的“种田模式”大不一样，
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

立志当新型职业农民，
干出新样子

张志林的家乡是云南丽江永
胜县，父亲常年在西藏建筑工地打
工，母亲在家务农。“打我记事起，
父亲就外出打工。我们那边一般
种一些玉米和果树，石榴、葡萄、龙

眼之类的，但经济效益很低。”张志
林说，看着父母常年如此辛劳，家
中还有一个弟弟，他立志奋斗、为
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学毕业
后，张志林报考了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的园艺技术专业。

余福存和张志林是同班同学，
也是舍友。他来自安徽省宣城。

“父母都在老家务农，父亲和别人
合伙承包了地，种了几百亩水稻、
小麦。我当时报考的专业全部是
涉农专业。父母支持我的选择，让
我放手干，我也想在外面拼出自己
的一片天地。”余福存告诉记者。

“老一辈种田很辛苦，作为青
年人，需要用更多知识和技能武装
自己，这样种田才能高效高产，提
升亩均产值。”同样出生于农村的
他们意识到，新时代背景下应该从
传统农耕模式中跳出来，当新型职
业农民，干出新样子。于是，两人
求学期间就志同道合、抱团奋斗，
立志学成共同发展。

“咱得钻研，学出真本领，
种出好果子”

“那个时候，我俩几乎天天泡
在实验室里，学习组培苗、对比实
验、测微量元素、日常田间管理
……一个豇豆就有四五个品种，一
个丝瓜有二三十个品种……咱得
钻研，得学出真本领、育出好苗子、
种出好果子……”他们说，当时班
上37个人，目前大部分从事涉农相

关行业。“能走到今天，特别感谢母
校的培养以及后期政策扶持，也十
分感激镇江市农科院一直以来的
技术支持和关怀。”

“我们的甜瓜就是在农科院拿
的种子，主要品牌有瑞月、白富美、
玉菇、佳蜜脆。拿到的种子是不能
直接种植的，需要育苗，这就得看
我们的本领高低了。”余福存说，一
个育苗盘约有50穴，要把很多育苗
盘放在专门的育苗场所里，温度和
湿度都要控制好，这样育出来的苗
品质才高。一般育苗期冬天在
35－40天，夏季在15－20天。

今年10月，记者曾随二位参观
过基地的大棚。25 个宽 6 米、长
110米的大棚瓜田，二人每天田间
管理至少来回走一遍。“我们用滴
灌袋注入水肥料，等瓜苗长到20公
分左右，还得给每株苗绑吊蔓绳，
那段时间工作量很大，需要另外喊
工人绑。前段时候我们忙着修剪
侧芽，剪去一些芽，保留 2－3个相
对优质的芽，确保后面长出来的瓜
品质最佳。瓜叶上的小洞眼，是螟
虫吃出来的，我们要及时发现，及
时喷洒药水。不过现在田间管理
效率也高，我们不用老式的喷雾
器，用的是汽油打药机，喷洒又快
又好。平时我们还可以跟基地借
用一些现代化农机设备，比如大棚
翻土机，这样的小机器开进去，平
均一个棚翻土用时 40分钟。”余福
存说，中秋节过后批量成熟的就是

夏季6月培育的第二批苗。现在有
25个大棚，平均每季种 2万多株瓜
苗，亩产在4至5千斤，一个大棚收
益近两万元。两季产值基本持平。

大棚外的田头停着一辆小卡
车。两位小伙自豪地告诉记者，这
可是他们今年自己新添置的，用于
装配和运输。

争取结合农业发展特色，
走出新路子

农活间隙，记者还参观了两人
的宿舍。只见写字台上贴着便签，
标注着工作日以及双休日晚间的
学习计划。张志林说：“忙的时候，
早晨天没亮 5点不到就得起床了，
一天作业12小时以上，所以只能安
排晚间自习。我现在已经报考了
南京农业大学的专接本，不断给自
己充电。”

“所有的农业基本是劳动密
集型的。大田作物亩产效益不
高，但风险小、收益稳定，瓜果种
植经济收益相对大一点，但是风
险也相对大。所以后期我们考虑
结合镇江农业农村发展特色，搞
多元化种植，不单纯种甜瓜，比如
拓展苗木栽培之类的种植。”余福
存还告诉记者，因为交通便捷，荣
炳往返句容开车仅半个小时，所
以他们经常去母校和农科院“取
经”，不断为自己的事业增加软实
力。“农村的天地广阔，我们可以
干的事还有很多。”

的梦想和坚持
——记深耕瓜果田园的两位95后青年

12 月 21 日，
市民展示在中国农
业银行镇江分行京
口支行兑换到的武
夷山纪念币。据了
解，此次发行的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武夷山普通纪
念币面额5元，发
行 数 量 为 1.2 亿
枚。自即日起，市民
可前去预约所在网
点进行兑换。
谢道韫 摄影报道

本报讯（曾海蓉 姚海亮 王旻
诗）“有不少船在这里停了不走，一看
也不是普通货船。”今年下半年以来，
市交通执法部门接到多起市民投诉，
称谏壁口门下游的雪沟水域有不少
船舶停靠，有时多达 20条。经现场
执法发现，在该水域违规停靠的大多
是危险品运输船舶，市交通执法重拳
整治查处危化品船舶违停行为。

记者跟随交通执法人员在现场
看到，雪沟水域长约两三百米，宽约
五六十米，是一处紧邻谏壁翻水站的
断头水域。长江进入汛期后，危险品
运输船舶停靠指定泊位下锚的难度
增加了，有些船主明知违停有风险，
仍抱着侥幸的心理，伺机将船停在这
片通航水域，和前来巡查的交通执法
人员玩起了“躲猫猫”。船上运输的
汽油、食用油、化工原料等危险品一
旦泄漏，将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
常生活，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坚决杜绝水上交通事故和
危险品泄漏的风险，交通执法部门在
今年 9月，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雪
沟水域禁止危险品运输船舶停泊的

通告”，并逐条登船进行政策宣传，解
释通告内容，提醒船民按规停靠到安
全泊位。同时，在水域醒目位置设立

“危险品船禁止停泊”警示牌，确保进
入该水域的船舶能第一时间知晓。

在广泛通告、全天巡查的整治攻
势下，对“明知故犯”的违停船舶，交
通执法部门坚决予以行政处罚。此
外，积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经同相关
部门协调配合，于近期在该水域的头
尾两处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实现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压监管态势，让
逃避现场执法的“躲猫猫”行为无处遁
形。安装视频监控设备之后，交通执
法人员能够实时查看雪沟水域的情
况，一旦发现危化品船舶“久停不走”，
即可通过视频“抓拍”来固定证据，经
由中国海事协同管理平台的船舶报告
系统，对船舶作禁止报港登记，有效遏
制了违规停靠还“躲猫猫”逃避执法的
现象，通过这种动态监管的方式坚决
打击危化品船舶的违停行为。

专项整治以来，已对 10多条危
险品运输船舶开出了罚单，处罚金额
在1800元到4000元不等。

断头水域岂能成“天然锚地”
交通执法整治危化品船舶违停

镇江日报社消防控制柜需更换，望有资质单位前来
洽谈。截止日期 2020年 12月 23日。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3815178912

镇江日报社
2020年12月21日

本报讯（汪蕾 赵丽丽 徐蕾 继
业）近日，在位于市区团山路龙脉广
场的许祥生南斗堂中医诊所，举行了
一个简朴而温馨的授牌仪式。市委
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市委离退休
干部工委联合将市级“银发人才工作
站”的牌子授予许祥生医疗团队。

据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有关领
导介绍，自2018年以来，市委老干部
部门围绕“乡村振兴”主题相继授予
10个农业老专家团队为市级“银发
人才工作站”，以“老专家+工作站”
模式，组织、凝聚老年人才投入“银发
生辉”大局。此次授牌，是继农业老
专家团队后首次授予医疗老专家团
队；随着老年人才作用和能量不断开
发，市委组织部人才部门也给予了极
大关注和支持，此次授牌，也是首次
由市委组织部与老干部部门联合授
予老年人才团队。

许祥生系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
伤科原主任，退休后创办南斗堂中医
诊所，继续用专长服务社会。授牌仪

式上，他深情地表示：自己在职时是
组织部“169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
组织部是人才的“娘家”；今天组织
部、老干部部门的同志登门授牌市级

“银发人才工作站”，自己有一种“重
回娘家”的温暖和亲切，这对广大老
年人才也是很大的激励和振奋。他
表示，要利用好“南斗堂”这个平台，
带领团队更好地服务社会、奉献社
会，一是培养人才队伍，让中医文化
发扬光大；二是让中医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中医、相信中医，让更多的
人接受中医治疗，直到康复。

2018年我市作家蔡永祥经过深
入采访撰写了《大医许祥生》一书，
该书站在传播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
的高度，从低处着手、从细处着笔，
深情描述了许祥生不断深造成长，
不断创新实践，以医者仁心救治普
通百姓，在国外施展医技、为国争光
的人生历程。

授牌仪式后，许祥生还向市委组
织部和老干部局的同志签名赠书。

“镇江市名中医”许祥生医疗团队
被授牌市级“银发人才工作站”

廉政小戏激励
社区医卫党员

本报讯(记者 胡冰心）“捍卫党
的纪律，维护党的光荣，讲政德守法
纪坚定方向，热血铸就党章……”近
日，宝塔路街道润州花园社区演艺团
的“百姓名嘴”连玉麟带着她的作品

《新时代崇廉新篇》走进黎明卫生服
务中心党支部，面向社区医卫全体党
员进行专场演出。

据了解，连玉麟通过接地气的
戏曲形式，将廉政文化融入其中，让
党员们听戏品戏的同时，潜移默化
受到廉政教育，在心中种下了清正
廉洁的种子，增强群众对清风廉政
的认同感。

本报讯（顾辉 庆海）“外形颜值
50分、口感内涵 50分……”12月 21
日下午，全国草莓精品擂台赛在句
容市开赛，25名评审专家手拿计分
本对来自全国各地草莓主产区的
50多个品种、640份草莓样品进行
综合评定打分。

“2007年第一届全国草莓精品
擂台赛举行时只有 200 份样品参
赛，其中只有1份国内品种；今年第
19届比赛，参加样品达到了640份，
国内品种占到了40%以上。这说明
国内品种的种植技术与新品培育水
平正在快速提升。”中国园艺学会草
莓分会会长张运涛说，如果不是疫
情影响，此次草莓擂台赛的报名草

莓样品将超过 1000份。“与往届相
比，草莓提前上市技术的应用也使
得今年赛事提前举办，也是本次大
赛的亮点之一。”

精品草莓评选讲究“望、闻、问、
尝”。现场评审人员告诉记者，“望”
就是要看草莓的长相、品相，一般外
表发亮、顶叶绿的卖相更好、更新
鲜；“闻”就是要闻草莓的香气，这是
草莓定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区
别于其他农产品的特征之一；“问”
就是要了解草莓的种植技术、成熟
时间等讯息；“尝”就是草莓的口感，
口感软糯甜的草莓更受市场青睐。

“最远的参赛样品有新疆的、
东北的、云南的，它们都是提前坐

飞机、乘高铁远道而来参赛的。”镇
江草莓协会会长唐山远介绍，这次
擂台赛全国的草莓主产区均有样
品参赛，白兔作为“中国草莓之
乡”，有 21 家农户、25 个品种参与
赛事角逐。

在第 17届、18届擂台赛上，白
兔种植户樊忠选送的容莓 3 号均
捧回了大赛金奖，与过去长途奔袭
外省参赛相比，今年主场作战的樊
忠信心更加满满。为了选好参赛
样品，樊忠提前一周在草莓棚里挑
选品相好的草莓。“今年选送的品
种是红颜，与容莓 3 号相比，它口
感甜中带酸，更爽口，再次期待金
奖的三连冠。”

全国草莓精品擂台赛开幕

全国640名“选手”句容“打擂”

“新农人”

12月21日，由省委
宣传部、省教育厅组织
2020江苏戏曲名作高校
巡演活动走进镇江高专，
江苏省梆子剧院为学生
们献上了大型原创梆子
现代戏《母亲》，该戏讲述
了一位伟大的英雄母亲
和她三个儿子的故事，让
学生领略了戏曲艺术的
魅力。

杨文杰 刘曦 王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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