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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敬
请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金
色
田
野

镇
江
三
农

投稿邮箱：zjrbjsty@163.com

奋斗者
奋斗者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毕风兰

“我们这的樱桃树是移栽过来的
大树，天气好的话，5月1日就能结
果，到时候欢迎大家来采摘。”最是
春日风光好。日前，在丹徒区世业镇
世业村，樱桃树林在春日的暖阳中茁
壮成长，看着一天天变样的樱桃树，
项目负责人李辉眼中笑意满满。

这个总投资6000万元，规划占地
120亩的镇江李尚樱桃栽培高效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由南京市汤磊樱
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以
樱桃、猕猴桃、柑橘等果树种植为
主，果品深加工为辅。目前，项目已
栽种樱桃苗2800棵，猕猴桃苗1800
棵，甜柿苗750棵。

“我们之所以选中世业洲投资，
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旅游观光采摘的市
场成熟，高效农业还被习近平总书记

‘参观’过，在这里发展高效栽培农
业，通过一三产融合，打造独特的亲
子采摘、观光旅游体验基地肯定没
错。”李辉表示，其实，给他更大信
心的，还是近年来镇江产业强市战略
的实施，生活在南京的他也常常看到
镇江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干货”
和“服务举措”，加上项目落地后，

当地的项目对接服务确实也很到位，
让他觉得来镇江投资农业的选择没
有错。

产业强市，是镇江的发展“底
色”，更是始终坚持的“一号战略”。
在新时代“新天地”的“争”程中，
镇江的产业强市战略贯彻得更为彻
底。乘着这股产业强市的发展东风，
我市农业产业的招引与落地也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021年，我们认真落实市委、
市政府产业招引工作部署，紧紧围绕

‘两聚一高’发展主题，加大乡村产
业招引力度，推动项目建设落地见
效，积极开展网络招商、中介招商、
专场招商、以商引商、展会招商、小
分队招商等，多措并举吸引各类资本
投资我市乡村产业，全力推进我市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与信息处处长赵凯介绍，去
年我市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实
现新突破，全市完成招引项目协议资
金87.18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290.6%；全年完成招引固定资产投
资0.1亿元及以上项目94个，占全年
目标任务的313.3%。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我市组
织开展乡村产业招商培训和推介活
动。其中，5月24日-27日，举办了

镇江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暨乡村产业
招商引资能力提升培训班；10月15
日，召开了2021中国镇江乡村产业项
目招商推介会，大会集中签约项目15
个、总投资额26.8亿元；发布招商项
目61个，总金额达98.36亿元。

产业招引如火如荼，产业落地建
设也紧跟而上。通过加大农业农村重
大项目建设力度，聚焦稳产保供、绿
色发展等领域，建立专班推进机制、
调度机制等，全市去年已开工建设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99个，总投资150.91
亿元，项目个数和投资额较去年有大
幅提升。今年，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58个，总投资92
亿元。

在丹徒区宝堰镇鲁溪村禄食自然
村，计划总用地980亩的九品香水莲
花生态观光园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之中，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采
取分期逐步实施， 一期占地面积约
320亩，主要为高档经济作物和优质
林果种植；二期占地面积约280亩，
主要为生态花海、产品研发；三期占
地面积约380亩，主要为休闲娱乐、
科普展示、农耕文化等农文旅融合的
建设。“项目以文化宣传和旅游开发
为要点，旨在打造集高效种植、优质
林果、生态花海、产品研发、休闲娱
乐、科普展示、农耕文化宣传为一体
的农文旅融合园区。”

产业发展没有暂停键，产业强市
永远在路上。2022年，我市聚焦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大力提
升营商环境，农业产业发展正当其
时。“今年，我们将明确招引任务和
责任，将乡村产业招引工作纳入乡村
振兴目标任务考核之中，切实推进乡
村产业招引工作的开展。同时，大力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以展会为媒介，
以农业产业园区为基础，积极吸引工
商资本投资农业。”市委农办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蒋勇表
示，我市还将着力提升产业招引队伍
建设，紧盯菜篮子工程、农产品加工
物流、农业科技研发、文旅休闲等重
点产业，实施产业链招商，积极洽谈
引进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示范作
用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企业和优质
项目落户，加速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层次。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安林海 孙国胜

“这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莴苣
品种，在种植户朱广青的基地里
种植了5亩左右，春节期间市场行
情好，田头批发价就达到每公斤6
元多，我们每次来，老朱一提到这
个都是笑眯眯的。”近日，市农科
院蔬菜花卉研究室的张振超和同
事再次来到丹徒区谷阳镇上麓村
的中康蔬菜专业合作社，为农户
老朱的蔬菜生产“保驾护航”。

三月天，春光正好，记者站在
中康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路边，可
以看到成片的大棚布局紧凑，有
不少大棚都换上了“新衣”，棚内
的薄薄水汽在阳光下泛着绚丽色
泽。走进大棚区内道路，顺着沿
路敞开的大棚口朝里望去，一排
排整齐的莴苣、辣椒等蔬菜长势
正旺，有些大棚里还有农户正在
栽种，生长、收割、换茬在这里无
缝衔接。

张振超告诉记者，作为市级
“菜篮子”工程蔬菜基地，这个
合作社需要引进新品种和新技
术，为此他和同事一道，从 2021
年 7 月份开展了一个专项课题
项目——青菜、芹菜、莴苣优质安
全高效周年生产技术集成与应

用。“通过项目实施，我们为这个
基地提供技术支持，从去年9月份
至今，已引进芹菜、莴苣、青菜和
青花菜等蔬菜新品种，在基地的
示范面积超20亩次。”

在基地的一处大棚内，项目
组的另一位蔬菜专家秦文斌介绍
起了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蔬菜品
种——“结球甘蓝”。“这是我们从
诸多甘蓝品种中自主选育的优质
品种，该品种分早春甘蓝、夏甘蓝
和冬甘蓝，现在种在地里的是早
春甘蓝，1月份定植，5月份收获，
单球重 1.2公斤，刚好够一个三口
之家吃两顿。”秦文斌表示，这种
甘蓝亩产能达到 5000公斤，种植
效益可观。

其实，中康蔬菜专业合作社
只是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室的

“示范点”之一，在句容市白兔镇
行香村，这里有着另一块市级“菜
篮子”工程蔬菜基地，但不同的
是，这块基地的选种、栽培等环节

都是由研究室工作人员自主完成
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更多的
品种试验，除了之前看到的结球
甘蓝之外，还有羽衣甘蓝、红菜
薹、辣椒、青花菜等多个蔬菜品
种，主要作用是选育优质的、适宜
在镇江推广的好品种。”张振超
说，以红菜薹为例，在这一垄地
上，我们按照“红一”“红二”等标
注，栽了 5个品种，其中有 3个品
种的长势和性状都较好，可以在
不久后进行推广。“目前，我们的
结球甘蓝、青花菜、甜瓜、羽衣甘
蓝、辣椒等品种在我省徐州、盐
城、南通、苏州、镇江等 10多个地
方进行推广，深受市场欢迎。”

作为市民餐桌的保障工程，
我市“菜篮子”工程已开展多年。
当前，我市在田蔬菜面积 5.62万
亩，旬度上市量2000余吨，比去年
同期均稳中有增。“近期气温升
高，光照充足，适宜蔬菜播种定
植，在田蔬菜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蔬菜上市量会逐渐加大。”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生
产上除了加强防范倒春寒天气影
响，还要关注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生产管理方法，做到适时采收，防
止集中上市造成利益损失。

本报记者 曹源

早春时节，江风瑟瑟。一大
早，市渔政监督支队支队长高成洪
和同事乘着渔政船，从姚大圩渔政
码头出发，开启了一天的例行巡航。

江上，是高成洪最熟悉的工作环
境。自 1981年连云港水产学校毕业
后，20岁的高成洪来到镇江，他就没
离开过这一片水域。“在学校里我的
专业是工业捕捞，毕业后来到当时的
镇江地区水产局，主要工作就是渔政
管理。”高成洪告诉记者，“那时候主
要以资源保护养护为主，核准捕捞许
可证、渔船检验等工作。”

镇江拥有 295公里在江苏最长
的长江岸线，禁渔任务重、责任
大。2002年起，长江开始施行春季
休渔制度。“要向渔民讲清政策、说
明白道理，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
识派上了大用场。每年的 4-6月是
长江鱼类洄游繁殖的季节，这个时
间段禁渔就是给鱼类一个休养生息
的环境，能保护长江渔业资源。”

2021年是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
第一年。渔政人身上，多了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守护长江渔业资源。
高成洪带领渔政人开启24小时值班
值守模式，不分昼夜，每天出动执
法船下河巡查，筑牢第一道防线，
当好长江卫士。“长江禁渔是一条

‘红线’，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
项政治任务，我们坚决要守住红
线。”高成洪告诉记者，“守红线”
就需要对重点水域、重点场所、重
点人员、重点环节严防死守、盯紧
看牢。同时加强对农贸市场、餐饮
饭店、码头岸线、保护区等重点水
域和场所检查力度，做到执法监管
全覆盖、无死角。

巡江，是高成洪的日常工作，
每周至少三次。常年在水上工作，
炎炎夏日在户外裸晒，早已是家常
便饭，“黑”成了渔政人标配的肤
色。“一到冬天，寒风凛冽，江风刺
骨。”看着这片熟悉的水域，高成洪
眼里满是深情。他说，“春天芦苇刚
刚冒青，风也暖和，水也暖和，有
时候还能见到鱼群。”快艇在江面上
飞驰，他指着窗外划过的芦苇滩，
饶有兴趣地告诉记者：“你别看这些
滩涂上全是青草，等到了丰水期江
水就会漫过滩涂，江里的鱼儿会把
滩上的小草啃得干干净净。江水退
去了，就又变成光秃秃的滩涂了。
这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情况，说明江
里的鱼越来越多了！”

白菜烧肉、蒸板鸭、炒青菜、
榨菜蛋花汤……这是五个人在渔政
船上的一顿工作餐。吃饭时候，高
成洪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瓶辣椒酱
和同事分享。“他的包是个‘百宝
箱’，什么东西都能翻出来。”高成
洪的同事说，“平时我们在外执行任
务缺啥少啥，都会去问问他，说不
定就能从他包里翻出来。”

“在船上不比在岸上随时能买
到，所以许多东西都随身带着。”高
成洪笑呵呵地向记者展示他的“百
宝箱”，证件、口罩、茶叶、各类药
品，还有一把卷尺……问及卷尺的
用途，高成洪说：“在执法过程中，
有时候难以判断鱼的大小。随身带
把卷尺，一量就有数了。”

寒来暑往，江上的风书写着高
成洪的“工作日志”，江底的鱼记录
着他守牢红线的“工作成绩”。巡航
结束，走在江堤上，高成洪放慢了
脚步。“今年我已经 60岁了，就快
要退休了。”高成洪坦言，突然感觉
肩头的担子要卸下来了，有种如释
重负的感觉，也有浓浓的不舍。

“即使退休了，也不代表从此告
别渔政事业。”高成洪说，“有任何
用得上我的地方，只要一通电话我
肯定会来！守好一江清水，守住长
江丰富的渔业资源，就是我心底最
大的愿望！”

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水利部门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徐鹏飞 继业）日前，市水
利局组织召开了迎接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时刻牢记“国之大者”，按照生态环境

“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要求，坚决履
行好水利部门职责，确保如期完成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任务。

会上通报了近期整改项目推进情
况，强调要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到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的重要性，要
有责任感、紧迫感，将这项工作作为当
前的重中之重；要立即行动，立即制定
方案，加强协调，积极履职，确保将已
发现的问题按要求整改到位，同时做
好基础台账的整理；要抓紧实施，严格
落实整改措施，相关部门、单位行政审
批事项要加强配合，会商检查，整理好
台账，各直属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

各市区水利局、镇江新区城乡建
设局、镇江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主要负
责同志及分管领导参加了会议。

供销社系统部署推进
基层社改造提升工作

本报讯（李辰 继业）近日，市供销
社在润州召开了 2022年基层社改造
提升工作部署会暨合作事业条线重点
工作任务座谈会。各市、区供销社分
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对照省供销总社《关于做好
2022年全省供销合作社基层社改造
提升工作的通知》内容，详细介绍了今
年基层社改造提升工作的新要求，明
确了全市基层社改造提升工作的申报
要求及时序安排，强调了在全市系统
年度综合业绩考核重要指标，要求各
单位要高度重视，加紧谋划，保证质
量。会议结合实际就基层社改造提升
工作及贯彻落实市社四届三次理事会
相关重点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提出
了下一步开展工作的思路及想法。

润州区七里供销社及“探宝岛”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镇江市农副产品
展示展销中心项目建设情况，表达了
希望全市供销社系统积极推荐名优农
产品入驻的意愿。与会人员还赴现场
实地参观了镇江市农副产品展示展销
中心。

市水政监察支队推进危险品锚地
疏浚工程监管和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黄妍 鹏飞 继业）为切实
推进危险品锚地疏浚工程监管和安全
生产工作，维护“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秩序，近日，市水政监察支队在扬中丰
乐桥基地危险品锚地项目指挥部组织
召开了镇江危险品锚地疏浚工程阶段
工作总结暨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

会上，施工单位汇报了阶段工作
总结，市水政监察支队汇报了工程施
工以来监管情况。就下一步施工监管
及安全生产工作，市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指出，要提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
全防范措施，加大安全投入，补齐安全
设备设施；要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加强
人员管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市港发集团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了
会议。

后白镇西城村成立
“有事好商量”议事室

本报讯（许阳 曹源）近日，西城村
委会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民主协商
议事会议。该议事会由村“两委”班子
和村民代表参加。商讨建立村级“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西城村将把“有事好商量”议事
室，打造成镇党委、政府的“好帮手”、
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和政协委员的

“温馨家”。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民
主协商的途径和方法，发挥村级协商
议事阵地作用，让更多百姓参与协商，
让“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成为政协
委员履职的新平台，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2021年，我市农业产业
招引项目协议资金87.18亿
元 ，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290.6%；全年完成招引固定
资产投资0.1亿元及以上项
目94个，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313.3%，交出了一份优秀成
绩单。在今年的“新春第一
会”——产业强市暨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上，我市再次传
递了推进产业强市、优化营
商环境只有进行时的强烈
信号。产业兴则城市兴，为
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再加把
力，是推动产业强市的应有
之义。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意
义重大。产业兴旺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基础，全市2021年
已开工建设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99个，总投资150.91亿
元，项目个数和投资额较
2020年有大幅提升。而在迈
入2022年后，已开工建设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58个，总投
资92亿元。数字的增长，背
后代表的是一个个产业项
目的拔地而起，是一个个村

镇收入的与日俱增，更是一
个个农民就近就业的利好
契机。推动农业产业更好更
快发展，正当其时。

农业产业发展，光靠
“热情”“梦想”还远远不够，
需要多元素支撑。从政策层
面，无论是项目招引还是落
地，都需要各级党委、政府
的思想支持，行动扶持，给
优质的产业项目打开绿灯；
从服务层面，招引部门精准
对接，属地部门靠前服务，
及时为项目推进排忧解难，
才能实现项目早投产，早达
效；在激发产业内生动力层
面，推动技术革新，加大金
融扶持，强化人才招引，才
能为产业项目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产业强市的号角没有
停歇，在积极融入“四群
八链”的发展格局中，农
业产业的前行步伐正在加
快，为农业产业项目建设
再加把力，凝心聚力在产
业强市的奔跑中争出更好

“新天地”。

近日，润茗园茶文
化志愿者团队带领小
学员们走进了镇江市
茶叶研究所，去茶园观
看了解茶叶的生长环
境，参观现代化制茶设
备，让孩子们了解家乡
的名茶，科普认识茶文
化的相关知识。

胡荣生 摄影报道

乡村产业招引乘势而上交出亮眼成绩单

农业产业项目“最是春日风光好”

为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再加把力
周迎

农业科技人员“保驾护航”
市民“菜篮子”端得更稳

高成洪：
甘当长江禁渔“守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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