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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韦莅南

“8个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列入
省级示范项目，计划总投资 26.5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29亿元，其
中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形态乡村产
业、高技术农业项目6个……”这是
今年以来我市狠抓农业重大项目
落地的“成绩单”，围绕产业强市

“一号战略”，镇江农业产业正昂首
阔步，托起振兴大舞台。

项目质态明显改善

“我们项目总投资 10亿元，于
2021年1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200
亩。前期工程于2021年10月建成
投产，投资 4亿元，建设三幢 55000
平方米加工厂房，初期产能达800-
1000台木柜。2022年计划投资6亿
元，引进生产线设备、建设办公及研
发大楼等，目前已完成投资5亿元，
形象进度达83%。”近日，丹阳市肯
帝亚集团的秸秆综合利用精深加工
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肯帝亚黑科技产
品的产能，为产品推向市场提供了
有力支持，企业实际产能将达1000
万方/年，新增销售收入20亿元。同
时，项目建成后可增加就业岗位、提
高当地农民综合收入，为地方经济
可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新的支柱产业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以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
大力推进产业强市战略，按照省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提质增效年”
活动要求，聚焦优势产业延链补
链，突出“加、新、高”项目示范带动
作用。目前累计新开工项目46个，
其中“加、新、高”项目38个，占新开
工项目的 82.6%，5 个项目列入省
市重点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我市
纳入全省重大项目管理系统的开
工建设项目59个（含续建），总投资
83.3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2.6 亿
元，已完成投资36.53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 85.75%。其中新建项目
45个，较 2021年减少 1个，已开工
45 个 ，开 工 率 达 100% ，总 投 资
51.2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8.53亿
元，已完成投资24.45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 85.70%，超序时进度 10

个百分点。
聚焦优势产业延链补链，突出

“加、新、高”项目示范带动作用，我市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质效不断提升。

要素保障更加有力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为城市发
展增添助力，得从“引”开始。“年
初，我市印发了《镇江市 2022年乡
村产业招引工作意见》，将招引工
作纳入乡村振兴目标任务考核之
中。全面梳理在手资源，建立项目
招引清单，针对性地开展招引活
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5月份召开了全市现代农业产
业“云招商”推介活动，发布农业招
商项目 64个，现场云签约项目 16
个，协议投资达25.92亿元，其中中
储粮 42万吨仓储物流项目单体投
资额达11亿元。

项目引进门，还需加速推进。
市农业农村局每月对重大项目进行
调度，并将项目进展情况报送市委、
市政府。值得一提的是，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出台了全市重大项目要
素保障政策 11 条，建立用地报批

“绿色通道”，实现重点项目拿地即
开工。“同时，在年度用地计划中，安
排不少于5%用于农村一二三产用
地。整合富民强村政策中土地指
标，将每村 3亩地集合起来进行招
商引资，发展乡村产业项目。”市农
业农村局计财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我市继续在市级财政支农专项
资金中安排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扶
持农业重大产业类项目的招引和建
设，补助标准将进一步提高。

提高企业发展活力，离不开金
融活水支撑。继去年镇江启动金融
为农办实事“金穗行动”，引导更多金
融资源投向“三农”领域后，今年，我
市全面启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金
穗行动”2.0版，推动农村金融基础服
务进村入户、农村金融产品供给更
加精准有效，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
公里”。3月召开的“金穗行动”推进
会上，发布了我市家庭农场、农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 91 个融资需求
31.79亿元。4月24日，我市组织全
市23家银行，对接今年首批“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融资需求，为12个重大
项目提供1.2亿元金融授信。

工作举措更加务实

“项目为王、环境是金”。在进
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落地见效的同
时，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充分发挥出

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统筹资源
合力，加强沟通协调，确保信息畅
通，在机制完善、问题协调、服务推
进等方面共同推进。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把政策落细落实，细化金融服
务对接，切实为项目建设主体排忧
解难。强化政策服务推动作用，加
大要素保障力度，近期准备完善出
台财政、土地、金融等扶持政策，推
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市委农办
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
长蒋勇表示，与此同时，将高度重
视“加、新、高”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招引工作，不断提升项目品质，以
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全面梳理全市可利用
的耕地、养殖水面、农村用地、建设
用地等各类资源，建立项目招引清
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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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优质项目落户。

值得一提的是，下一步，我市
将继续发挥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
设领导小组牵头协调作用，加大调
度推进，多措并举解决项目建设中
的“难点”和“堵点”；按照“周跟进、
月调度、季督查及双月通报”要求，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全面
开工、年度计划投资按时完成，以
营商“软环境”成就发展“硬实力”。

聚焦“加新高”加速谋发展

我市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质效提升加速跑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雷莹

“你好，是要螃蟹吗，现
在上市的只有母蟹，3 两大
小，要多少？”“5 斤母蟹。”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9月
28日一早，丹阳市益晶家庭
农场的养殖池边迎来了买蟹
的客户，农场主赵夕荣熟练
地帮客人包装，不到 10 分
钟，两盒螃蟹就完成了装箱，
递给了客户。

从 9月 26日上市开始，
短短 3天时间，赵夕荣已经
卖出了近50公斤母蟹，但用
他的话说，今年的销售时间
和销售速度都不是最好的。

“按照往年的节奏，9月10日
左右螃蟹就能上市，但受夏
季高温影响，今年螃蟹上市
时间推迟了半个多月。往年
上市后才遇到中秋、国庆两
节，对于销售有很大的推
动。但今年中秋‘提前’了，
这对螃蟹销售来说并不是好
消息。”

作为以零售为主的螃蟹
养殖户，赵夕荣对螃蟹市场
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养殖了
230 亩螃蟹，过去靠着熟客
带新客的销售模式，基本不
愁销。希望今年国庆节后的
销售势头能有所回暖。”

其实，上市时间推迟并
不是赵夕荣一家的问题。今
年入夏以后，持续高温少雨
天气给我市河蟹养殖带来严
峻挑战。业内人士表示，7
月中旬开始持续高温，时间
正好与河蟹第4次蜕壳期重
叠，部分蟹塘午后表面水温
超过38℃，一些水草腐烂、缺
少遮蔽的池塘底部水温超过
35℃，超过了河蟹生长的适

宜水温，池底溶氧较低，引起
河蟹摄食量下降，摄食时间
延长，造成河蟹蜕壳推迟，甚
至出现损伤、死亡等情况。

扬中市水产养殖户孙万
红的养殖池就受到了高温影
响，这直接让他家的螃蟹上市
时间推迟到10月底。“虽说各
地的上市时间不太一样，扬中
这边普遍上市时间都在10月
中旬，但因为今年的高温，到
现在池子里还有不少螃蟹第
5次蜕壳还没开始，可能我家
螃蟹的上市时间要到10月底
甚至11月初，加上高温天气
对螃蟹造成的损耗，今年的
售价可能要根据上市后的市
场价格来定了。”他说。

说到今年的螃蟹销售价
格，位于我市丹徒区江心洲
的江心源养殖基地负责人黄
文峰有着自己的判断。“由于
我们的养殖基地能够顺利引
到江水，所以高温季节的养
殖池内能够做到勤换水，同
时，通过大量种植耐高温的
苦草，给螃蟹营造了一个相
对舒适的遮阳区，螃蟹的生
长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既然
产量未受影响，价格自然就
不会有太大波动。黄文峰表
示，目前螃蟹售价与去年持
平，销售形势也相对平稳。

“河蟹是我市水产养殖
中最具特色与影响力的品种
之一，目前，全市养殖总面积
4.13万亩，占水产养殖总面
积的 21.7%，年产值超 4 亿
元。”市水产技术指导站站长
马梁告诉记者，受高温影响，
今年我市地产蟹大量上市的
时间将会延迟到 10 月中下
旬，喜欢吃蟹的市民可以等
到其风味最佳时品尝。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茅蓉芳

“今年的水果销售基本结束了，主打的葡萄品
种‘阳光玫瑰’还拿了奖，这让我在管理上更有劲
了。”9月28日，扬中市利源家庭农场负责人冯宁在
自家果园的葡萄大棚里忙着修剪葡萄树，他看向这
些树的眼神，仿佛在看自己精心培育的孩子。在他
心里，正是这些葡萄树让他在镇江圆了致富梦。

生长在徐州、今年 36岁的冯宁曾经对镇江很
陌生，但经过10多年的摸爬滚打，这里早已是他的
第二故乡。“一开始我是跑大货车的，天南海北地
走，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加入了水果批发行业，地点
就在扬中的新坝镇。说起来，我后来会去种葡萄，
还真是和这个选择有关。”冯宁说。

2012年，经营着一家水果店的冯宁发现，新坝
镇有一些农户种植的葡萄销售很不错，不少种五六
亩地的农户年收入不比自己少，这让他萌生了种葡
萄的想法。说干就干，2013年，冯宁在新坝镇流转
了10亩地，种起了葡萄。“一开始，我选的品种是夏
黑，那时候种葡萄不复杂，摸索点经验就行，种出来
的夏黑第一年就能卖出12-14元/公斤的批发价，这
让我喜出望外，更觉得选择没错。”

在种葡萄上尝到甜头的冯宁索性关了自家的
水果店，专心忙起果园来。“那时候，10亩地的夏黑
每年能带来16至17万元的收入，算是很不错了。”

时光匆匆，带走了人们的过去，也不断将机遇
送到人们的身边。2016年夏季，冯宁和往常一样
给水果超市送货时，发现店里出现了一种绿色的
葡萄。他好奇地尝了一个，那种带着淡淡玫瑰香
味的甜蜜滋味一下子就“征服”了他，特别是在得
知 40元/公斤的价格后，他知道，这个品种或许就
是未来。

从尝一口忘不了，到决心自己种，行动派的冯
宁很快就将想法付诸实践。“那时候家人也是有担
忧的，但我很坚定。多年与水果打交道，我知道这
个品种很有潜力。”为了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冯宁将
基地从新坝镇搬到了三茅街道明华村，在这里，他
流转了近60亩地，专门为“阳光玫瑰”安排了10亩地，另外还种植桃子、草莓
等，用来弥补葡萄季结束后的空档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难，第一年种‘阳光玫瑰’，就让我出了洋相。
由于不懂种植技术，挂果后个头小不说，病害还特别严重，批发价只卖了16
元/公斤，效益和想象中差远了。”冯宁说，出了问题，就得解决，2018年一整
年，他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候都泡在大棚里，白天学经验，晚上自学种植与
管理技术，“那时候，我做梦都是在果园里‘照顾’这些葡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9年葡萄上市季，冯宁终于种出了相对合格
的“阳光玫瑰”，“2017年，我种的‘阳光玫瑰’只有 5角硬币大小，而 2019年
种出的就有1元硬币那么大了，而且病害控制好了，加上施用有机肥，葡萄
口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虽说上市后的批发价格定在了40元/公斤，但批发速
度之快，我都没想到。这一年光‘阳光玫瑰’的收益就比2017年翻了两番。”

葡萄销售形势看好，冯宁对农场的经营更有信心了。2021年，夏季雨
水过大导致果园受淹，冯宁索性把葡萄园里的葡萄品种全部换成了“阳光玫
瑰”。在今年的葡萄销售中，高温带来的好品质和好价格，也让他完成了近
60万元的销售额。

谈及未来发展，机械化一直被冯宁挂在嘴边。“现在劳动力难找、用人成
本高是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我准备着手购置一些果园用的农机，争取做到宜
机则机，相信未来会更好。”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尚
颖）近日，市农业农村局接到江苏润
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打来的
求助电话，表示企业有一片土地存
在灌溉不方便、农机下田作业难、土
地效益较低等问题，迫切需借高标
准农田项目建设的契机，开展土地
平整、机耕道硬化、土壤改良、渠道
疏浚、生态护砌等工作，建成田成
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
排、产量高的高标准农田。

接到电话后，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组织局农田建设管理处相关
人员，赶赴镇江新区姚桥镇现场实地
勘察。通过现场推进，协调新区农田
建设条线、姚桥镇农业农村局，根据
企业反映的迫切需求，围绕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推进项目前期筛选储

备工作，并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相结
合，切实解决企业高标准农田设施不
配套、工程建设标准低等问题，集中
力量建设集中连片、节水高效、稳产
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真心实意为涉农主体谋出路，
就是要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推进“大学习、大调研、大
服务、大提升”行动，着力解决涉农
主体困难事、烦心事，加大高标准农
田推进力度，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让
过去易旱、易涝的农田由低产田变
成丰产田、高产田，把落实“稳住经
济大盘”专项评议的质效转化为提
升乡村全面振兴的效能，让广大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纾困解难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优秀案卷评审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王
栋梁）9 月 21 日，我市组织召开了全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优秀
案卷评审会，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我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人员案件分析能力和案卷
制作水平。

本次案卷评审共收到参评卷宗
15份。采用全省农业行政处罚案卷
评审会评分标准，重点围绕执法主体
资格，执法人员资格，执法程序，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
用，执法文书送达，处罚决定执行和案
件归档等方面，3位评审专家对 15份
行政处罚案卷逐份进行现场质询，提
出评审意见，指导各地如何更好地办
理优秀案卷。

据了解，此次评审会旨在提高全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办案水平
和案卷制作水平，同时，促进支队内
部各大队以及市支队与各地执法大
队之间的融合交流，熟悉各条线执法
情况，促进农业综合执法能力提升。
此外，还推选出我市优秀案卷参加全
省评选活动，争取在更高层次获得更
好的成绩。

敬
请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金
色
田
野

镇
江
三
农

投稿邮箱：zjrbjsty@163.com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奋斗者
奋斗者

上市时间推迟
价格基本稳定

地产螃蟹大量上市
或在下月中下旬

肯帝亚黑科技材料项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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