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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乡村概念已越
来越受到重视。在我市的探索
中，镇江市农业农村信息化综合
服务平台项目通过引入卫星遥
感、GIS地理信息、大数据、云
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建成“一
中心、一张图、一决策、N应
用”的农业农村综合性的管理服
务平台，即建设覆盖农村土地确
权、两区划定、高标准农田、现
代产业园区、农业生产卫星遥
感、监测监控等数据的农业农村
大数据资源中心。

“我们建成了面向农业生
产、农村经济、农技推广、乡村治
理、经营主体等八个专题69个图
层的农业农村多层信息时空图，
以大数据资源和算法为依托，通
过数据模型进行预测、预警及科

学决策的智能分析与辅助决策系
统，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监管、农资
农药监管、高标准农田管理、涉农
项目监测预警、农村三资管理、阳
光扶贫管理系统等20个应用系
统。”该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入选

“2021年省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优秀案例”“2022年
数字江苏建设优秀实践成果”

“2022年江苏省信息通信业助力
乡村振兴十大典型案例”“2022年
全省农业数字化建设优秀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农业
农村大数据资源库，今年，我市
以“农业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平
台”为纽带，推动各市、区涉农
数据与省、市平台有效对接，拓
展大数据应用场景，全市将建设
4个大数据创新应用场景。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宋思
言 芮东明）近日，由江苏省葡萄产业技
术体系集成创新中心举办，省葡萄产业
技术体系句容推广示范基地和句容科技
综合示范基地联合承办的“葡萄标准化
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交流会”在句容召
开。来自全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 15个
基地团队参加了此次观摩交流会。

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们先后观
摩了句容推广示范基地和句容科技综合
示范基地的葡萄新品种、新技术标准化
示范园。基地负责人向专家介绍了基地
设施建设、新品种引选以及“H”型、

“一”字型、“王”字型整形修剪技术等葡
萄标准化栽培技术。

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陶建
敏教授对两个基地的葡萄标准化技术示
范及推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随后与
各基地主任的交流中，他建议对幼树要
注重标准化树形培养，形成良好的树体
结构；成年树需有计划不断地进行结果
母枝更新,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在促成
栽培模式下，要做好抹芽定梢工作，针
对生长旺盛的新梢，及时摘心，调控新

梢生长速度，使新梢生长整齐，葡萄开花
时间一致，便于省力化管理。“核心示范
基地必须率先做好示范引领工作，开展
葡萄新品种引选和示范、先进技术展示
和推广，争创标准化、轻简化、宜机化葡
萄栽培技术典范, 处处发挥核心示范基
地的标杆作用，真正做到以点带面，推动
全省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
做贡献。”

据了解，自2017年省葡萄产业技术
体系项目实施以来，江苏丘陵地区镇江
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句容推广示范基地、
句容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在江苏省葡萄产
业技术体系的技术支撑下，尽全力做到
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业引领
到位。截至目前，句容市葡萄种植面积
近5万亩，葡萄产值约10亿元，是江苏最
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丁庄葡萄获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证书。2021年，丁庄葡萄向高端品
质迈进，走出国门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国家,成为江苏首批走出国门的葡萄
类鲜果产品，助推全省葡萄产业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记者 吴韵晗

在镇江市菇满园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种植基地，郁宝锋办公室的架子上，
多了一块“江苏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的奖牌。架子上还有最让郁宝锋自豪的
那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从推着
三轮车卖食用菌，到如今公司被评为高
新技术企业，郁宝锋以钻研精神和长远
目光，填补了镇江珍稀食用菌的空白市
场，带动着周边农户一同走向富裕。

出生于上世纪 80年代末、毕业于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化学专业
的郁宝锋，在学校期间受班主任谢春芹
老师的影响，对食用菌产生了相当大的
兴趣。他参与的有关食用菌的课题获得
学院项目一等奖，还前往食用菌研究所
实习。每一次尝试都为郁宝锋如今建设
的食用菌产业打下了基础。而他的创
业，始于路边。

不同于许多走进城市的同龄人，临
近毕业的郁宝锋带着从学校借来的一
辆脚踏三轮车、一杆秤，推着满满的蘑
菇走向了大街小巷。半年后，这辆三轮
车为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在农贸市场
租了门面，继续售卖食用菌。摆地摊、开

小店的过程，让郁宝锋在“最前线”了解
了镇江的食用菌市场。如今随处可见的
杏鲍菇、猴头菇等品种，在十几年前的
镇江还属于稀有品种，郁宝锋抓住商机
大量引进，开起了菌菇专卖店。最多的
时候，他开了四家菌菇专卖店，成立了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帮当地菇农解决销
售问题。他也通过菌菇专卖在当地圈了
一大批“菌菇粉”，多年努力下打开了销
售市场。

郁宝锋的志向并不仅限于做一名
食用菌销售的农业经济人。2013年，郁
宝锋一边经营食用菌专卖店一边把赚
来的钱用于投入食用菌种植研究，然后
慢慢把菌菇专卖店完全交给了合作社
其他成员来经营，自己则专注于后方。
2017年，他成立了食用菌公司，引进人
才建立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做食用菌
的技术研发及推广。

和村集体合作，做技术输出和产品
回收销售，是郁宝锋扩大规模、建设公
司的核心关键。“做企业一定要有长远
的发展战略，我们如果一直靠自己做研
发种植，那规模永远无法扩大，也难以
真的让我们自己的食用菌走向市场。”
郁宝锋说，“现在村集体要发展新产业

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一直尝试推广村企
合作模式，利用农村闲置大棚改造、林
下空间建棚、大棚水果空档期等一切可
利用的资源，根据不同村集体特点，帮
助村集体发展产业并实现盈利，只有村
集体与老百姓赚到钱了，他们才愿意继
续投入发展设施化栽培，形成产业优
势，最终我们利用产业优势才能真正赚
到钱。”

食用菌的种植特点是“短平快”。拥
有专业技术后，一到两个月，农户们就
能看到收获。各村集体利用农闲期的大
棚，雇佣当地的农户生产菌菇，郁宝锋
的公司入股并提供技术，再对产品回收
销售。在句容市，茅山管委会的玉晨村、
上杆村分别在林下建棚种植灵芝、赤松
茸等品种，丁家边村、古隍村在桑葚和
碧根果种植的空档期发展赤松茸与平
菇产业。现在的菇满园，总种植规模超
过 100 多亩，年销售额也已超过 1000
万元。

“让食用菌产业在当地从无到有，
从小做大，是我从业以来最大的成就。”
郁宝锋对产业发展的嗅觉十分敏锐，他
的努力让许多菌种不再“稀有”，如今更
是尝试从传统的栽培种植向现代化服

务转型。如今，菇满园已经成功建设食
用菌保鲜仓储冷库基地，又成立了江苏
芯必达农业公司有限公司进行物联网
智能化栽培控制系统的研发，和江苏农
林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大学、江苏科技
大学、上海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不
断引进新品种选育改良，用更现代的技
术开展智能化栽培。郁宝锋希望，他们
能用现代化、智能化的方式，吸引更多
年轻人才参与其中，让农业生产更加便
捷高效。郁宝锋也希望，能把自己的能
力和发展的机会推广到更多乡村，结识
更多的农业创业者、产业带头人，在业
务上提升、在能力上精进，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邵勐 龚杰 胡建伟）近日，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平台全
面建成投用。平台可对各水闸、泵站进行
远程控制，自动记录设备工况、水情变
化、运行效益等参数，并对数据进行存
储、统计和分析。平台涵盖工程日常管理
所涉及的检查、维修、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调度运行、仓库管理等内容，率先实
现了闸站管理无纸化、签章电子化，是数
字技术应用在基层水利的具体表现。该
平台通过与先期建设的城区水情测报系
统并网，实现了城区水系一张图目标，通
过监、测、控等信息手段，大大提升了管
理效率与效益，增强了工程运行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此外，数据共享功能也为智
慧水利提供了数据支撑。

据了解，在项目方案论证初期，水利
部门就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经济、实用、
安全”三大功能目标。随着水利工程管理
平台的建成投运，各类设备的自动控制
实现了安全、精准、高效调度。一键式控

制流程的建立，减少了违规操作的可能；
作业流程的不可逆性，减少了误操作与
漏操作的可能；预警与报警功能的实
现，提高了防汛安全与运行安全。集
中、远程控制，监控视频全覆盖，减少
了各闸站运行人力投入。针对性打造精
细化管理综合平台，实现了便捷管理与
系统管理。运行数据的存储与倒查（黑
匣子），让故障处理得到有力支撑；数
据统一汇总、集中分析，减少了软件投
资成本；通过技术创新，以经验公式计
算流量，减少了硬件投入与后期维护费
用。计算机的介入，也大大提高了分析
精度与速度。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水利工程管理平台是实现自动化、智
能化管理的补充和扩展，也是“智慧水
利”“智能水利”发展的必经之路。建设综
合管理平台，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水利工
程管理高质量发展，城市水利向现代化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何东兵

“大家看，世业镇的这片田是镇江抽穗最早的，而且已经
大面积抽穗了，穗期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就要紧跟着展开。”4
月4日上午，在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小麦赤霉病防治现场会
上，市植保植检站负责人现场对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治工作进
行讲解。全市近80万亩的农田里，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穗期
病虫害防治“攻坚战”正式打响。

小麦赤霉病属于典型的温湿气候型重大流行性病害，更
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一旦大面积暴发流行，将严重影
响小麦产量，产生毒素威胁小麦品质安全。小麦赤霉病防控
成效事关夏粮品质安全、产量安全和农民增收。

“经全市专家会商，今年我市小麦以赤霉病为主的穗期
病虫偏重流行风险高，必须抓好抽穗扬花期这个防控关键时
期，保障小麦产量和质量安全，赢得夏粮丰收主动权。”市植
保植检站负责人说，小麦赤霉病可防、可控、不可治，所以必
须立足预防。这就需要选对方法和药剂。

根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的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治相关指导
意见，全市各地农户的防治总方针为坚持“预防为主、主动出
击、药肥混喷、保粒增重”的防控策略。在加强肥水管理、降低
田间湿度的同时，农户们更要坚持适期防治，抓住小麦齐穗
扬花初期（5%左右）这一防控小麦赤霉病的最佳施药时间，力争做到“扬花一块，防治
一块”。同时，坚持合理选药，要优先选用氟唑菌酰羟胺、丙硫菌唑、氰烯菌酯等高效
药剂，不仅防治效果好，而且能有效降低毒素含量，第一次防治后5-7天再防治一次，
两次防治注意交替用药。此外，要坚持科学施药，推荐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无人
机等高效植保机械，施药时要配足水量，无人植保机每亩喷雾量不少于1.5升，同时要
添加飞防助剂，提高防治效果，药后4小时内遇雨需及时补治。

“我们根据农业部门专家的指导意见，及时开展科学防治，确保小麦产量和质量
安全。”镇江农谷农业科技园的技术员刘雪基说，就目前小麦的长势来看，防治效果
还不错。

“各地植保部门要全面掌握苗情、墒情、病情和天气情况，精准分析小麦齐穗扬花
期，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会商分析病害流行趋势，准确发布预
报预警信息，明确重点防控区域、关键防治田块和最佳防控时间，科学指导防控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传德表示，在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充分利用
各类媒体平台，确保宣传发动到位。此外，还将组织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包片驻点，“面对
面”“手把手”指导农民做好防控，确保防控技术措施落实到人到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将进一步加强统防统治，充分发挥中央救灾资金等各
类资金项目的引导作用和省级“五有五好”和星级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
大力推行统一组织发动、统一技术方案、统一药剂配方、统一施药时间、统一防控行
动“五统一”防控，提高防治效率、效果和统防统治覆盖率，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4月4日，市农业农村局于丹徒区世业镇召开全市小麦
穗期病虫防控工作现场会，并观摩世业洲小麦赤霉病防治
现场。 黄帅 摄

基地观摩共发展 交流互鉴促提升

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观摩团走进句容

让镇江食用菌从路边摊走向现代化
——记“江苏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郁宝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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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刘铮 王成

省级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38家、省级数字农业
农村基地6家……这是2022年，我市“智慧农业”的
成绩单。不难看出，“数字化”“智慧化”已成为镇江
现代农业的“标签”之一，更是推动镇江乡村振兴和
聚力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强市的强大助力。

优质高效产业化

携“数”而起

“我们这蝴蝶兰项目主打研发育种组培，占地
42亩，预计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将通过环境控制
实现作物周年连续生产，采用LED人工光，控制照
射时间、光源角度等生产出统一标准的苗株。”近
日，丹徒世业洲的蝴蝶兰研发育种组培项目负责人
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蝴蝶兰组培苗150万
株，预计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

数字赋能农业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加速
剂。去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
发展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
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先后建
成镇江市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江苏句容市
新天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后白镇）、江苏句容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白兔镇）等一批综合型农业物联
网应用平台。

近年来 数字赋能的另一重优势在电商助农
方面越发明显。我市积极推动“京东中国特产·镇
江农特产馆”“苏宁易购中华特色馆·镇江馆”等电
商平台建设，重点支持恒顺香醋、丹阳多肉、句容
丁庄葡萄、扬中螃蟹、丹徒柑橘等特色产品。其中，
中华特色馆·镇江馆被苏宁易购评为“2021年度优
秀供应商”，句容市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先后被评
为“全国创新创业示范园区”、江苏省“星创天地”、
江苏省“苏青优店”。

“我市还积极强化电商主体培育，建成镇江市
数字农业农村实践基地，开展数字经济人才孵化、
网货打造、产销对接、公共服务中心运营等电商公
共服务，不断培育农产品电商队伍，帮助农民创新
增收。”市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我市将加大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力度，打造一
批特色鲜明、品牌化程度高、适合网销的农产品，
培育乡村数字新农人，带动农民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

“我们的农机出厂时都安装
了传感器，建成的农机大数据应
用平台，监控平台可实时查看农
机的基本信息、作业状态、工况数
据等，利用辅助导航系统、人机协
同操控系统，实现农机自动出入
库、田间无人作业，实现耕种管
收、运输全流程智能化。”近日，在
江苏沃得集团的呼叫中心里，智
能化服务网络展示大屏上丰富的
农机运行信息实时展现，赢得参
观专家的一致认可。这正是我市
智 能 农 机 装 备 产 业 链 的 成 效
显现。

作为全市四群八链的重要一
环，我市智能农机装备产业链发
展喜人。值得一提的是，产业链骨
干企业三维股份成为我市第一家
在北交所成功上市企业，还建设
智能化无人农场2家，为加快智能

农机装备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农业机械化、数字化、智能

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近
年来，我市以林果、茶叶为主
的丘陵特色农业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截至2022年，全市建成
10家特色农业全程机械化示范
基地，全市特色农业机械化率
达到67.5%。江苏润果农业有限
公司、句容强民合作社入选全
国‘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典型案例。”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
年，我市将以农业生产全程全
面机械化推进行动和农业机械
装 备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提 升 行 动

“两大行动”为抓手，加快农业
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
型升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优质农村信息化组“网”向前

全程全面机械化与“智”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