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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茅蓉芳

烂漫的樱花、洁白的玉兰、明艳
的海棠……阳春四月，伴着暖春天
气，市民们都愿意外出踏青游玩，全
景体验镇江的美好春季。

伴着赏花热的兴起，我市花卉产
业也在从小到大的蜕变中，逐渐成长
为一项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为镇江
乡村振兴添上色彩艳丽的“花语篇章”。

休闲农业乘风而起

在伏热花海，色泽各异的花坡吸
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六都村美丽的
樱花林，成为“网红”打卡点……从早
春二月的各色梅花，到三月芳菲的樱
花、桃花、郁金香等，近年来，镇江的
花产业早已与乡村休闲农业紧密
结合。

当赏花成为一种习惯，产业发展
的热潮随之而来。近年来，随着“花经
济”的不断兴起，我市众多休闲观光
农业企业走上赛道，致力打造特色鲜
明、群众喜爱的赏花“乐土”。例如江
苏长山庄园薰衣草有限公司、句容市
岩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句容伏热花
海庄园等，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和细
致打磨景观的基础上，打造出集农业
生产及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综合体验园。

同时，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为重
点，我市还积极组织各类农事节庆活
动，培育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事节庆
品牌。樱花节、梅花节、牡丹节、郁金
香节等花卉节庆活动，在弘扬农业文
化、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鲜花产业蓬勃发展

“花真好看，还可以买回家，真不
错。”近日，在丹徒区的江苏其一花卉
科技有限公司，市民不光能看到美丽
的花朵，还能现场购买。花产业早已

和市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据了解，目前，全市花卉业已基

本形成了鲜切花、盆花、苗木、草坪协
调发展的趋势，具有资源特色和优势
的盆栽花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各地依照自身的有利条件初步打造
了一批特色花卉生产基地。“以句容
天王为主的园林绿化苗木基地，以后
白为主的草坪生产基地，以丹徒上党
为主的蝴蝶兰、薰衣草基地，以高新
区嶂山为主的蝴蝶兰基地等，都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市园艺技术指导站
站长毕风兰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据业内人士透
露，近年来，我市蝴蝶兰、空气凤梨、
大花蕙兰、仙客来、微型月季等中高
档花卉品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种植
水平不断提高，花卉生产的效益也成
倍增长，花卉生产的中高档化趋势十
分明显。“众多花卉企业以市场需求
出发，依靠科技提升品质，增加市场
竞争力，加大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引
进和推广，花卉品种结构得到进一步
的优化。”

政策扶持保驾护航

近年来，我市花卉产业总体呈现
出平稳发展的态势。截至2022年底，
全市观赏苗木总面积6.76万亩，草坪
草皮面积9870万平方米。全市销售总
额11.9亿元，其中鲜切花类65.01万
元，盆景0.1亿元，观赏苗木4.3亿元，
草坪草皮5.3亿元，盆栽植物类2.2
亿元。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花卉产业设
施化水平，市农业农村局已持续多年
出台多项市级财政支农政策，扶持花
卉产业。其中，“一村一品”特色园艺
项目扶持政策，对辖区范围内新建花
卉大棚设施和固定喷灌设施进行补
助，补助标准分别为7000元/亩、1500
元/亩，补贴力度达全省之最，极大地
调动了花卉生产企业和花农的积
极性。

“我们持续推出了入选农业品牌

目录奖补项目、休闲观光示范创建奖
补项目等，对辖区范围内入选国家、
省、市级农业品牌目录的经营主体，
获得国家、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村）
称号的经营主体以及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星级示范企业进行1万-5万元
的奖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发展
优势特色花卉全产业链，稳定花卉生
产规模，提升产业效益，进一步优化
花卉产业整体布局和品种结构，不断
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强化技术指导服
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展示推介活
动，宣传特色花卉品牌，推动全市花
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李辰

近年来，我市供销社持续优化农资
供应服务，积极打造放心农资服务品牌，
为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
会价值，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打造农资供应服务品牌

自2016年，我市创立“农资惠”农资
供应服务品牌以来，目前已构建形成13
家农资龙头企业、130家线下“农资惠”挂
牌网点、一套高效的农资配送网络和供
销社监管制度组成的农资经营服务网络
体系。去年，全市系统销售化肥59274吨、
农药668.59吨、农膜391.5吨，农资销售总
额3.52亿元，农资销售全市占比60%以
上，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

依托基层农资经营服务网点覆盖城
乡优势，市供销社创新农资经营服务模
式，打造集农资展厅、庄稼医院、农技
培训、病虫害图谱、资讯行情等功能于
一体的农资农技综合服务中心，并同步
拓展代收代缴、小额存取、居家养老等
惠农增值服务。同时，开展多元联合合
作：联合建设银行共同推进“裕农通”
普惠金融服务，联合农业银行提供线上
金融增值服务，联合邮政部门和顺丰速
运共同推进“快递进村”，打通为农服务

“最后一公里”。
为了提升农资供应服务水平，市供

销社开发农资销售线上平台，4家企业商
户入驻，农药、化肥、种子、农机具等近50
种产品上架，在各地推行农资线上订购、
线下配送、送货上门的“点对点”供货服
务模式，农资购销高效便捷。去年，我市
实现线上销售农资2000余万元。

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近年来，市供销社将全市农药集采统
配实施面积、亩次和惠及人群不断扩大。
目前，全市配供服务面积达158.3万亩次，
为农户节约成本近千万元；联合中国农业

银行镇江分行，研发使用“零差率”农资经
销管理系统，已覆盖丹阳、扬中市和丹徒
区安装网点60家，对农药集中采购统一配
供工作进行全程可追溯信息化管理，实现
对配供农户、品种和亩次等信息的有效统
计，避免了财政资金浪费。

有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实现生态
农业绿色发展。去年，市供销社与农业农
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废旧农膜
回收工作实施方案》，依托现有农资经营
网络，以乡镇农资经营网点为主体、新型
农业经营组织为链条、家庭农场和种养
大户为基础，有序开展废旧农膜回收。

去 年 ，我 市 共 回 收 农 业 废 弃 物
981.38万件、废旧农膜559.91吨，其中扬
中市、丹徒区废旧农膜回收率超过90%，
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提升农资保价稳供能力

为了积极推进各市、区农资应急储
备，加大政策、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向农资
储备设施建设引导力度，市供销社指导
丹阳市社率先建成农资储备中心并储备
应急化肥3000吨，保障本地区10天左右
化肥应急使用；指导句容和扬中市社投
入600余万元分别建成5000吨和1500吨
的农资储备库；推进丹徒区谷腾农业社
会化服务中心建设。目前，我市已实现重
点区域农资储备全覆盖，农资抗风险能
力显著提高。

在全市设立34个农资监测点，加强
与农资生产厂家建立双向联系，进行农
资质量、价格、储备实时监测和长效管
理，每月汇总所掌握的农资价格、供求等
准确信息，及时反馈给当地农资供应点
和农户，为农资购销提供多维度参考。

加强农资质量监管，实现农资质量
安全可追溯制度，市供销社定期对系统
内各农资配送中心和供应点开展拉网式
检查，突出抓好市场整顿和质量抽查，不
断探索保障农资消费安全的有效工作机
制。去年，系统内被抽检的8家网点农资
质量合格率100%。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栾兆杰

“麻烦把台账打开给我们看下。”“这批货是从哪里进来的？
选择的哪个厂家？”4月10日-11日，镇江市春季农资打假联合
督查行动如期开展，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会同各市、区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用“细查”“严打”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场春季打假联合执法行动也吹响了今年
我市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全年行动的响亮号角。

聚焦三重点，把好“安全”关卡

全年共巡查检查872次，出动执法人员3205人次，检查门店
1859个次，抽检农资产品491批次，全市共立案查处15件，涉案金
额3.084万元，结案13起……一个个数字记录着2022年我市农资
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的成绩，也彰显了我市对农资打假的决心。

去年以来，我市重点突出城乡接合部、行政区域交界区、农
资批发市场、集散地和“菜篮子”产品主产区、种养殖生产基地
等重点区域；围绕种子、农药、肥料等重点品种；聚焦黑作坊黑
窝点、经营门店、网络电商、面向用户直接兜售、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规模生产主体等重点环节；开展
实查严打。

“就在4月11日的专项执法中，我们发现镇江高新区玉国蔬
菜种苗服务部货物摆放凌乱，存在安全隐患，已现场责令整改，
并责成高新区执法部门对其下达整改通知书。”市农业行政综
合执法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戎全虎介绍，在抓住重点环节的同
时，联合执法还不断加大执法办案查处力度，坚持有案必查。

严把种子关，筑牢“稳粮”根基

4月10日，在句容市金原农化有限公司，农资仓库堆得满满当
当。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目前仓库产品充足。特别是良种的供应，
不但有优质供货渠道，也有良好售后服务，让农户们买得放心。

良种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根基。在我市常年开展的农资打假
专项整治行动中，种业监管历来是“重头戏”。

“根据省厅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我们认真落实种业振兴
行动方案部署要求，突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集中整治和
日常监管，明确责任分工，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按照目标任务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市农业
行政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王正平说，目前，我市共有县级发证
种子企业3家，检查覆盖率100%。主要农作物品种抽样涵盖在我
市推广的所有品种。今年全市共抽取种子样品218个，室内三项
质量检测全部合格。

着力强宣传，打造“守法”氛围

“您好，这是农资识假辨假及科学使用明白纸，按照上面的内容买种子、农药，可
以买到放心的货物。”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说。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丹阳市农
业农村局在丹阳市陵口集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执法人员和农技人
员向农民朋友普及了农资识假辨假知识，引导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农资产品。

从不会挑到会挑选，从买便宜到买正规。一次次放心农资下乡的背后，引导着农
资购销两端守法氛围的日益浓厚。

今年以来，全市“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和科技人员400
多人次，发放法律书籍、农业知识宣传手册、明白纸等宣传资料共计0.6万份，营造出
安全生产、放心使用农资的良好氛围。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与相关执法部门的合作联动，加大监管力度，聚焦农资
市场突出问题，依法从严从快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持续加大对农资、农产品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突出对标签不规范、台账不健全、备案不及时、
违规使用农机、使用禁用农药、超范围使用限用农药等重点问题实施长效监管，加大
处罚力度。”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刘和平表示，在强化监管执法的同时，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将继续加强对农资经营者、农业执法人员对农业法律法规及相
关知识的培训，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对农民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指导，采取“边
检查边宣传”的方式，增强农资经营者规范经营的法律意识，提升农民对假冒伪劣农
资的辨别能力。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周
超）日前，全市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
械化建设推进会在丹阳举行，现场展
示特色农业机械，全面推进农业生产
全程全面机械化和农业机械装备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

在丹阳云阳街道的江苏年豊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高速
插秧机、收割机等智能化农机设备在
库房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在室内的
无人化农场数据中心，工作人员通过
远程管理平台能够实现无人驾驶智能
农机装备作业的可视化监控与管理。

“平台可实时显示智能农机实时
位置、田间作业状态，而这只是我们
农场智能化改造的成果之一。”江苏

年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庄玉明说，他们正在推进稻麦轮作智
能农机装备与技术集成示范，这一
技术可以实现稻麦轮作耕整地、播
插、植保、收获等田间作业的智能
化机械作业。“今年，我们准备实现
500多亩机插秧全程智能化，省工节
本、为农场增收增效，明年还将继续
扩大规模”。

在另一处现场丹阳云阳街道大
圣村蔬菜生产基地，工作人员现场演
示了设施蔬菜的机械化作业。自走式
喷雾机田间浇灌、松土机开沟覆土、
手推式播种机让现场人员频频点赞。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使用新型农机
后，很多环节的作业效率将大大提

高，方便规模化、高效化生产。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农
机化发展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农业机械高质量发展能更好地为乡
村振兴提供装备支撑。“目前，全市各
地农机部门正突出抓好综合农业服
务中心建设和平安农机示范创建，在
农机服务保障、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创
建、特色农业机械发展等方面下足功
夫。”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处处长王成
说，今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将达到90%以上，设施农业、果
桑、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
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70%以上，农
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我市举办粮食产量
调查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张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及省市相关文
件、各级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科学种
植与科学统计相结合，日前，市农业农村
局、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市统计局共
同举办全市粮食产量调查业务培训会。
各级统计人员、农业管理人员共100余人
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国家统计局江苏调
查总队副总队长栗瑞梅、国家统计局江苏
调查总队农业调查处处长蒋书明，分别围
绕粮食产量调查作动员部署和业务培训。

培训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白马湖农
场新区基地、扬中雷公岛、丹阳市珥陵镇
等地开展调研，了解小麦苗情长势、小麦
千亩示范方建设、种粮主体收益情况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

以花为媒，写好农业“花语篇章”

春日劳作忙

4 月 12 日，村民在
句容市后白镇张庙茶场
采茶（无人机照片）。春
日里，农民不负春光忙
农事，田间地头一片生
机盎然的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辛一 摄）

今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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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社：

优化农资供应服务
打造放心农资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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