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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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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土”味受追捧
“土猪红烧肉”“老鹅”“老母鸡汤”“红烧鱼

头”……要说乡村休闲旅游最吸引游客的项
目，农家“土”菜当属首位。今年的“五一”假期，
众多提供农家菜的家庭农场，感受到了天天爆
满的火热气氛。

在丹徒区上党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这几
天的火爆生意让农场工作人员都全力以赴。

“我们农场虽然只有六、七桌餐饮提供，但根据
人数和菜品不同，价格可以做到600元-1000
元。”农场负责人表示，食材基本都是农场自产
的，吃过的客户都说好。吃完饭，游客还能带着
孩子去免费喂养小兔子和小羊，还能体验捡鸡
蛋的乐趣。

句容市永丰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纪昌中这
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五一”假期，他的农场
日接待量近200人，5月1日当天有500多人品尝
农家菜，这位负责人只能亲自参与传菜工作。

“我们的所有菜品都是地道的农家菜，游客也
多是老客户和老带新，看着大家满意的笑脸，
我们干得也更起劲。”

纪昌中特别留意了游客的自驾车，发现今
年“五一”假期，挂着镇江本地牌照的车辆明显
增多，自家的农家菜受到镇江游客的欢迎，这
让他十分高兴。“回想起前几年的‘五一’假期，
再看看今年的火爆场面，我想农家乐的好日子
又要来了。”

采摘“鲜”果真热闹
如果说赏花是对美的欣赏，品农家菜是

对味蕾的褒奖，那么乡村休闲旅游的另一
大 选 择 “ 采 摘 ” 则 是 众 多 带 孩 子 游 客 的

“心头好”。
在丹阳市南翔生态园，樱桃挂满枝头，成

为今年“五一”最火热的采摘打卡地。一位丹阳
本地游客带着两个孩子一同入园，边摘边吃，
十分高兴。“这里只需要入园交30元的门票，就
能边采边吃，走的时候采摘的部分按斤称重，
还不错。”

“我们园内有50亩
樱桃，分为3个品种，从
4月 17日 正 式 开 采 以
来，每天都有数百名游

客入园采摘，十分热闹。”生态园负责人池朱忠
说，“五一”假期，每天的入园人数超2000人次，
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1倍。同时，园内还有特
色农产品销售，比如火龙果蛋卷、火龙果饼等，
销量不错。“目前，樱桃采摘已近尾声，预计再
过几天就会结束。”他说。

除了樱桃，我市的草莓采摘也抓住了假期
的尾巴。不少草莓种植户纷纷在假期中给予游
客让利销售，赚取草莓季的最后红利。

据了解，随着温度的走高，桑葚、枇杷和蓝
莓也即将成熟，能够为市民的乡村采摘游提供
更多选择。

乡村休闲旅游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新型产
业形态，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农业对我市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有着积极的助力作用。日前，
我市正式发布了乡村休闲旅游农业乡“望”未
来品牌，进一步推动乡村休闲旅游农业做大做
强，进一步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未来乡村“镇”兴美景。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茅蓉
芳）日前，以“山海连云·丝路绿韵”为主
题的第十二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园林园
艺专题展正在连云港举行。我市农业农
村局精心组织选送了组合盆栽、精品名
茶、菜菌制品、加工果品、中药材、恒顺香
醋等一批地产园艺优新特产品参展。

此次参展的特色园艺产品有镇江金
山翠芽、茅山长青、三叶咸秧草、干制鹿
茸菇、菌菇酱、超微猴菇粉、无花果果脯、
桑果酒、葛根粉、花醋等18个，地方特色
明显，种类丰富，受到了评奖专家们的高
度认可。同时，8件组合盆栽作品选择
植物品种丰富多样，容器形式各异，用创
意和灵感演绎“花样生活”，展现的一件
件组合盆栽作品精美绝伦，给游客留下
了深刻印象。此外，镇江室内展馆还有
15平方米的花卉花艺布展、8件插花作

品和3件小型盆景参展。
本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着力打造文

化园博、健康园博、低碳园博、多彩园博
等特色亮点。通过此次展会，既充分展
示了我市高超的园艺花卉技艺水平，也
展现了我市名特优新园艺产品形象和现
代园艺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庄磊）
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牵头组建的评价专家组，对句容市丁庄
葡萄专业合作社开展了国家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现场评价工作。

专家组实地检查了丁庄葡萄专业合
作社的现代农业模式、全产业链整体推进
情况、标准化实施、产品质量等情况，通过
听取汇报、材料评价、现场检查、座谈交流
等方式全面了解评估我市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推进情况。专家组充分
肯定了我市在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建
设中取得的工作成效，对丁庄万亩葡萄合
作联社的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
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组要求继续通过农
业生产绿色转型、资金保障、标准化制度、
农产品质量追溯等方式积极推进示范基地

建设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机制，不断提升创建水平。

丁庄葡萄产业发展至今，始终坚持
探索建立以产品为主线、全程质量控制为
核心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目前，联社实
行“五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统一品种育
苗、统一生产资料、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品
质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建立“专家+团
队+农户”“1+1+N”技术推广体系，推广葡
萄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打
造电商平台、完善冷链物流、提升分拣设
备，确保葡萄全产业链按标生产。下一步，
联社将围绕丁庄葡萄的全产业链条，结
合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特性、技术条件和
资源条件，构建标准综合体要素图，以创
建促提升，以创建促增效，力争创成全省
首批国家级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殷跃军

“我这秧田已经平好了，再过几天
就准备育秧了。”“我们家营养土备足
了，育1000多亩大田的秧不在话下。”虽
然小麦还在田间生长，但我市的秋粮准
备工作已进入“预定轨道”，农业主管部
门主动开展服务，农业大户们也紧锣密
鼓地做着水稻育秧的各项准备工作，夏
忙的“前奏”已经响起。

“准备”充分领先一步

培育壮秧是水稻高产的基础，而壮
秧培育的关键，则在于早准备、细落实。

在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种粮大户
凌鸿的水稻育秧工作已“万事俱备”。

“半个月前我就把育秧所需的营养土、
稻种、秧盘等各项准备都做好了，预计
到5月7日、8日就开始育秧。”

在距离荣炳盐资源区40公里外的
句容市郭庄镇，纪兵农机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谢纪兵也将80亩秧田平整到位，为
自家万亩大田打牢夏种基础。“除了80

亩的秧田，各类设备维护、物资准备也
已就绪，能够为7000多亩机插稻田育出
所需秧苗。”谢纪兵说。

据了解，今年全市秧田计划面积
9132亩，目前已基本落实9032亩，丹阳、
句容、扬中、丹徒、镇江新区累计储备育
秧秧盘2435万张以上，育秧基质3692
吨，无纺布622万平方米，播种流水线
443台（套）。其他如水稻良种、营养土、
壮秧产品等也基本准备到位，为全市90
多万亩机插水稻的培育壮秧和直播稻
控减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专项”扶持助农一程

据了解，今年，我市共承担水稻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省级示范片26个
（5000亩以上、1000亩以上示范片分别
有4个、22个），累计490万元的“全程
扶持资金”将为示范片高质量打造，特
别是示范片机插集中育供秧提供稳定
的资金支持。

在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片
打造的基础上，各市、区纷纷拿出了

因地制宜的惠农“福利”单。其中，
丹阳市为提高秧苗素质，提升育秧效
率，更好开展集中育供秧，同时扩大
示范片辐射带动效应，新增了（微）喷灌
育秧补贴，对实施达标的主体每亩秧田
奖补800元。

4月27日一大早，丹阳市珥陵镇超
群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徐先忠已经在离
家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处农田开展无人
机麦田飞防服务，但他心里依旧记挂着
自家的秧田。今年，他为水稻育秧留出
的20多亩秧田，打造高质量秧田是他的
目标，“听说，今年我们这儿对（微）喷灌
育秧有补贴，我得好好干。”

“服务”落细保障一流

育壮秧、育好秧，不但需要农户的
“全力以赴”，更需要农技人员的“主动
作为”。

“市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同步开展配
套指导，因地制宜制定了2023年水稻主
推品种、水稻生产技术、水稻育秧技术
等意见，并及时发放给种植大户、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市
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表示，与此同
时，各地还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指导，4
月21日，丹阳市邀请江苏里下河地区农
科所黄年生研究员开展了机插稻作绿
色高效栽培技术培训；4月28日，扬中市
邀请扬州大学农学院霍中洋教授开展
水稻生产暨育秧技术培训。“截至目前，
各市、区已开展线上线下培训指导（含
微信指导、电话咨询等）逾200期（次），
累计培训指导4000余人次，强力提升育
秧技术普及到位率。”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育秧准备工
作，市农业农村部门广泛整合产学研资
源，积极对接省市农科院、高等院校、省
推广部门等单位机构，稳步分批次组织
市、镇农技人员对接育供秧主体，奔赴
田间一线推进育秧准备工作和相关指
导服务。目前，各项育秧准备事项正在
有序进行中，为夏种生产提供了强力保
障。此外，相关农机公司以农机合作社
为主体，全力组织人员对农机夏收、夏
种机具进行检修和保养，确保春耕衔接
顺畅不脱节。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倪璐）
“五一”节前和节日期间，农产品消费需
求旺盛，鲜活农产品购销量大，为切实
保障节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

“五一”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专项方案，围绕“三年行动方案”和豇豆
专项治理相关要求，加强监管检查和宣
传力度，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努力营造
良好的节日氛围，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市农业农村局对镇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站、村级服务点、农畜水生产
经营主体等开展了节前农产品质量安
全专项检查，通过面对面询问交流，现

场查阅台账资料，查看种养殖场所、农
资仓库、检测实验室、追溯系统平台等
方式，对农产品进行“全链条”“全过程”
监管检查。针对检查中个别主体暴露
出的生产记录不完善、销售记录缺失、
农资杂乱摆放等问题，现场要求限期
整改。

据了解，市县两级农产品监管部门
围绕节日期间重要和热销食用农产品，
落实例行检测和风险监测抽样任务，针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产、农业企
业以及种植大户进行随机检查和抽检，
重点监测韭菜、芹菜、番茄、青椒、莴苣、
茶叶、草莓等当前上市农产品，全市共
抽取 70个主体 185个批次农产品进行
检测。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大宣传力度，
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宣传新修订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让更多生产经营主
体知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应履行的

法定义务和生产主体责任，通过免费赠
送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对生产主体进
行再提醒、再强调，加强科学用药指导，
普及农药兽药安全使用知识，推行标准
化生产技术操作规范，指导生产者购买
使用国家批准的正规农药兽药，督促指
导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等落实生产
记录制度，告知其法定义务和违法后
果，强化质量安全意识。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严格落实日常监管责任，强化风险隐患
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用好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做好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确保不发生重
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秧田已平 种土齐备 指导覆盖

全市水稻育秧工作即将按下启动键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巡查监管
为市民节日餐桌“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常琪

“假期你出门了吗？我可是既看了美景，又吃了
美食。”“这只能算基本操作了，我就在镇江体验了漂
流，还听了小型演唱会，那场面可嗨了。”随着节后工
作日的到来，今年的“五一”假期也在万众出游的热
闹景象中成功收官，不少市民闲暇时聊着假期出游
的种种体验，而镇江本地的乡村休闲旅游成为大家
口中的“高频词”。

入园游客有“增”加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对我市众多乡村休闲旅游

景点来说，是疫情过去后的第一场“盛宴”，各家都在
节前“摩拳擦掌”，精心准备了各种吸睛节目和特色
体验活动，而游客的纷至沓来，则是对这些准备的最
好回报。

在句容市白兔镇，网红打卡点——伏热花海再
次成为游客“集聚地”，园内以月季为主的各色花卉
争相开放，让来到这儿的游客徜徉花的海洋，还能乘
坐花田小火车，欣赏沿途风景。一位来自镇江市区的
游客告诉记者，孩子特别喜欢花，也很爱观察花，这
里的各色花卉满足了孩子的“愿望”，他和妻子在花
丛边搭了帐篷，看着孩子赏花，乐在其中。

伏热花海负责人陈经理表示，假期5天，除最后一
天受降雨影响外，总入园人数超5000人次，这一数字
较去年翻了一倍。“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入园游
客的消费愿望增强，人均消费也从之前的10元-20元
涨至30元以上，特别是以花卉、植物为主题的文创产
品销售火爆。”

将目光从句容转至丹阳，这里的休闲观光农业
点也是游客如织。在丹阳开发区其林村，嗨皮小猪农
场这几天热闹非凡，园内的水上项目、真人CS等受
到游客欢迎。企业负责人董经理表示，最火的还是烧
烤位，园内60个烧烤位每天都爆满，热量催着香味飘
出老远，满满都是“烟火气”。

而在25公里外的香海琴枫庄园，5天累计入园人
数超3.5万人次，最多的一天就有1万人次入园。“我
们的线上门票销售火爆，园内众多设施特别是双龙
溪漂流、彩虹滑道、越野车等体验项目更是受到游客
欢迎。”公司负责人吴经理表示，特别是4月29日和30
日的晚上7点-10点，公司邀请了乐队前来驻唱，现场
气氛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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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专家组现场评价我市首批
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我市园艺产品亮相
第十二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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