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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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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节省三分之二 时长缩减近一半

全省首台自动化移动育秧工作站惊艳亮相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黄
修德）日前，在 2023年镇江市“三夏”
农机化工作部署暨水稻智能化育秧
现场观摩培训会上，江苏省首台（套）
自动化移动育秧工作站吸引了众多
农户的目光，该工作站将为推进水稻
机插秧覆盖率、助力保障粮食安全发
挥积极作用。

在演示观摩现场，由无锡九众九
机器人有限公司为用户量身定制的
工作站平稳有序作业，秧盘输送、
铺土、压实、播种、覆表土、洒
水、平土等工序一气呵成，仅需 8
秒，4盘秧苗已被整齐摆放在指定位
置。简单计算可知，原本种植 3000
亩的9万盘秧苗需要传统育秧流水线
16个人 20天才能完成，而使用该工
作站后，仅需 5 个人 13 天即可完
成。紧接着，叉车将摆放整齐的秧
盘叉到田边进行叠盘暗化；暗化好
的秧盘通过长距离无立柱秧田用秧
盘输送机运至田间。据现场专家介
绍，以往搬运秧盘至田间环节需要
十几个工人，如今，机械传送轨道
流水搬秧的方式只需要田边和田里

各站一个人，大大节省了人工，提高
了作业效率。

“自动化育秧工作站和长距离无
立柱秧田用秧盘输送机，很好地解决
了农忙期劳动力不足、人工成本贵、
劳动强度大等问题。同时，用工量减
少 2/3，按人工费每人每天 100 元计
算，仅育秧环节合作社每年可以节省
2万元。”句容市宝华镇仓头村强民稻
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贤财表示，有
了移动式育秧工作站，合作社下一步
计划为周边用户提供代育秧等社会
化服务。

好机械还得有好技术配套，才能
在农业生产中产生“1+1＞2”的效果。
当前，多地出现了直播稻面积增多的
现象，为此，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站邀请了金坛区农机化技术中心主
任许高权，围绕水稻微喷灌育插秧技
术内容进行技术培训，介绍育秧、机
插秧、测深施肥等机械化育插秧新技
术新装备，让农户充分认识直播稻生
产存在的风险和直播稻面积扩大带
来的隐患，为全力推进水稻生产发
展、落实“推技术、提单产”的工作要

求打下坚实基础。
市农机推广站负责人表示，农业

科技装备是农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作为农机推广部门，要紧跟农业生产

向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转
变的发展方向，深入推进科技兴农。
接下来，市农机推广部门将加强油菜
和小麦机收减损、水稻机械化育插

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服
务指导，保障夏季生产农机高质量作
业，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
强市持续发力。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王剑宇
本报记者 栾继业

当前正值水稻育秧季，在丹阳
珥陵镇祥里村一方育秧田里，祖孙
三代农人正在忙碌着，父亲霍洪涛
对已铺设好喷灌设施的秧田进行调
试；儿子霍源则操控着一架无人机，
对第一批已经出苗的秧田开展病虫
害飞防作业；站在一旁田埂边的爷
爷霍阿耇，看着眼前的麦黄秧绿更
是喜不自禁，感叹如今科技种粮真
是越种越有劲！

爷爷带头承包抛荒地
成村里最早种粮大户

爷爷霍阿耇是祥里新丰自然村
最早的种粮大户，早在1991年，村党
支部书记找到他，请他承包村里无
人肯种的36亩抛荒地。霍阿耉深知，
这些地是村里最低洼的地，易发生
洪涝灾害，但村里相信他能够战胜
困难，于是霍阿耇毅然签订了承包
合同。从此，他和妻子起早贪黑、一
心扑在这几十亩地上精耕细作，几
乎每天都要到地里转转。

说起以往承包种粮的历程，年
近七十的霍阿耇感慨万千：“当时农
业税还没免除，农民种田负担挺重，
再加上机械化尚未推行，田里繁重
的农活大部分要依靠力工，还是传
统的脸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
弯腰。”尽管老霍种了大半辈子田，
但种粮规模始终停留在这36亩地
之间。

儿子加盟迈向规模化
种粮实现全程机械化

2008年，中学毕业后在外从事
电缆安装的儿子霍洪涛，在国家“一
免三补”支农惠农政策的感召下，主
动回归田野。他从购买小型插秧机
开展机插秧服务入手，协助霍阿耇
做好粮食种植。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当时给附
近一个外来种田大户提供水稻机插
一条龙服务，但他因为种植亏本，竟
连夜跑路了，我连机插服务费也没
要回，无奈之下只能接管了一部分
撂下的流转土地。”今年45岁的霍洪
涛表示，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向规
模化种粮迈进。2013年，听从镇里农
服中心的建议，他家注册成立了百
益源家庭农场，并陆续添置了大型
拖拉机、高速插秧机、粮食烘干设备
等大小农机装备，实现了粮食生产
的全程机械化作业。

“随着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力度
的不断加大，虽然土地越种越多，但
各种农机省工节本，地也越种越轻
松。”霍洪涛算了一笔账，“以前人工
工资，农场每年要支付七八万元，最
多时达十多万元，现在用人少了，只
需要两三万元。而且这些年来，农场
一直是稳产高产，遇上年景好、粮价
高的年份，稻麦两季亩均纯利润可
达700元左右，差的时候也能保本
经营。”

目前，百益源家庭农场流转承
包的粮田面积已达1247亩。由于规
模化种植经营有方，作为新型职业
农民的霍洪涛，先后被评为镇江市
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丹阳市劳模，
并当选为丹阳市人大代表。百益源
家庭农场也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

孙子回归当起“新农人”
既能吃苦更是“慧种田”

霍阿耇的孙子霍源今年23岁，
从丹阳中专毕业后，也曾在企业、饭
店打过工，但发现付出与回报并不
成正比。“正当我苦恼迷惘时，父亲
与我谈心，建议我回来打理智慧农
机这块。”有了年轻人的接手，正好
可为下一步创建粮食生产“无人化
农场”奠定基础。

霍源的家门上还贴着大红“喜”
字，原来今年5月2日是他的大喜日

子。尚在新婚蜜月中的他已经和父
亲一起忙着育秧了，“第一批流水线
育秧后的秧盘已经出苗，将被铺放
到9亩秧田内。”霍源指着库房内整
齐堆放的硬盘说，“这些将分批运往
秧田周围新建的两个大棚里保温
催芽。”

从事农业生产3年来，霍源积极
参加各级组织的农业与农机技术培
训，利用自己所学协助父亲在促进
粮食生产高质高效上做文章。目前
农场试点了五六十亩稻鸭共作，新
添了2架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看到
儿子从种田门外汉变成懂农业、知
农事、爱农业、会农机的“新农人”，
霍洪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现在‘00后’从事农业的新生
力量还是太少了，像我这一辈的年
轻人大多想去大城市发展，有些人
可能觉得回家种地是件丢脸的事。”
霍源却认为，现代农业、新型农民和
过去有了很大区别，不但要有勤劳
的双手，更要靠科技、靠脑子，由“会
种田”转向“慧种田”。

祖孙三代接力机械化、规模化、
科技化种粮，种出的不仅是农家增
收致富的新“稻”路，也将引领更多

“新农人”回归希望的田野，为推进
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注入新动
能，激发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蓬
勃生机。

丹阳吕城：

地产葡萄挂满枝
精品果园管护忙

本报讯（通讯员 姜锁平 记者 佘记
其）小满节气一过，就是苏南地区葡萄种
植园进行葡萄管理的关键时期。5月23
日，记者从丹阳市吕城镇井园村的天籁
葡萄合作社获悉，当地各葡萄种植园里，
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忙着对葡萄进行疏
果、施肥等管护作业，为增产增收打好
基础。

走进吕城镇井园村的天籁葡萄园，
只见满目绿意盎然，一串串晶莹剔透的
葡萄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天籁葡萄合
作社负责人路红英带着8名工人在葡萄
园里忙碌着，工人们一丝不苟地进行除
草、绑缚、上蔓、掐尖等管护工作，忙得不
亦乐乎。

路红英告诉记者，现在正是葡萄果
实膨大期，需要足够的营养，处理掉副梢
可以避免其与果穗争夺营养和水分。而
疏果则能除掉生长过密的果实以及病虫
果、畸形果和无核小果，使穗形、粒形整
齐，着色均匀，不出现花粒，促进果粒
膨大。

路红英是从 2012年开始种植葡萄
并创办这家合作社的，目前园内种植葡
萄约 40亩，有夏黑、金香玉、阳光玫瑰、
浪漫红颜、黑皇等6个葡萄品种，最早成
熟的夏黑预计 6月初就可开园上市，采
摘时间可持续到 10月份。园内葡萄实
行绿色管理、有机栽培，种出来的葡萄品
质非常好，不仅颗粒大、果肉饱满，还紧
实抱团，因为甜度适宜，口味独特，受到
消费者喜爱。

大学生志愿团队
开展助农直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黄奇）5
月24日，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蒲公英”志
愿者团队以“服务农民，助力振兴”为主
题，前往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村，开展服
务农民、直播助农等活动。

此次活动，“蒲公英”志愿者团队共
有 60 余名志愿者参加，志愿者分工明
确，一组志愿者前往桃园帮助当地农民
对桃树进行养护，另一组志愿者负责拍
摄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直播视频。本次活
动共帮助农民养护桃树 5亩，直播视频
发布后的2小时内有400多人关注，对当
地特色农产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潘凌理表示，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与水台村党建共建，通过大学
生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党建+劳动教
育”创新融合，培养大学生劳动价值感的
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

据悉，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将进一步
与水台村加强合作，开展大学生劳动教
育课程，提升大学生服务农民的意识和
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胡建伟 本报通讯员 邵勐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近年来，气候逐步变暖，
给白蚁生存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特别是到了防汛抗旱的
关键准备工作阶段，白蚁防治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为巩
固灭治成果，市水利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精神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
念，多措并举开展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确保水库
堤防等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我市为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湿度适宜土栖
白蚁孳生，1973年句容李塔水库大坝首次因蚁患出现险
情，自 1975年开始，我市逐步对在册有蚁害水库大坝和河
道堤防进行白蚁防治。同年 9月，在省水利厅的支持下，我
市聘请了句容林场白蚁研究所技术人员在李塔水库大坝
首次开展白蚁防治工作。灭蚁工程 1976年 2月完工，全坝
共挖出蚁巢85个，最大蚁穴空洞1.2立方米，空腔副巢100
余个，挖填土方3250立方米，用烟剂1800公斤。

1976年冬，省水利厅在句容举办了第一期堤坝白蚁
防治培训班，后陆续举办多期，组织了一批技术骨干参
加培训，为灭蚁工作打下了基础。1987年起，潘冲、龙山、
茅山等水库均采用开沟截道的方法进行灭治。其间，我市
研制的诱饵剂经有关专家验收论证，为省内首创，灭蚁效
果好，省工省钱，便于操作，被省水利厅命名为 JSSO-Ⅰ、Ⅱ
型，并获得省科技进步奖。可以说，该药的诞生为我省全面
推广灭蚁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在试验过程中积累了药物
投放、采食检查、碳棒查找、死亡蚁巢开挖等防治技术
要领。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1993年成立了句容县堤坝
白蚁防治中心，负责供应全省堤坝白蚁防治药物，协助
省厅对白蚁防治工作督查及技术指导。

1993年，邀请国家农林部电影制片厂拍摄《防治堤
坝白蚁》科教片，获得了国家最佳科教片奖。1991年至1995年，诱饵剂被列为

“国家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向全国推广应用。经中科院推荐，我市研制的诱
饵剂向越南输出。

为了保证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工程安全，加快堤坝白蚁防治的进程，规范
白蚁防治工作，在省水利厅的主持下，2002年我市参与了《江苏省堤坝防治办
法》的起草与讨论工作，2004年省水利厅184号文通知印发执行。《办法》中明
确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防治组织与领导职责、奖惩办法、防治人员
的落实与职责、对防治人员的工作要求、达到基本控制的标准、验收方法等，
使得白蚁防治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有力推动了堤坝白蚁防治工作的进
展。经全市堤坝白蚁防治人员 40多年的努力，截至目前，全市 109座在册的有
蚁害水库大坝堤防均达到了《江苏省堤坝白蚁防治办法》规定的标准。

堤坝白蚁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重道远。防治技术的提高、药
物的改进是白蚁防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市正在改进诱杀剂由化学药改
为中草药，对人畜无害，更符合环保、生态要求。2022年12月8日，省水利厅
科技处组织专家对句容市堤坝白蚁防治中心申报的2019年省级水利科技项目-环
保型灭蚁药物研究与推广进行论证验收，一致认为该项目已基本完成合同书规
定内容，技术路线合理，研究方法正确，结论可信，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句容市堤坝白蚁防治中心将继续深入完善该项目，再
次扩大应用范围，力争在1-2年内完成药物更替工作，不断总结提高防治技术水
平，为做好堤坝白蚁防治工作、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来我市调研

本报讯（朱浩 李辰）5月 17日，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林元
达带领全国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专题研究班一行，来我市句容考察参
观，实地了解我市供销社综合改革等工
作进展情况，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
主任卓炜陪同。

林元达一行现场观摩了句容郭庄便
民超市、纪兵农机专业合作社、华达农
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等地，并听取了相关
情况介绍。近年来，句容市供销合作社
系统不断深化综合改革，突出为农务农
姓农，大力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
工程”“农产品流通富农工程”和“农
综社试点姓农工程”，全力构建具有句
容特色的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截至目
前，已累计创建为农服务社214家，其
中服务中心 35 家、三星级服务社 97
家、二星级为农服务社 37家，覆盖了
我市所有行政村和大的自然村，创建现
代农业服务中心 6家、“农资惠”线上
服务网点39家。

林元达对我市供销合作社在做好为
农服务工作方面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我
市供销社在基层社建设、助农销售方
面，坚持为农兴社，创新服务方式，多
措并举助农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造
特色品牌，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讯（朱浩 李辰）日前，市供销
合作总社携润果农业一行赴省总社推
动全市“新农人”工作。省供销合作总
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出席
并讲话。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镇江新
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魏巧介绍了润果农业发展历程、启示及

公司下一步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魏巧
希望省、市供销合作社关心支持润果农
业发展，在农业社会化品牌打造、“新农
人”培育等方面加强合作，对我市农业基
地建设和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张建军对我市供销合作总社一行
的来访表示欢迎，对润果农业现代化
发展之路、创新理念、为农服务情怀表

示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于推动农业强
省建设，认真总结提炼，积极推广润果
模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真正解决

“谁来种田”难题。他强调，要把供销合
作社发展与润果发展结合起来，通过
基层社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农
业人才培养等工作，探索打造“润果+
供销”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尤恒）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安全生产会议
部署要求，确保全市农业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加强规范治理，压实家庭农场属
地监管和行业监管的主体责任，抓紧抓
实抓严家庭农场安全管理工作，日前，
市农业农村局结合2023年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评定的现场核实，在丹阳市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检查组先后对丹阳市吕城镇和谐
家庭农场、访仙镇梨博士家庭农场、
珥陵镇友荣家庭农场、延陵镇老国家
庭农场、陵口镇新法家庭农场和郦双
良家庭农场进行2023年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的现场核实和安全生产检查，在现

场核实中，重点针对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申报表中的数据和有无发生重大质量
安全事故等进行了核实；在安全生活
检查中，重点查看烘干房、拖拉机、
碾米机等生产设备以及生产大棚等生
产设施的安全情况，指出了可能存在
的安全隐患，要求其守牢安全生产防
线，以安全保生产；同时查看了安全生
产管理责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情况。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把安全生
产纳入家庭农场常态化管理，将有无发
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作为评审各级示
范家庭农场的必备条件，以确保家庭农
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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