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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周超

“我们的农机已经准备到位，随
时准备开镰。”“无论是收割的农机还
是栽插的农机，都已检修结束，保证
不耽误收种进程。”6月已至，夏忙将
始。随着夏收夏种的大幕拉开，“布
散”在我市各地的农机已是“摩拳擦
掌”，随时准备投入夏收夏种的浪潮。

前收后种无隙部署

“组织实施好今年‘三夏’农机化
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
播种,实现全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月18日，我
市召开“三夏”农机化工作专题部署
会。会上，2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宣告成立，“三夏”农机作业调度机制
也同步确立。

为做好夏忙农机保障，我市农业
农村部门针对“三夏”农机化工作特
点，充分评估农机跨区作业、农机整
机和零配件供应以及可能发生的灾
害性天气等因素，加强组织领导，增
强责任意识，制定了我市“三夏”农机
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并狠抓措

施落实。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根据小麦收割进度和机具保障情
况，适时进行机具调度，确保“三夏”
农机作业期间有机可用、有件能换、
有油可加、有人可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成立了
“三夏”农机工作领导专班，统筹开展
农机抢收抢种形势会商、组织作业供
需对接，协调打通农机转运堵点卡
点、保障零配件和燃油供应、处置应
急情况等工作，确保“三夏”农机抢收
抢种工作有序开展，做到成熟一片、
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不误农时。

用机用油都有保障

“我家里有3台收割机、5台拖拉
机、6台插秧机，还有植保机。无论是
保养还是用油，都准备齐了，这两天就
要开动起来了。”近日，丹阳市珥陵镇
一位种植大户告诉记者，在自家农机
准备充足的情况下，7天内收完1000
亩小麦不成问题，

据了解，为全面掌握今年的夏收
农机情况，市农机部门将今年“三夏”
机收对接调度延伸至每个村、所有种

植大户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从
调度情况来看，今年我市小麦需要机
收面积80.06万亩，落实小麦收割机
1400余台，基本满足今年小麦抢收机
具需求。”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处负责
人王成表示，按照每台收割机每天平
均收割80亩测算，预计7天内完成今
年小麦机收任务。

“铁牛”充足的同时，“饲料”供应
也实现了全覆盖，为保障我市2023年

“三夏”期间“三优一免”（优先加油、
优惠供应、优质服务、免费办卡）农用
油供应，市农业农村局与镇江中石
化、中石油公司对接，印发了《2023年
镇江市“三优一免”农用油供应通
告》，农机手持“农机双优卡”“昆仑加
油卡”在我市相应的农用油供应站加
油优惠4%，全市共80家加油站提供
农机用油服务，实现农机用油供应全
覆盖。

今年，我市对于农机手的服务费
用进行了相关引导。“我们对机收作业
成本进行测算，1台小麦收割机作业量
在10亩左右/小时（小散田块在6亩左
右/小时），消耗柴油2升/亩左右，根据
当前油价每升7.06元，油费应在14元/
亩左右，外加上机手工资、机械折旧

费，每亩收割价格应在60元/亩左右。”
王成如是说。

减损安全时刻牢记

当前，机收已是主粮作物收割
的“主导”方式，做好机收减损工作，
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也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三夏”农
忙前，市农业农村局印发《致全市农
机机手朋友的一封信》，提醒广大机
手增强减损意识，关注信息服务。同
时，夏季农忙是农机作业高峰期,也
是农机事故易发多发期, 农机安全
生产工作也不能有丝毫马虎。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市
农机部门提醒各地，要围绕农机安全
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巩固提升年行
动，积极做好源头管理、安全执法

等重点工作，提高农机的检验率，
加强农机安全检查和农机服务安全
检查，严格防控农机安全风险，确
保农机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兽医师祝
威表示，各地要充分认识到“三夏”农
机抢收抢种工作可能面临的各种严
峻挑战。切实增强“三夏”农机工作的
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全力夺取夏粮
丰产丰收。要制定应急预案，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充分评估麦收期间可能
发生的灾害性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前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农机抗灾减
灾能力，做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
种一片,不误农时。此外，要发挥应急
服务队作用，22个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要密切关注“三夏”抢收抢种期间
可能遇到的情况，关键时候启动应急
作业服务队，实施突击抢收作业。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李辰

眼下正值夏种病虫害防治时期，
扬中市禾丰农资有限公司进入繁忙
的农药配送时段。与前几年不同的
是，农药是以实际购进价格为基础

“零差率”销售。
提起“零差率”农药配供，扬中市

新坝镇种植大户陶爱华赞不绝口。
自 2019年，扬中市在镇江率先开展
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试点以
来，他的 800亩地在采购农药方面
就节约了 28000 余元，得到了真金
白银的实惠。“通过实行农药集中采
购、统一配送上门，每亩地能便宜
30多元，用完的农药瓶子和袋子回
收还有额外的收入，降低了我们的
种植成本。”

扬中市禾丰农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韩洪介绍，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
政策，采取政府补贴方式，严格筛选
高效、低毒、无残留的农药，指导农户
科学、规范、合理使用，推行农药减
量，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农作物
质量，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农资供
应信息化水平，提高农资供应效率，

扬中市建立起覆盖全市的“农户信息
名录”，并在新坝镇试点发放各类惠
农卡2800余张。

5月 29日上午 10点 25分，记者
在新坝农资经营服务部看到，工作人
员打开农资采购平台，扫一下惠农卡
背面的二维码，即可显示持卡农户的
土地面积、种植信息，卡内也实时记
录了农户购买农资的相关信息。“我
们计划今年在扬中全市推广发放惠
农卡，实现全覆盖，构建起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现代化农资管
理网络体系，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
合发展。”扬中市供销合作总社有关
负责人介绍。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扬中市逐年
扩大农药“零差率”配供面积。截至
目前，累计配供 78万亩次，配供金额
超900万元，为农户节省超400万元，
进一步降低农民种田负担。

近年来，市供销合作总社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大局，积
极探索、改革创新，大力推进农业社
会化服务。2019年，该社把农药“零
差率”统一配供工作作为参与农村生
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出台《镇
江市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选定条件相对成熟的
扬中市作为试点县市正式启动。政
府组织、农业部门配方、供销社实施、
财政局拨款、农资网点配送……三年
多来，市供销合作总社正按照实施方
案积极推动落实，确保农药“零差率”
统一配供工作顺利开展。

目前我市农药“零差率”统一配
供政策已在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
和丹徒区得到全面推广。截至去年
底，市供销系统累计完成农药集采统
配面积达 290.5万亩次，累计为农户
节约成本近千万元。

“这项工作的开展从源头上保证
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也有利于
组织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
置工作，改善提升了农村生态环境水
平。通过环环相扣，实现了质量保
障、价格实惠、农产品质优增效的多
重效应，赢得了群众的好口碑。”市供
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争把农
药“零差率”集中采购统一配供从病
虫害防治向全链条防治延伸，从粮食
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最终实现品种
全覆盖、作物全覆盖、区域全覆盖，最
大限度节约农民生产成本。

本报讯（蒋须俊 萧也平 栾继业）
“退休回村念农经，酒庄好酒香千里”。
这是丹阳开发区其林村唐家自然村村民
对唐荣庆的赞誉。近日，在村头农宴河
畔的金丝楠酒庄，记者看到这里被翠绿
的竹林和挺拔的榉树包围着，进出道路
也笼罩在绿荫中，草木葱郁、空气清新。

唐荣庆是土生土长的唐家村人，曾
是一名军人。7年前，退休回乡的他眼
瞅着老家村头一方岗坡地荒着挺可惜，
便萌生了发展休闲农业的念头。老唐说
干就干，利用原有水面改造15亩标准鱼
塘、垦荒栽下30亩特色苗木……捯饬出
了一个集垂钓之乐、竹林清幽、榉树掩映
的生态休闲农业基地，也成了唐家村村
头的一道风景。唐荣庆介绍：“游客春天
来垂钓，可以顺便采挖点鲜嫩竹笋，秋天
则能采摘品尝到猕猴桃。不过，我们休
闲农业还有更大卖点！走，去看看自酿
的特色酒！”

来到酒庄制酒车间，一股醇厚浓郁
的酒香早已扑鼻而来。里面 20多个用
于酿酒的大缸映入眼帘。为何要制
酒？老唐如是说：“传统酿酒是民间工
艺，也是酒文化的精髓，近年来少人传
承，正濒临失传。考虑到酒类市场比较

大，传统酿酒有很多人青睐，我也就把
它作为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了！”老唐
专门请来酿传统酒的老师傅指导，通过
悉心学习、不断摸索，在坚守传统酿酒
工艺的基础上，还增加现代标准化元
素，做到保留传统精华，促使酿酒工艺
优化升级。老唐也由原先的酿酒“门外
汉”变成了“土专家”。

“传统酿酒从精选原料优质稻米入
手，在发酵、蒸馏等各个环节都要精心呵
护。”侃起酿酒工艺，唐荣庆滔滔不绝：

“发酵优劣直接关系到酒的产量、品质与
口感。我酿造的原浆白酒保持在52度，
味道醇厚，甘甜爽口，很受消费者欢迎。
每年经市场监督部门委托第三方检测机
构检测，都能达到国家标准。”唐荣庆还
建起地下酒窖，待酒酿成后，边存边销。
每年他酿造的白酒和陈酒、黄酒、封缸酒
有3万多斤，至今已存放了10多万斤酒。

纯粮酿造酒飘香，好酒不怕巷子
深。现在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客人上门
购酒，一年销售五六千斤，每斤酒平均能
卖到 20元左右。唐荣庆也期望有年轻
人能参与其中，更好地传承这一传统技
艺，在乡村产业振兴中“酿出”农民多元
增收的好路子。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何
东兵）“40份样品呕吐毒素均未超标，
合格率达 100%。”近日，市农业农村
部门将在全市随机抽取的 40份田间
小麦样本送至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检测呕吐毒
素指标，结果全部合格。这意味着今
年我市的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是自
2012年以来最佳的一年。

小麦赤霉病是国家一类农作物
病害，对小麦产量和品质威胁极
大。作为我市夏粮主栽作物，小麦
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近 1/3，抓好小
麦赤霉病防控是夺取夏粮丰收的关
键。今年在防治初期，我市农业部
门主动分析小麦抽穗期赤霉病发生
形势，并迅速开展有力行动，赤霉病
防控成效显著。

“我们积极调度，全市80.02万亩
小麦实现一次防治全覆盖，二次防治
覆盖率达 75.9%。”市农业农村局防

控指导组负责人告诉记者，组织走访
调查82位、电话回访120位种植大户
的结果显示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控技
术宣传到位率和适期防治率均达
100%。

5月 15日-19日，全市植保系统
对 160块小麦开展后期病虫考察，小
麦赤霉病仅零星发生，平均病穗率千
分之一左右，与系统观测圃（不用药，
观察赤霉病自然发生程度）病穗率
12.4%相比，平均防效 98.8%，防控效
果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

高效药剂使用占比高也是今年
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优秀”的关键
一环。今年全市累计统筹各级财政
资金602.49万元，用于小麦赤霉病防
控高效药剂采购，资金量较 2022年
增加 29%，是近年来最高的一年，实
现句容、丹徒和新区等地高效免费药
剂一次全覆盖，丹阳和扬中基本覆盖
规模种植主体。

据了解，为积极推动各地开展
防治，全市“赤霉病”防治工作除
在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发布通知
外，还在 96个行政村使用大喇叭播
报防治信息，积极发放技术明白
纸、悬挂宣传条幅，发送“农信
通”技术短信，积极开展技术培
训。同时，全市成立多支小麦赤霉
病防控技术指导组，进村入户帮助
农民掌握防治适期，选择对路药
剂，开展科学防治。

“我们的小麦病害防治严格按照
植保部门的指导，说怎么防治就怎么
防治，确保防治效果达到最佳，结果
也没让我们失望，1000多亩小麦一点
赤霉病都没有，长得颗粒饱满，这两
天就准备收了。”丹阳市陵口镇的种
粮大户陈国法如是说。

夏风习习，田野已尽黄。小麦收
获期大幕即将拉开，夏粮丰产丰收已
然在望。

我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
专项整治联合检查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韦勃）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宠物诊疗秩序，近日，
市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
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联合
检查。

自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农业农村部
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出动行政执法
人员 280多人次，对全市 62家宠物诊疗
机构许可管理、人员管理、疫病防控管
理、病历处方管理、兽药使用管理、诊疗
服务价格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拉网式检
查。立案查处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
事诊疗活动、未取得执业兽医资格从事
诊疗活动等违法案件 12起，责令整改 2
起，注销动物诊疗许可证1起。

行政执法人员在联合检查中发现，
以往较为常见的人药兽用、使用过期药
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处方
笺记录不全、价格信息公示不全的行为
还时有发生，检查组执法人员现场填写
检查记录，要求当事人立即整改，责成各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跟踪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近年来，宠物诊疗发展迅速，在方便
城市宠物看病、防范动物疫病传播、支撑
宠物经济兴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市
农业农村部门将结合动物诊疗机构“机
构合法化、人员专业化、诊疗规范化、管
理制度化”的“四化”建设工作，继续做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诊
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部门
联合和执法办案，适时开展“回头看”联
合检查，推动我市宠物诊疗秩序持续健
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夏尉
容）日前，在第二届农业生物多样性培
育与利用论坛上，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
市“新农人”、农技人员、“三农”干部，以

“四堂”（乡村“镇”兴·亚夫大讲堂、亚夫
学堂、亚夫田间课堂、亚夫青年学堂）联
动形式，走进乡村“镇”兴·亚夫大讲堂
第二讲课堂。

本期讲堂邀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赵亚夫作专题讲座。赵亚夫以《生物多
样性农业：兼顾粮食安全与绿色发展》
为题进行授课，主题鲜明、理论性强、内
容丰富。赵亚夫的授课让现场的“新农
人”、农技人员、“三农”干部代表感悟深
刻，收获颇多。

现场，“新农人”代表，省、市级高素
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田间课堂）句容市
边城镇东篱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剑平说，
赵老的课让他备受鼓舞，让他明确了做
生态循环农业是未来要不断努力的方
向。“新农人”代表、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
负责人杨德亮说，他将充分用好田间课
堂载体，向农民传递生态农业的理念，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充分发挥田间课
堂的示范带动作用。亚夫青年学堂代表、

镇江市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师朱友理
说，他将把当天从课堂上学到新知识、新
技术及时传递给每一个农户。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为进一步培
育壮大“新农人”队伍，激发乡村活力，
赋能乡村振兴，更好发挥“新农人”在乡
村振兴和建设现代农业强市中的作用，
创新打造了乡村“镇”兴·亚夫大讲堂、
亚夫学堂、亚夫田间课堂及亚夫青年学
堂，致力于打造全市“三农”人的思想阵
地、学习园地、创新基地，为乡村振兴提
供坚实保障。

截至目前，全市以提升培育实效为
着力点，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建设了17家省级高
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农民田间学
校），50家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现场教
学点（田间课堂），与市妇联联手打造了
30个“田妈妈”田间课堂，打造了一批产
业特色明显、培训设施完备、示范带动
力强、培育成效显著的实训基地，就近
就地、服务农民，为全市“新农人”及广
大农民提供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
培训服务，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壮
大“新农人”队伍。

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
考核会议在镇召开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赵云）
日前，江苏省现代农业（茶叶）产业技术
体系2022-2023年度考核会议暨茶资源
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研讨会在镇江召开。
体系 1个首席办、3个创新团队、10个示
范基地及各地归口部门管理人员近 60
人参会。

会议由体系首席专家、江苏农林职
业技术学院教授王润贤主持，邀请了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江和
源、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房婉萍、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曹仁勇等参加考核点
评和打分，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姜
雪忠作总结点评并提工作要求。江和源
研究员作题为“茶叶深加工发展趋势与
产品创新”的报告。我市镇江基地、句容
基地、丹徒基地参会并汇报交流工作。
会歇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丹徒示范基地
茶园、品鉴水木年华公司生产的抹茶系
列糕点产品。

据了解，江苏省现代农业（茶叶）产
业技术体系 2017年成立，经 6年成长逐
步形成了自身特色，连续举办五届“江苏
省茶业科技年会”品牌活动，集成了茶苗
高效繁育、茶树快速成园、茶园化肥减
施、病虫害无化防治等新技术、新模式
30余项，在全省带动68个示范点，150家
新型经营主体，辐射茶园面积20万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机器机手同备 保障安全并行

万台农机唱响
“夏收会战”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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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农田290.5万亩次，累计为我市农户节约成本近千万元

农药“零差率”配供向全链条防治延伸

40份样品检测合格率100%

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十年来最佳

农宴河畔酒飘香
“酿”出增收好路子

我市“新农人”喜进
乡村“镇”兴·亚夫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