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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安林海

“我们家的西瓜可甜了，不是最近风
靡的 8424品种，不信你尝尝。”“我们村的
甜瓜味道没话说，订单天天都有。”经历过
小满和芒种节气，夏日的氛围已越发强
烈，而炎炎夏日最不缺的就是甜蜜的各类
瓜果。在镇江，西瓜和甜瓜已接茬上市，
带来初夏最甜蜜的感觉。

从“五一”至“十一”，西瓜要甜5个月

两摞翠绿带藤的西瓜，几框小番茄和
鸡蛋，让丹徒区辛丰镇下方村——友友家
庭农场的“路边摊”显得生机勃勃。翠绿
和鲜红的颜色在水果“属性”的加持下，平
添出诱人的味道。

“老板，西瓜多少钱一斤？”“3元，要不
要。”“有点贵，不过上次人家说你的瓜好
吃，来一个尝尝。”摊子摆在路边，从“五
一”假期开始，农场主黄孝友一家每天都
要回答几十次。“问得越多，我就越高兴，
有销路嘛。”

黄孝友一家是地道的“种瓜家庭”，一
家 9口都参与种瓜事业。近 17年的种瓜
史，让老黄练就了一身本事。这不，在日
前举办的第五届江苏“好西（甜）瓜”品鉴
推介活动中，老黄家的“美都”
西瓜摘下了中大果型西瓜
金奖，实现了我市该品
类获奖零的突破。“你
看，能在全省拿到金
奖，说明我家的瓜错
不了。”

除了瓜农是老把
式，老黄家的瓜能拿奖
还有“秘方”。黄孝友自
信地说，他家的西瓜地都是
用有机肥，成本高着呢。有多
高？一亩地要用一吨鸡粪、羊粪
和菜籽饼，光这一块的成本
就得近 1000 元，这还没算
地租和病害控制费用。底
肥好，加上多年老把式的
精细化管理，瓜长得好，
得奖就在情理之中。价
格贵，也就说得通了。

黄孝友切开一个瓜，
边吃边介绍着。瓜的品种
是“美都”，和现在主流的8424

品种不同，瓜皮略厚，但口感脆甜，少籽。
特别是切开后色泽统一，没有白一块红一
块的问题。“种植 48-50天就能成熟，我前
前后后种了 110亩西瓜，按照 3茬进行定
植，从‘五一’开始销售，一直可以卖到

‘十一’。”
说话间，又有车子停在路边，车窗摇

下，一对外地口音的夫妻询问西瓜价格。
黄孝友热情地迎了上去……

第一年种就获“特金奖”
该村的甜瓜“不一样”

“真的是太幸运了，第一次种瓜，第一
次参加评选，就拿了两个奖，其中还有最
高的‘特金奖’。”6月 6日，坐在丹徒区康
信农产品合作社的板房里，高桥镇康泰村
党总支书记于永松连说没想到。

在这个占地 20亩的合作社基地里，
崭新的大棚依次排列，一串串绿色藤蔓攀
爬着细绳，立体栽培的甜瓜“白富美”十分
可爱。对于合作社“掌舵人”于永松来
说，这可是村里强村富民的“金果子。”

和老黄家的西瓜实现镇江该类奖项
零的突破类似，康泰村西甜瓜的得奖也
可谓一鸣惊人。从 2022年 5月完成闲置

土地的平整，到同年 12月完成大棚的
建立，再到 2023 年 1 月实现

秧苗的定植，第一年出
成果的康泰村西甜

瓜，就给予永松一
个大大的惊喜：
在 第 五 届 江 苏
“好西（甜）瓜”
品 鉴 推 介 活 动

中，拿下甜瓜组
“特金奖”和西瓜

组奖。
“基地里的甜瓜都是市农科院马志虎

研究员团队指导的，我们认真学习技术，
在管理的各个环节上不打折扣、严格进
行，所以，拿到这些奖也是对我们最好的
肯定。”于永松说，作为一家实行“党建引
领＋科研院校＋合作社”的模式的合作
社，不但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
用，还常年请村里的 12位老人管理大棚，
每个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年均增收 1
万多元。真正用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动周
边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合作社的“小羽鲜生”牌甜瓜已
经上市销售，5 个大棚的甜瓜预计有近
3000 箱的产量，目前已实现销售 350 多
箱。就在西甜瓜大棚一路之隔，还有六七
个大棚的冰淇淋西瓜和哈密瓜将在 6月
20日左右接茬上市。

走好“小而精”路线
激活西甜瓜产业致富密码

作为长江下游南岸城市，西高东低、
南高北低，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镇江这片土地适宜西甜瓜种植。

近几年，我市西甜瓜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据统计，2022年，全市西甜瓜播种面
积 2.46 万亩，其中西瓜播种面积 2.03 万
亩、甜瓜播种面积 0.43万亩，西甜瓜总产
量 8.52万吨，总产值约 4.65亿元，是镇江
重要经济作物之一。

如何让产业发展立出特色，找准定位
十分关键。

“我们推动镇江西甜瓜走‘小而精’的
发展路线，鼓励各地生产主体利用本地资
源禀赋，选择合适的品种和合理的轮作模
式种植西甜瓜，涌现出一批如句容白兔镇

林艺家庭农场、句容华阳街道王花家庭农
场、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农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等一批优质西甜瓜生产基地。”市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王传友表示，我市
还积极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生产经营主
体通过参加省市级西甜瓜评比等活动提
高品牌知名度。近溪、鑫惠农、南岗山等
品牌西甜瓜在历届江苏“好西（甜）瓜”评
比中多次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为增强产业示范带动
作用，我市高度重视江苏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丹徒推广示范基地建设，近几年支
持他们改造提升老菜地，修建防虫网等设
施，扶持资金超过百万元。通过示范基地
建设，试验示范西甜瓜新品种 50余个、新
技术 9项，申请专利 1项，培训人数超过
1000人次。2019年和2020年该基地连续
两年荣获取得江苏省西甜瓜“好基地”
称号。

“产业发展离不开产学研融合推动。
市农业农村局加强与市农科院合作，逐
步建立‘农业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
地－种植户’的西甜瓜推广体系，通过
培训或示范展示等方式推广镇江农科
院选育的‘佳蜜脆’‘黑武士’‘镇甜
二号’‘冰淇淋’等西甜瓜优良新品种，
主推西甜瓜嫁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
控、土壤连作障碍防治、地膜减量替代
技术、厚皮甜瓜简易化栽培等技术，逐
步提高新品种和新技术普及率。”市委农
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蒋勇表示，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加强与
市农科院合作，探索西甜瓜高质高效栽
培技术和模式，积极组织主体参加省市
级西甜瓜评比品鉴活动，继续支持西甜瓜
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西甜瓜产业助力富民
强村和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殷锡峰

“检测，看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这是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质量
负责人张利明的“分内事”。经她手中过去
的数据，则是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大
事”。对于这份工作，她务必认真；对于这
份“沉甸甸”的责任，她肩抗赤诚。

2003年，张利明调入刚成立的镇江
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从事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那时候和所有做
农产品检测的同事一样，就想在自己的
岗位上守牢安全关。”

2012年，凭借认真的态度和出色的专
业能力，张利明出任中心技术负责人，一
干就是5年。其间，为确保检测工作的合规
性，她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
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
审细则》等要求，主持编制了中心《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
正是处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下，全体

人员按照实验室发展需求，持续改进管
理体系，确保检验检测工作的合法合规
性。2020年，镇江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测
试中心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农业农村厅联合组织的农业类检
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
查和省市场监管局组织的检测报告专项
监督抽查。

作为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的卫
士，张利明积极承担省市农产品例行监
测任务，与同事每年抽检样品近2000批
次，获得检测数据七万余个，为农产品
质量安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围绕服务
稳产保供，开展农产品应急检测，疫情
防控期间，她和同事一道完成小麦应急
检测任务、句容市葡萄样品质量安全检
测工作和抗疫物资样品检测，以高效的

检测速度、精准的检测数据助力农产品
高质量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2020年中心获省农产品检测机构先进集
体称号，2021年中心被授予镇江市三八
红旗集体称号，2022年中心获得省农产
品检测机构先进集体称号。”

作为技术能手，张利明会的还不止
于此。为提升检测技能，她带领中心技
术骨干，开展检测方法验证、练兵，拓
展检验检测项目，提升检验检测技能。
2022年11月，她与同事一起连续加班50
多个小时，通过了省市场监管局和省农
业农村厅组织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双认证”
考核，延续并扩大了农产品中种植业、畜
禽、水产品三大类191项参数的检测能力。

勤劳和努力，总能换来成绩。自从事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以来，张利明先后
在2009年被评为省农产品质量检测工作先

进个人，2013年被评为省农药残留检测种
子选手，多次在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中评为
优秀，2019年9-10月参加中国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苏选
拔赛获得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种植业产品）
第二名，获得“江苏省技术能手”“江苏省农
业技术能手”“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称号。
在2022年6月被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记功一次。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一线岗位上，
张利明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发挥检测

“雷达”“探头”作用，以过硬的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从田间抽样、样品制
备、前处理实验、仪器操作维护、数据处理
分析，不断夯实理论基础，苦练技术本领，
当好“农安卫士”，“检得出、检得快、检得
准”，为守好“舌尖上的安全”源头关提供
了坚强的技术支撑，助力我市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通讯员 萧也平 蒋须俊 本报记者 栾继业

天气晴好，正是抢收夏粮小麦的时候。近日，
江苏年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豐公
司）的小麦基地里机声隆隆。作为丹阳首个省级粮
食生产“无人化农场”，数台无人驾驶农机在田野上
大显身手，充分展示现代智慧农业的威力，自然赢
得了现场观摩的各地乡镇农机管理员和种粮大户
的叫好。

当天上午，随着田埂边操作人员轻点手机上的
启动键，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中，两台无人驾驶的
联合收割机立即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径进行自主
收割。短短10多分钟，一大块麦田中金灿灿的麦粒
便被吞入收割机腹中，被粉碎的麦秸秆则被均匀抛
撒在田间。待到收割的小麦满仓时，随着卸粮命令
自动发送，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又自动走向卸粮点。
仓门一打开，哗哗的麦粒就顺着滚筒倾泻在停靠田
边的运粮车上。小麦被拉往农场的粮食烘干房，一
气呵成实现了颗粒归仓。在机收后的农田里，一台
无人驾驶的大型拖拉机开始翻耕作业，为夏种做好
准备。在另一块农田里，一台高地隙植保机和两架
无人机也在相互配合卖力工作……

据了解，年豐公司今年种植了 4000多亩小麦，
自 2022年 6月起承担实施江苏省重大农业科技装
备集成示范项目——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智能
农机装备与技术集成示范。其核心示范区面积有
500余亩。截至目前，根据稻麦轮作主要环节作业
需要，年豐公司“无人化农场”已经对核心区田块道
路进行了宜机化改造，配置“无人化”智能农机装备
9台（套），建立了远程管理平台，能实现各环节无人
驾驶智能农机装备作业的远程可视化监控与管理，
实时显示各无人农机当前位置、田间作业状态、田
间作业轨迹，汇总作业数据和作业量，最终实现稻
麦轮作耕整地、播插、植保、收获等田间作业的“无
人化”机械作业。

“我们给无人收割机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可
以通过遥控作业实现远程无人驾驶，你看，无人收
割机无论启动、拐弯，还是收割、卸粮等都无需农机
手在驾驶室里人工操作，而且一人能操控多台农
机，真是省工又省力！”机收现场，沃得农机实验鉴
定部负责人王艇笑呵呵地说，一台无人驾驶的联合
收割机，平均每小时能收获4-5亩小麦，机收减损率
控制在0.58％以内。检测对比也显示，这与人工驾驶的联合收割机收获
田块的损失率基本相当。

丹阳市农机推广站站长陈新辉介绍，在年豐公司“无人化农场”，一
个人能用手机遥控三台无人收割机下田，可以从上午不间断作业到深
夜。由于农场购买的沃得无人联合收割机还有在线测产功能，误差率在
5%以内，作业过程中就能基本掌握小麦产量数据，这让“无人化农场”的
粮食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黄修德）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
械化技术应用和配套农机装备保
障工作，日前，镇江市农机推广站
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入丹阳市曲阿
街道陈巷村镇江市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播种观摩现场，实地指导
种植户正确调整和使用复合种植
专用播种机。

现场，市农机推广站技术人员
对“4+2”“4+4”主推种植模式的技
术要求和株距调整进行了重点讲
解；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分别介绍了
大豆玉米旋耕复式播种机和免耕

播种机的性能特点，并现场进行播
种作业，会议代表对播种质量给予
了充分肯定。

通过对去年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的探索和总结，2023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播种装备性
能有了很大的提升。卫星自动导
航、指夹式排种器、指夹式勺轮排
种器等技术的运用，使玉米、大豆
的播种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让参
加观摩的种植户对今年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市农机推广站负责人表示，市
农机推广站将继续深入承担大豆
玉米种植任务的市区开展技术指
导，确保机播顺利完成。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龚抒）为扎实做好农药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相关人员，对丹徒区部分农药
经营门店及豇豆种植基地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

在谷阳镇振兴农资门店，检
查组仔细了解农药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建立、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台账管理制度等情况，及时指出
存在的问题，要求农药经营单位
提高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防

范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在
上党镇三明生物公司，检查组仔
细 了 解 豇 豆 种 植 规 模 及 用 药
情况。

检查组一行要求农药经营单
位在核定的范围内经营、限制使
用农药,严格落实实名制购买制度,
履行为农药使用者提供用药指导
的义务，严禁超范围经营使用农
药。要加强豇豆用药经营管理，
科学规范合理用药，要严格按照
标签规定的范围、用量、安全间
隔期等依规使用。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茅蓉芳）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在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等单位公布的“首届长三角
地区精品枇杷推介结果”中，我
市荣获2个金奖。

此次在苏州举办的首届长三
角地区精品枇杷推介暨长三角枇
杷产业技术交流活动由江苏省农
业技术推广总站、江苏省太湖常
绿果树技术推广中心、上海市农
科院林木果树研究所、浙江省农
科院园艺研究所、安徽省农科学
园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我
市扬中市成翔家庭农场生产的

“田云标”牌“冠玉”和扬中市知
青滩家庭农场生产的“长江边上
的金果”牌“白玉”均获得金

奖，为镇江市枇杷产业发展树立
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镇江沿江地区是我国枇杷规
模生产北缘地带，是全省优质风
味枇杷的主要产地。枇杷是我市
特色水果之一，栽培历史悠久，
现有枇杷种植面积2107亩，产量
611吨，产值 1744万元，主要分
布在扬中、丹徒、句容等沿江地
带，以“冠玉”“白玉”等白沙品
种为主，扬中本土选育的“霸
红”枇杷也有成片栽培。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通过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品牌
建设、产业融合等推进枇杷全产
业链建设，助力我市沿江地区枇
杷产业高质量发展。

奋斗者
奋斗者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张利明：矢志做好“农安卫士”

获奖瓜果已获奖瓜果已““上新上新””强村还富民强村还富民

地产瓜让瓜农品味甜蜜初夏地产瓜让瓜农品味甜蜜初夏

周迎周迎 摄摄

无
人
驾
驶
、远
程
作
业
，一
人
操
控
多
台
智
慧
农
机
…
…

﹃
无
人
化
农
场
﹄
里
的
夏
收
不
一
样

市农机推广站深入一线
指导大豆玉米带状复合播种作业

镇江枇杷获首届
长三角地区评比金奖2个

市农业农村部门
开展农药管理安全生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