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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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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夫式新农干亚夫式新农干””风采风采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倪天泽

夏季是水稻虫害的高发季节，做好
防治工作不但是对农户“钱袋子”负责，
更是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关乎“国之大
者”的重要举措。8月以来，我市农业农
村部门聚焦“病虫”问题，发布了水稻病
虫害“百日攻坚”的集结令。

时间退回至半个月前，8月2日，镇
江市植保植检站组织专家对全市水稻
病虫害发生趋势进行预测分析，预报

“稻纵卷叶螟偏重发生，纹枯病有偏重
发生可能，白背飞虱中等发生”。

随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对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作具体部
署。“我们以稻纵卷叶螟和纹枯病为主
攻对象，兼顾白背飞虱，要求全市所有
稻田于 8 月 5 日前后全面用药防治一

次。在药剂选择上，防治稻纵卷叶螟必
须将氯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
虫酰胺等长效药剂和茚虫威、乙基多杀
菌素、多杀霉素、甲维盐等速效药剂相
结合，杀灭前期残留幼虫，延长持效
期。”市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师朱友理
说，防治纹枯病宜选用含噻呋酰胺的药
剂，防治稻飞虱可选用吡蚜酮、烯啶虫
胺、呋虫胺、噻虫嗪等药剂，科学混用芸
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穗分
化，增强光合作用，提高水稻活力和抗
逆性。

会后，全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及时
召开会议，对防治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短短两天时间，各地植保部门就已发放
技术“明白纸”4600余份，开展专题技术
培训3场次、培训农户123人次，利用微
信、QQ、公众号等新媒体技术宣传覆盖

2万余人次，各地已安排18个防控指导
组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

“我们的防治工作启动快，12台无
人植保机在8月初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
了 9000多亩水稻的防治工作。就目前
来看，防治效果很好。”说起今年的水稻
病虫害首次防治，句容市郭庄镇的种粮
大户谢纪兵印象深刻。

随着时间进入 8月中旬，受本地虫
源和迁飞虫源的共同影响，我市田间稻
纵卷叶螟的监测量出现远高于往年的
情况。

针对“虫情”，市农业农村部门于 8
月 14日召开全市水稻病虫第二次防控
总体战会商会。经会商分析预测：稻纵
卷叶螟大发生；水稻纹枯病中等发生、
局部偏重发生。做好第二次防治工作
刻不容缓。

“全市稻田需于8月16日至18日全
面用药防治一次，防治对象主要为稻纵
卷叶螟和纹枯病，兼顾稻飞虱和稻曲
病。”业内专家建议，农户在用药时田间
要建立 3-5厘米水层，施药后保水 3-5

天；用药后4小时内遇雨冲刷，必须重新
用药，以确保防治效果。面对近期高温
天气，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施药应在
上午 10点前、下午 4点后，用水量为
3L/亩，推荐加入飞防专用助剂以便加
速沉降、减少蒸发，甲维盐应在傍晚
使用，避免强光照射造成分解……此
外，农户需严格按照农药标签说明使
用，坚持不同作用机理农药交替轮换
使用，严禁使用剧毒高毒农药，农药包
装废弃物不能随意丢弃。

秋粮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广
大农户要认清今年病虫重发的形势，克
服惜本思想，及时开展科学防治。”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何东兵表示，各地要通
过“明白纸”、大户会议、微信群等线上
线下方式开展技术宣传，敦促农药经销
商根据病虫发生形势及时调整农药配
方，指导种植大户根据植保部门意见做
好防治工作。农技人员要挂钩各类经
营主体，进村入户，开展分类指导，为种
植户提供精细化技术服务，确保秋粮稳
产丰收。

聚焦“病虫”问题 发布“集结令”

我市打响水稻病虫害防治“百日攻坚”战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刘常珍

近日，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省特粮特经产业技术体
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合公布2022年度全省特粮特经特
色小镇、特色优质功能农产品推介结果，丹阳市皇塘镇“特
色土元小镇”上榜。这一成果的推动者之一，是皇塘镇农业农
村局局长杭玉巧。

作为奋战在乡镇“三农”一线的新时代农业工作者，杭玉巧
在推动皇塘镇产业振兴的道路上不遗余力。通过把产业兴旺作
为乡村振兴第一要务来抓，他带领镇农业农村局打造出省级绿
色蔬菜产业特色镇。“我们还以江南生物、皇塘水产良种场、新
星土元为龙头，打造了食用菌和水产两个省级特色产业优势种
苗中心和一个镇江市级特色产业（土元）优势种苗中心，推动了
全镇食用菌、水产、土元产业的发展。”谈及镇产业发展，杭玉巧
如数家珍。目前，皇塘镇土元养殖规模已达16万平方米，年产土
元干品640吨，土元种卵320吨，年产值960万元；拥有5个土元专
业合作社、3个家庭农场、1个土元贸易企业、2个土元生产企业，
土元养殖受益农户近600户。

近年来，杭玉巧积极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累计培
育国家级、市级、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各1家，培育国家级示范合
作社1家、市级9家，培育示范家庭农场11家，培育镇江“十佳”农
民2个，打造了江南生物“康韵”食用菌和江苏南翔“家韵南翔”
红心火龙果绿色产品品牌，全镇农产品生产主体可追溯农产品
入网数量260家。“我们的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农村电
商实现年销售1亿元以上。”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杭玉巧始终把项目推动作为乡村振兴
的主抓手。近三年来，共争取省级农业园区公共服务基础建设
项目1个、镇江市级农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项目2个、省级水产
良种保种项目3个、省级水产种业项目1个，共争取省、市财政资
金330万元，使全镇两个市级农业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能力有了
新提升。同时，他主动指导江南生物、江苏南翔、新星土元、丹阳
蕈茂等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申报实施省、市财政扶持项
目，推动各经营主体发展和产业提档升级。其中，江南生物、江
苏南翔项目均入选镇江市重点农业投资项目。

“我们还积极参与三峡新能源公司2000渔光互补项目推
进，负责协议审定及面积落实，维护村级集体收入及农户利
益。”杭玉巧说，通过积极推动2022年7个村“一事一议”农村道
路建设项目，共完成道路硬化3.74公里、投资114.64万元，争取
财政资金79万元。

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头戏”。作为皇塘镇人居环
境牵头部门负责人，杭玉巧主动与城管、建设、环卫、水利等部
门协调，下好全镇乡村振兴一盘棋，重点推进了蒋墅村省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集中打造了史家村、窑头村、梧桐村
3个省级绿美村庄，积极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和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项目全覆盖，组织开展村庄环境清洁行动，主动参与乡村
振兴常态化重点项目督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相关部门、
村整改到位。

“我们围绕村集体收入120万元目标任务，主动与全镇11个
村逐村对接，找差距查原因，盘资源寻突破。大南庄村是皇塘镇
唯一的经济薄弱村，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试点增收
200多万元。”杭玉巧说，通过主动与村书记对接、组织外出考
察、聘请亚夫团队专家指导，多方论证，推动“书记领航”项目、
村企联建项目和产业招引项目，多渠道增加村集体收入。

面向未来，杭玉巧信心满满：“服务于乡村振兴，奋斗在乡
村大地，对待工作，我热情满满。”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萧也平
本报记者 栾继业

炎炎夏日，走进位于丹阳市开
发区大泊的嘉荟新城，小区内道路
干净整洁，绿化带扮靓环境，休闲
凉亭和林荫下三三两两的居民在交
谈，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62岁的
居民小组组长潘梅生笑呵呵地告诉
记者：“生活在嘉荟新城，有一种
满满的幸福感，这里就是大伙儿宜
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嘉荟新城社区是 2010 年丹阳
“三新”工程建设中由原瓜渚、长
湾、星火、杜巷四个行政村合并组
建而成，随着村庄统一拆迁，村民也

“洗脚上岸”，整体搬入嘉荟新城集
中居住，农村变成了社区，农民变
为了居民。而取名嘉荟新城的寓意
是“幸福嘉年华，英雄荟萃地”。

据社区干部介绍，嘉荟新城社
区共有户籍居民3600多人，常住人
口更是达到8000余人。实行集中居
住后，如何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近年来，嘉荟新城社区把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按
照“工业立区、三产兴区”的思
路，充分利用开发区的区位和载体
优势，建起了标准厂房、水运码头
等项目，强化招商引资，吸引企业
入驻。目前，社区拥有近 2万平方
米标准厂房，各类企业已达 200多

家，其中规上企业近60家，上市公
司 2家，形成了集眼镜加工、工具
制造等于一体的工业集聚区，每年
社区固定收益250万元。

集体经济厚实了，居民享受到
的实惠也增多了。从2018年，嘉荟
新城社区在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革中
率先成立社区股份合作社，将集体
资产股权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确保了集体经济保值增值，也
激活资产资源要素。

潘梅生告诉记者，他原是长湾
自然村的，2008年拆迁入住嘉荟新
城社区，这里配套设施齐全，让一
家人倍感舒心。“自被征地拆迁失
地农民由‘土包’换社保后，我们
每月的养老金从原来每月 110元上
涨到现在的每月 1137 元，男的 60
周岁、女的 55 周岁就能拿到养老
金。而众多民营企业的入驻让居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近就业。”老潘
还说，儿子儿媳目前都在附近工厂
工作，他自己也在附近的一家幼儿
园做保安。“近几年来，每到年终
岁末，社区股份合作社都会按时分
红。去年，我家五口人共拿到1000
元分红款，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现在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嘉荟新城社区，对居民重大
疾病和老年人意外保险，社区有专
门补助。为弘扬尊老敬老传统，近
年来，社区还给70岁以上老人按照

不同年龄段标准发放尊老金。90岁
以上“老寿星”每人每年最高可领
800元，70岁和 80岁以上老人分别
可领 300元和 500元，社区每年仅
养老金一项就要发放10多万元。

“作为新农村建设集中居住的
大型社区，我们正朝着管理更加精
致、更加平安、更加和谐的目标不
断迈进。”嘉荟新城社区党委书记
王金根表示，近年来通过抓好社区
建设和服务这一牛鼻子工程，嘉荟
新城相继获得了省民主法治示范社
区、镇江市文明社区等一系列殊
荣。“下一步围绕产业振兴，我们
将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让社区百姓多分红、
多得益，口袋不断鼓起来，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王
栋梁）为及时贯彻落实全省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队伍作风建设会议精
神，深入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切实加强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日前，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作风建设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全市农业执法人员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
信心、聚焦主责主业、加大执法办案
力度，不折不扣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要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各地要对标
执法先进地区，加大执法办案力度；
要分析原因，寻找根结，发挥主观能

动性，克服思想上不想为、不能为、
不会为、不敢为的惰性；要咬定目
标，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迎头
赶上，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全年
任务；要转变作风，塑造形象，坚持
学习不松懈、办案不动摇、约束自我
不放松，永葆廉洁自律底色。

我市开办2023年
畜牧兽医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魏星）为进
一步提高我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促进我市畜牧业健康高效发
展，由市动物疫控中心举办的2023年镇江市
畜牧兽医技术培训班日前开班。全市畜牧
兽医技术人员和规模养殖场技术人员 80人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省动物疫控中心、省畜牧
总站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专家，分别
围绕“动物疫病应急防控”“学习贯彻《畜牧
法》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新兴减抗技
术在蛋鸡生产中的应用评价”等课题细致讲
解，为学员们提供实用型技术指导。

市动物疫控中心负责人围绕新修订的
《畜牧法》的宣贯工作、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和
畜牧技术推广工作开展情况作了简要介
绍，要求各地要落实落细《畜牧法》相关规
定，严格规范养殖行为，切实做好全市非洲
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
物疫情。此外，要积极推广新型高效畜禽
养殖技术，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节约
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助力我市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

丹阳供销社开展
安全隐患专项排查行动

本报讯（朱浩 李辰）近日，丹阳市供销
合作社成立检查组，对丹升烟花爆竹有限责
任公司、丹阳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
司、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及下
属10余处基层社资产进行重点安全检查。

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检查
组着重检查承租户燃气煤气、消防器材设
备、安全通道等使用情况，对经营中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开展指导提醒，督促健全
安全规章制度，确保在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
不出现安全漏洞。

本次检查租赁户 55户，发现安全隐患 4
处，全部要求限期整改。下一步，丹阳市供
销合作社将持续加大公租房液化气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胡建伟 徐凯文）记者日前
从全市水利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我市积
极践行新时期“十六字”治水思路，推进
水利工作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
用，全面加强立法制规工作体系、依法
行政能力、水行政执法、“放管服”改革、
水法规宣传与普法教育等工作，为推动
我市水利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法治
保障作用。

着力完善立法制规工作体系。水
利部门牵头起草的《镇江市节约用水条
例》实施近一年以来，全市计划用水、水
平衡测试、用水审计等工作体系日趋完
善；《镇江市河道管理条例》年底提交市
人大一审，将为全市河道管理和保护工
作提供法律支撑；完成《镇江市水利工
程管理办法》规范性文件修订工作，进
一步细化了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

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严格落
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实行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和备案机制，规范决
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充分发挥法律
顾问审查作用，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持续推进行政权
力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动态管理。

着力加强水行政执法力度。水利
部门联合法院、检察院、长航公安、公
安、司法等部门开展“河湖保护专项执
法行动”，严厉打击妨碍河道行洪安全、
违法占用水域岸线、破坏河湖空间完
整、危害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破坏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非法采砂、非法取水、
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违法犯罪
行为。

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镇
合意、水时办”服务品牌 3.0版本，实施
水利领域“信用承诺制管理”新模式，为
办理涉水行政许可业务提供容缺受理、
承诺制审批等便民惠企措施，实现行政
许可办件群众满意率100%。全面规范
水利招投标管理。水利工程招标投标
项目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占比达
100%。允许现金、支票、保函、担保等
形式缴纳保证金。

着力营造依法治水管水氛围。在
各类新闻媒体全方位宣传我市依法治
水工作成效，全市首家水情教育馆对外
开放，节水教育基地实现“一市（区）一
基地”。开展“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水
韵江苏 节水少年行”等宣传活动，大力
开展普法宣传，营造依法治水良好社会
氛围。

8 月 16 日，
丹徒区上党镇敖
毅 村 妇 联 组 织

“巾帼志愿者”走
进桃园，帮采助
销当地“锦绣黄
桃”。目前，该村
1000 多 亩 黄 桃
进入采摘旺季，
日均采摘销售约
5 万公斤，尚有
50 多 万 公 斤 精
品黄桃在田，果
农欢迎市民前来
采摘尝鲜。

李斌 陈舒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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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着力”
保障依法治水行稳致远

嘉荟新城话变迁 宜居宜业好幸福

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作风建设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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