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秋分至
直抵现场庆丰收

7 版责编/王爱敏 美编/李鸳 校对/朱峰璐 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金色田野

敬
请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金
色
田
野

三
农
镇
江

投稿邮箱：zjrbjsty@163.com

本报记者 周迎

“大家加快进度啊，这批团购的巨峰
马上就要来拉货了，包装都仔细一点，别
在运输中出现掉果之类的问题。”9月19日
上午10时，句容市茅山镇介文葡萄合作社
负责人戴瑶边回复着微信中的订单信息，
边向正在干活的几位工人说道。

在遮光又避雨的连廊下，五六个工人
忙碌的手速又加快了几分。只见采摘好
的一筐筐巨峰整齐地摞在脚下，经过仔细
挑选修果后，工人们将达标的葡萄用分隔
纸包好后放入盒中，井然有序。

接到订单信息的戴瑶喊上弟弟，拎着
剪刀，挎上筐子，大步走向不远处的阳光
玫瑰大棚。

记者跟入棚中，一串串套着深色纸袋
的阳光玫瑰垂在枝头，一根根红色立柱将
大棚撑得又高又亮。葡萄藤高度正好，十
分利于修剪。大棚内的远处，还有少量鸡
鸭在自由走动。

为了寻找客户需要的精品果，戴瑶用
手轻轻接触一个个纸袋，轻微压缩后查看
果形，觉得合适后进行拆袋，并细致观察
有无瑕疵。经过反复确认后，用剪刀将满
足条件的阳光玫瑰剪下放入筐中。15分
钟后，笑呵呵的戴瑶和弟弟抬着装满葡萄
的筐子走进客厅，进行细致修剪并装箱。

“我们家的葡萄有 30亩，今年的销售
价格受外地喧嚣的‘科技与狠活’影响不
大，巨峰和阳光玫瑰的价格稳定在80-100
元/公斤和 240-300元/公斤。”说到自家的

葡萄销售，戴瑶的脸上自信满满。她说，
老客户带着新客户，一尝品质，价格都认
可。而且，她的网络销售也很棒，占到了
总销量的 60%。“除了本地和南京的老客
户外，北京、上海、广东都卖过，要不是快
递和我说不能保证完好无损，我家的葡萄
都能卖到新疆去。”

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戴瑶对这场收
官战格外期待。“目前，我家的葡萄已经销
售了三分之二了，趁着中秋国庆，调整一
下价格，只要能多走一波，估计 10月中下
旬葡萄销售就能全部结束。”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茅蓉芳

“老曹，今天准备采几筐？”“和你比比，
这片的果子都熟了，还不加紧采嘛？”9月19
日上午8时许，句容市清境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200亩猕猴桃基地热闹了起来，采摘女
工们每人都半抱着一个方筐，先后走进基
地，开启了一天的“收获之旅”。

在一棵棵猕猴桃树下，女工们凭借着
丰富的经验，只需用手隔着保护袋一摸，
袋中的猕猴桃“大小如何”“成熟与否”就
已经了然于胸，随后就是手脚麻利地采摘
后放入筐中，一气呵成。

脸上带着笑容的女工老曹今年已近

60岁，是农场所在自然村人，说起在这里
采摘猕猴桃的工作，她晒得黑中带红的脸
上立刻浮出笑容，“我是这里的长用工人，
现在这个季节，农场的猕猴桃熟了，看着
这些猕猴桃从套袋前一个个小小模样长
这么大，心里是真高兴。”

透过女工们往后看，一个个袋子坠在
枝头，初秋的微风在阳光的烘烤下，依旧
热力满满，却也恰恰将成熟猕猴桃的香味
带出果袋，将果园“熏得”香味扑鼻。

农场负责人季梅笑着说，农场目前种
植了200多亩猕猴桃，有徐香、翠香、金福、
红阳、亚特等6个品种，目前上市的是徐
香，销售价格为40元/公斤。“农场的猕猴

桃亩均产量为1000-1500公
斤，有绿色食品认证，支持
采摘体验，自9月初上市以
来，老客户，来游玩的酒店
散客、团队客人，还有苏锡
常地区的精品水果超市都
有订单不断发来，销售势头
不错。”

现场，和老曹一样的女工
还有不少。据了解，清境农业
园区带动了附近近70户农户，
让他们实现“就近就业”。“在
我们农场工作的工人，不仅能
兼顾家里的农业种植，同时在
园区工作也有3000元左右的
收入，真正实现家里丰产、工
作丰收，大大提高了原来的生
活水平。”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老干部
“做亚夫”志愿服务行动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钟海）日前，市
农业农村局老干部“做亚夫”志愿服务分队组团
上门，来到分队服务联系点——丹徒区谷阳镇润
方家庭农场（合作社），从农业机械保养、桃树嫁
接、油菜新品种育苗等方面，为退役创业的青年
农民何方提供套餐式指导服务。

“农业机械作业环境差，工作强度大，平时不加
强清洁、润滑、紧定等日常保养，一方面造成故障多
影响效率，另一方面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市农
业农村局老农机专家、正高级工程师查跃华边查看
农机设备边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何方如何做好设
备的日常检查与保养，并就农场小型农业机械配套
综合使用、实现“以机换人”、减少人力成本提出了
很好的建议。

在桃树种植基地，果树方面的老专家、高级
园艺师姚公林针对果园管理现状及部分品种过
时，及时开起了“田间课堂”，先后对水蜜桃嫁接、
修剪、田间管理现场教学，从树枝修剪、嫁接砧
木、接穗选择、科学嫁接方法、嫁接操作重难点、
嫁接后的管理等方面进行理论讲解和示范操作。

2021年，老专家们为农场引进了美国薄壳山
核桃品种，因幼苗期占地少，去年采用“带式套种”
的方式，利用2亩地，试种了老专家们推广的“绵新
油167”优质品种，较常规品种单产高出不少，合作
社成员及周边农户纷纷表示今年也要规模种植“绵
新油167”。80岁高龄的全国劳模、高级农艺师杨金
龙带领分队几名老专家，从苗床采点、底肥配比、土
地平整、均匀散播等方面，为农场工人们示范育苗
操作。据初步估算，此次育苗300余平方米，可为农
场及周边农户提供种苗10万棵，种植管理得当的
话，亩产收益将超过1100元。

服务期间，老专家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年
龄、忘记了劳累，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老
党员，曾是镇江“三农”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乡村全面振兴，“功成不必在
我，建功必定有我”历史担当。

我市举办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监管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夏尉容）为提升
我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人员和技术人员
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进一步夯实监管基础，
发挥好我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载体作用，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全市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监管培训班。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
导小组成员，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相关业务科
（站）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市转基因进口加工企业
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及技术人员，繁种（代繁）企
业代表等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专
家围绕转基因生物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转基
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经营、加工等各环节管理要
点等内容作了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答疑。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训紧扣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主题，丰富了规模经营主
体对转基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认识，提高了
我市农业转基因管理技术人员的监管意识，进一
步明确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的工作要求，为依
法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实验、生产、进口和
加工等活动夯实了基础。

镇扬携手，线上线下助农销售达100万元
我市金秋农产品广场集市
喜获“丰收”

本报讯（朱浩 仇明阳）金秋九月助农销，供销
社里说丰年。9月15日-16日，镇江、扬州两地供销合
作总社联合主办的金秋农产品广场集市在西津渡
音乐厅门前广场热闹开市。市供销社坚持“开门助
农、合作惠农、互促兴农”，通过镇扬两地携手合作，
以党建引领助农销售，打造全市农产品助销矩阵。
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助农销售达100万元。

此次活动借助西津渡旅游观光资源，以展会
集市形式吸引了诸多本地及外地游客现场采购，
进一步拓展全市农产品助销场景，助力打造“农
文旅”融合助销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农
产品集市延时服务，推动农产品助销全天候覆
盖，结合西津渡夜市特色，打造了农产品全场景
助销集市。

集市整合了基层供销社、社有企业、开放办
社企业等优质特色农产品资源，来自丹阳、扬中、
句容、丹徒等6个市（区）级基层供销社以及茅山
人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华达农产品加工有限公
司、镇江金莲食品有限公司等30个供销社合作企
业亮相展位，以“市级社搭台、县级社整合、基层
社唱戏”形式，展示展销包括丹阳桃酥、扬中红薯
粉丝、扬州黄珏老鹅等共300余种特色农产品。展
位现场包括丹徒高桥灶烧饼、宝堰干拌面等在内
的农产品深受青睐，一度卖至脱销，现场销售额
达30万元。

为了做好农产品广场集市前期预热工作，市
供销社指导各地充分利用媒体平台，提前组织活
动宣传，广泛推介各地特色农产品；全市供销系
统电商企业同步开设直播渠道，各地农产品线下
销售门店利用电商直播平台构建“线上+线下”农
产品助销矩阵。活动期间，门店及线上电商平台
销售总额达到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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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兵蟹将迎上市

本报记者 周迎

“轰轰轰、轰轰轰……”9月19日上
午8时，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一场和
雨水的竞赛在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曹
庄自然村打响。

站在田头，紧盯收割机驾驶员操
作，还喊着“别图快，减少机收损失”的
小伙子是丁庄村团支部书记吴阳。他
眼前的这块田里，种植的都是由时代
楷模赵亚夫推荐的“越光”稻。

“曹庄自然村毗邻二圣水库，地势
低洼，过去常有水患发生，大水漫灌
下，这片区域不但不适合种植丁庄的

‘名片’——葡萄，种植常规作物还常
年减产，产生不了效益，伤了老百姓的
心，土地被抛荒。”回忆起几年前的样
貌，吴阳有些感慨。

为了让这片“撂荒”土地发挥“富
民强村”的积极作用，丁庄村于2022年
成立“丁庄谷得稻米专业合作社”，采
用村民以田亩入股、合作社以资金入
股的形式，首批流转80多亩地开展“越
光”稻的有机栽培。“2022年，我们的大
米销售后，不但给村民分发了每亩600
元的保底分红，还有大米销售的二次
分红，村民们都很高兴。今年很多农户
主动要求加入，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大
至近300亩。”

说话间，在稻田里转了3圈的收割
机“肚子”里已是满满当当，驾驶员将
收割机开至田边，向早已停在一旁的
小货车车厢中“吐出”一粒粒金黄的
稻穗。满满的稻香瞬间萦绕鼻腔，货

车旁几个曹庄村本村的“生产队长”
看着饱满的谷粒，脸上的笑容越发
灿烂。

吴阳指着车旁一小片未收割的田
块说：“今年，我们的栽种模式进一步
优化，控草技术进一步加强，每一穗都
达到120粒左右，不少稻秆都被饱满的
稻穗压弯了腰。保守估计产量要增加
20%-30%。”

“越光”稻种进了茅山镇，不难让
人联想到“戴庄经验”和“丁庄经验”在
这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而反应
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富民强村的成效
满满，丰收的喜悦在这里蔓延。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马梁

“你看，这种色泽发青、体型比寻
常龙虾大两三倍的，就是我们农场特
色养殖的淡水澳龙。旁边这个白色桶
里的是螃蟹，现在都处于尝鲜阶段，给
一些老客户品尝品尝，正式销售预计
在中秋国庆之前。”9月20日，阳光躲在
厚厚的云层中，站在镇江新区大路镇
鸿渔家庭农场的养殖池边，虽然江风
裹挟着丝丝细雨倍添凉意，但介绍着
自家产品的农场主朱梦杰心里却热情
如火。

朱梦杰的农场成立于 2017年，有
180多亩养殖水面，养殖产品有螃蟹、
淡水澳龙、四大家鱼和鲈鱼等，种类丰
富，但最让他得意的还要数淡水澳
龙。“这个品种其实是一种大型龙虾，
不仅个头比传统小龙虾大，肉质也更
为饱满，鲜美度更高，近年来十分受市
场欢迎，价格长期保持在 110元/公斤
左右，效益不错。”

“咕噜咕噜咕噜”，一个青黑色身
影爬上了朱梦杰身旁的红色筐沿，两
只大钳子伸向天空，嘴里吐着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泡泡。看到这只即将“偷

跑”成功的螃蟹，朱梦杰一下子就将它
捉了起来，放回框里。“今天降温，这些
母蟹更有活力，偷跑的动作都利索不
少，看样子就快能上市销售了。”

原来，即将上市的螃蟹都是母蟹，
个头 2.5-3.5两不等，价格区间为 120-
180元/公斤。“今年的螃蟹真不错，不但
个头大，产量也好，一扫去年干旱的影
响。”朱梦杰说，螃蟹多，价格也还不
错，丰收年景已可预见。

在螃蟹养殖方面，朱梦杰还有“绝
活”。通过与江苏省淡水研究所（扬中
基地）联合试验示范螃蟹周期养殖套
养虎头鲨生产技术，有效减少了螃蟹
养殖过程中，因经济价值不高的杂鱼
类导致的饲料损耗。同时虎头鲨经济
价值较高，每亩可提高效益2000余元。

“就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螃蟹的
电话订单已有不少，网络销售也即将
进入预热阶段，线下门店的销售准备
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朱梦杰笑着
说，这些年，通过养殖技术的不断优化
升级，农场的效益也逐年走高，实现年
产螃蟹 5.5吨、淡水澳龙 2.5吨、淡水鱼
6.5吨，销售收入 260余万元。农场还
先后被认定为省、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我现在每天都要去虾塘蟹笼里看
看，期待它们的品质快一点达标，抢在
两节前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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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绿果藤上挂

丰收故事丰收故事丰收故事丰收故事

编者按

金秋九月好时光，瓜果飘香庆丰收。9
月23日秋分节气即将到来，记者走进果园、
稻田和蟹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生动展现
镇江喜人的丰收景象，为市民开启“瓜果飘
香、稻浪滚滚、膏满蟹肥”的美好旅途。

摄影 周迎

农场女工们

朱梦杰

吴阳

戴瑶和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