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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蒋须俊 栾继业）金秋十
月，稻谷飘香。来到丹阳高新区园艺产
业园的江苏年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水稻基地，犹如走进了一处金色的花
园。田间机耕路和主干道两侧，一簇簇
花朵将丰收在望的稻田映衬得格外美
丽。眼瞅着这金色田野的美景，年豐农
业老总庄玉枫喜不自禁：“正是省级水
稻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建设，让我们
的稻田变得像花园，这几天，镇江各地
有不少朋友来拍摄视频，我们水稻基地
俨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这些在田埂边交织纵横的花是波
斯菊，你看，既有深红色、紫色，也有白
色等颜色，可谓五彩斑斓。”一旁的丹阳
市植保站站长洪素娣告诉记者，这些波
斯菊是今年 7月份才栽种的，9月初就
开始开花，花期可至 11月初。作为绿色
稻田的“护卫”，它们可以涵养害虫天
敌，提高稻田生态系统控制病虫害的
能力。

稻田里一个个白色诱捕器和田埂
边一株株狭长的绿色香根草，也格外引

人注目。洪素娣说，今年年豐农业实施
的省级水稻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基地项
目，正好与植保部门在此建立的病虫测
报点相结合。该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核心
面积 1000 亩，辐射周边约 10000 亩稻
田，主要通过农业生态、理化诱控、生物
防治等非化学防控技术的运用，使绿色
防控产品和主推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85％以上，化学农药使用量较非绿色防
控基地减少20％以上，病虫防治效果达
到85％以上，农产品农残检测合格率为
100％。从育秧时稻田覆盖无纺布阻断
害虫迁入和产卵，到水稻机插秧后选用
香根草诱杀、性信息素诱杀等措施，有
效减轻了水稻田间螟虫和稻纵卷叶螟
的发生和危害。

“今年我们基地的水稻产量咋样？”
面对庄玉枫的提问，正带领几位农技人
员在田间测产的云阳农服中心“老农
技”朱忠良乐呵呵地回复：“今年水稻穗
数足、籽粒饱满，生长平衡度很好，预计
新品糯稻亩产可达到 1300斤以上。”闻
知这一喜人的测产数据，庄玉枫满怀喜

悦——从事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 10年
以来，今年可以说是水稻长势、长相最
好的一年，初步实现了绿色生态与高质
高效生产的有机统一。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建设，不仅让金
色稻田美如画，而且在促进秋粮提质增
效上带来多赢。庄玉枫透露：“由于构建
了绿色防控生态屏障，今年整个水稻基
地田间普查没有发生水稻纵卷叶螟病
虫害，因而也就没有用药防治，比其他
种粮大户要少用一次农药。本月底到11
月初，这些糯稻将开镰收割，由恒顺集
团负责包销，今年订单农业收购价格是
每斤1.60元。”

洪素娣也表示，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的建设，不单单让每亩稻田节省了20元
左右的用药成本，更重要的是让绿色生
态种植理念引领水稻高质量发展，进而
促进种粮品质和效益的双提升。明年，
年豐农业将在基地道路两侧和田埂路
边栽种更多波斯菊，全力打造出花香迷
人的“网红大道”和连片的“网红稻田”，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现代农业魅力。

本报记者 周迎

乡村风景美，假日宜出游。刚刚过
去的中秋、国庆 8天长假，让不少喜爱
观赏乡村美景、品尝农家菜肴、享受亲
子乐趣的市民玩得不亦乐乎。本地众多
乡村休闲游的热点打卡地，也用精心准
备的美景、美食，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
兴而归。

醉人秋日，粉色与“你”不期而遇

“这片粉黛好美，我要进去拍照。”
“这边的粉黛边还有打卡牌，快来快
来。”长假期间，无论是以“花”为卖点的
伏热花海，还是以游乐为主的众多其他
乡村旅游点，都不约而同地为游客奉上
了“粉黛”花海，用美丽秋日的一抹粉色
惊艳了游客。

“我们的粉黛有30亩，也是园内游
客拍照打卡最聚集的地方。每天 1000
多人入园游玩，几乎都会在粉黛花海边
留下美照。”伏热花海的负责人说。粉黛
田边，半人高的粉色海洋随风轻轻舞
动，在绚烂的秋日里，十分漂亮。每隔一
小段距离，就有半蹲着甚至簇在花前的
女孩子，戴着帽子、披着丝巾摆造型。

“之所以她们的拍照搭配这么统一，是
因为我们节前的游玩预告里就提醒了
游客，让她们以最美的姿态拥抱秋天的
粉色花海。”

“哇，好漂亮，妈妈快给我拍照。”伏
热花海 20 公里外的丹阳市九里风景
区，百亩粉黛盛放。来自丹徒的王女士
带着两个孩子在粉黛花海中游玩了许
久，孩子一直在花海中摆着各种造型。
一次次快门下，留下美丽的秋日剪影。

乡土味道，美食让“你”直呼好吃

烧烤、土灶、新鲜瓜果……在乡村
旅游，这些都是“乡味体验”的好选择。

在丹阳市经济开发区的嗨皮小猪
农庄，今年的入园游客都对“味道”留有
深刻印象。“我们每天都有 500多名游
客入园，体验各种接地气的项目。其中，
大约有100个家庭体验了特色挖红薯，
孩子们扛着小锄头在田里奋力刨着，模
样可爱。”农庄负责人说，挖完红薯，不
少家庭现场体验包馄饨，亲子互动中，
一个个“造型奇特”的馄饨出现，惹得父
母们哈哈大笑。“虽然样子有些难看，不
过大家吃得很开心。”

在农庄的采摘区域，网纹瓜、羊角
蜜的采摘也十分火热，来农场的客户大
多会采摘几个带走。“我们现场吃了点，
感觉口味不错，那不得带几个走吗？”一
位丹阳本地游客如是说。

农家原生态的味道体验感强。在扬
中市南湖家庭农场，每天餐饮预订都是
爆满，中午 50 桌的接待量成为常态。

“这里的菜真不错，感觉比一些饭店都
精致好吃。”来自镇江市区的吴女士和
3个朋友家庭组团来这里“干饭”，农家
红烧肉、清蒸鲈鱼等菜肴口味特别，一
桌子菜被吃得干干净净。“最特别的还
是这里的名菜——吴氏寿肠，处理得特
别好，听说还获过奖，真的好。”

设施齐备，好玩让“你”不虚此行

“这个过山车真刺激，我等下再坐
一次。”“妈妈，我要坐旋转木马和小火
车。”10月 5日，秋日的阳光依旧热烈，
丹徒区世业镇的开心休博园人头攒
动，面积不小的游乐园让人有“拥挤的
感觉”。

工作人员的回复就让记者找到了
这个“感觉”的由来。“我们每天的入园
人数都在10000人以上，国庆节当天的
入园人数达到25000人，创下纪录。”

是什么吸引着游客？答案是丰富的
“游乐设备”和精彩的各项表演。太空
梭、音律转椅、梦幻蘑菇、旋转木马、立
环跑车……项目精彩纷呈，高空玻璃
桥、百鸟园、有三十多种动物的动物园
特色鲜明。假期还有马戏表演、海狮表
演、国风舞台表演等精彩演出，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

假日期间，这里还推出了特价下午
场门票。不少游客透露，买这种票其实
是为了“夜间惊喜”。“这里晚上有很多
灯光秀，月亮桥等夜间打卡点十分出
片。最值得等待的还是晚上的 10分钟
烟花秀，在摩天轮和高空玻璃桥之间，
朵朵烟花交替盛放，绚烂了夜空，也一
次次惊艳了游客的眼睛。”游客们表示，
这个假期不虚此行。 本版摄影 周迎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
行政许可案卷评查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刁野
军）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农村行政
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效
能、推进公平公正执法，日前，市农
业农村局法规处组织专家开展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行政许可案卷评查。

这次评查范围为近 1年来各市、
区已办结的行政许可案卷共计 14
份，评查内容主要为行政许可主体、
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等 8 个方
面。专家组按照市依法行政办印发的

《镇江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以
“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逐一对
照《标准》打分。经复核后根据综合
得分评出优秀案卷5份，并进行情况
通报。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是查找不
足、改进工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也
是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各单位将以
此次评查为契机，对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行政许可回头看，查找问题和不
足，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升行政执法
质效。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员 陈
明轩）为学习贯彻乡村振兴责任制实
施办法，扎实做好 2023年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工作、进一步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落细落实，10月 9日，
市委农办组织举办全市乡村振兴工
作业务培训会。各市、区委农办分管
负责同志、职能科室主要负责人及业
务骨干，市相关单位负责考核指标职
能处室负责同志参加培训会。

会议邀请了省委农办督查考核处
处长钱宏光、三级调研员徐滔做专题
辅导。钱宏光结合2023年度全省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要点，对镇江
乡村振兴指标半年评估情况进行点
评，就薄弱指标攻坚提升和做好全年
乡村振兴考核工作提出了可行性意见
建议。徐滔围绕2022年镇江市第三方
评估情况分析和做好2023年第三方评
估工作建议措施进行了辅导。

市委农办相关负责人在全面分
析 1-8月份我市乡村振兴考核指标
进展及存在问题基础上，对冲刺第四
季度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各地要聚焦

弱项短板攻坚，聚焦弱项指标和存在
问题，精准施策，突击攻坚，确保各项
考核指标高质量完成；要加强统筹调
度，定期调度推进，加强分析研判和
督查通报，压实责任，推进各项重点
工作落细落实；要谋划好第三方评
估，强化宣传引导，不断提高群众对
乡村振兴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
意度。

培训结束后，钱宏光一行还赴丹
徒区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实地查看高
资街道水木年华公司、世业镇金色年
华项目和永茂圩村。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仇明阳

“三秋”生产，农资先行。农资供
应是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重要领
域。市供销社从构建体系、打造品牌、
提升服务、完善管理等方面入手，聚
焦“点上发力、线上贯通、面上集聚”，
持续巩固提升农资保供能力，助力全
市“三秋”农业生产。

打造“放心农资”品牌
为“三秋”生产提质

建立农资质量可溯源管理机制，
集中组织开展“放心农资惠千家”行
动，指导系统内农资配送中心和网点
开展自查，确保农资销售质量安全。
指导县级社配合地方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公安等部门，扎实开展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保障“三秋”生产农
资质量安全。

1月至9月，全市供销系统供应化
肥51560吨、农药448.3吨、农膜324.2
吨，系统农资销售市场占比从三年前
的40%提升至目前的60%左右，农资
储备供应能力大幅提升。

构建“智慧农资”平台
为“三秋”生产提速

市供销社创建130家标准化“农资
惠”服务网点，强化信息化手段运用，
创新农资经营服务模式，打造集农资
展厅、庄稼医院、农技培训、病虫害防
治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服务平台。

建立完善农资监测体系，全市设
立32个农资监测点，加强与农资生产
厂家双向联系，实现农资质量、价格、
储备实时监测。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运

行，为农户提供数字化、标准化、一体
化、即时性、可溯源服务，实现农资市
场供求及价格、病虫测报、农资商品
质量等相关信息共享，为农民提供全
方位“三秋”生产服务。

畅通“高效农资”渠道
为“三秋”生产提效

严格规范“零差率”农药品种选
择、招标、配送等工作流程，市供销社
推动全市供销系统内60个“农资惠”
网点统一安装“零差率”农资经销管
理系统，全面推广农药集中采购统一
配供模式。

扩大农药集采统配实施范围，由
主要农作物向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扩展。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财
政扶持”原则，指导县级社依托系统
内“农资惠”网点构建农药集采统配
体系，以渠道优势扩大供销社农药集
采统配实施面积、亩次和惠及人群，
全面助力全市“三秋”生产。1月至9
月，全市供销系统共完成农药集中采
购统一配供面积39.9万亩、105.5万亩
次，为农户节约成本680余万元。

提升“惠农农资”服务
为“三秋”生产提能

加快转变经营方式，实现由简单
卖农资向综合卖服务转变，推动农资
传统经营服务网络向农资综合服务
网络转型。

全市供销系统积极开展农业废
弃物回收处置工作，积极落实农资购
买实名制、数量定额制，强化农资售
卖登记制度，依托系统内农资经营网
点加强农业废弃物管理。

本报记者 周迎

“你看，这一片山芋藤都清理得
差不多了，因为下雨有些湿烂的土地
也在这两天的风吹日晒下逐渐干结，
起山芋就在这两天。”10月11日，句容
市宝华镇仓头村村民张红建在田边
向记者介绍。这片16亩山芋地的收获
前期准备已经就绪，只待时机一到，
随时收获。

张红建眼前的山芋地是仓头村
内少有的“杂粮地”之一。前三年，这
片山芋地的面积一度达到60亩。经过
3年种植，土地需要休耕，今年的种植
面积压缩到16亩左右。别小看这16亩
地，块块都是1000公斤产量的“优质
丰产方”。

边看着工人在田间做着山芋藤
的清理工作，张红建道出了这块地的

“优质”所在。“我们这原本是村里合
作社的土地，后来江苏省农科院的专
家在做稻麦实验时，看中了这块地，
选为种薯基地，每年为他们进行种薯
的试种和繁种工作。”

有了省农科院作技术支撑，这块
山芋地的品质自然没话说。张红建笑
着说，有10亩地的山芋苗是省农科院
提供的，从移栽到出苗再到后期的管
理，都有专家们全程照看。“其他地里
的苗也都是统一采购的，管理也严格
参照高要求，确保品质有保障。”

记者脚下的山芋田绿藤密布，山
芋正躲在一垄垄的土地下。

“山芋怎么起？人工一个一个挖
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张红建给出了

“现代化”答案。“我们仓头村有农机
合作社，村里能提供一台拖拉机和专
门用来起山芋的犁，有了这两件装

备，两天就能把这16亩山芋全部起出
来。”张红建说，如果只算机器的工作
量，几个小时就能结束。费时间的是
工人得跟着后面把一个一个拉出土
里的山芋装袋、运出来。“现在工人清
理山芋藤也是为后面更清楚精准地
找到山芋做准备。”

说话间，张红建的手机响了起
来，一看号码，张红建不由笑了：“山
芋还没起，销售就有着落了。”

来电话的是一位南京的老客户。
几分钟的工夫，100公斤紫薯的订单
就已敲定。“我们这儿的山芋主要分
紫薯和黄心两种，主要面向南京市场
团购和批发。正常批发价格紫薯为
1.6元/公斤，黄心山芋为1元/公斤。”
张红建说，除了走批发外，还有精品
礼盒的销售模式，价格就要贵一些，
达到6-10元/公斤。按照一亩地1000
多公斤计算，一亩地的销售额能达到
2000-3000元。

“销售额高，利润却只有几百
元。”面对这个低利润的经营模式，张
红建却表示他很认可。“我就是本村
人，地里最忙的时候要用到本地20-
30个工人，还有长期用工，一些工人
能在基地里一年挣1-2万元，自己能
赚一点，村里的老人还能有收入，这
就很好。”

“ 老 赵 ， 明 天 早 点 来 ， 起 山
芋。”近中午，工人准备回家吃饭，
张红建对着一个长期工仔细叮嘱着
第二天的工作。说完，张红建骑上
车准备去冷库看看。“山芋的销售期
很长，保存得当能一直销售到春节
前后。我得把储藏地检查好，确保
收上来的山芋顺利入仓，为后面的
销售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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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建设走出提质增效“新稻路”——

年豐农业：花园稻田成了打卡地 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专家全程照看 订单早早敲定

“香疙瘩”成熟，农民收获沉甸甸

点上发力、线上贯通、面上集聚

市供销社助力全市“三秋”农业生产

在嗨皮小猪农场采摘网纹瓜

开心休博园国风表演

开心休博园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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