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版责编/徐贤礼 美编/方舒 校对/周运生 2023年10月19日 星期四金色田野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毕波 史珂

“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不是一项阶段
性工作，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久久为
功。”“紧紧围绕‘10月底全面见效’，持
续加大整治力度。”10月 11日，全市村
庄垃圾清理整治全面见效推进会议召
开，围绕做好这一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推进。会上传达了《关于开展“三联四
治五美”推动村庄环境常态长效整治的
意见》，吹响了打好在四季度必将见成
效的村庄垃圾清理专项行动这场“硬
仗”的号角。

开展村庄垃圾清理专项行动，既是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的要求，也是学习践行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要求的具体落实，
更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江苏时提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

新提升”要求的重要体现。
今年7月份以来，市委、市政府领导

42次部署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市、
区党政领导现场督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478次。各市、区持续围绕“八无”工作标
准，紧盯“两部”“四沿”“五旁”“六地块”等
区域，大力开展村庄垃圾清理固本提升专
项行动，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全市累计发
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约30万人次，累计
清理各类农村积存垃圾8.6万吨，清理河
塘12836口，沟渠5630.9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为巩固村庄垃圾清理
专项行动整治成效，瞄准“10月底全面见
效”和年底通过省级综合评估的目标、确
保村庄环境问题不反弹、不回潮，市及各
市、区督查组持续开展高频督查，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整改，共督查交办问题2732
个，完成整改 2718个，整改率99.5%。7
月份以来，累计整改不合规废品回收点
492个、残垣断壁（破坏房屋）988个。

整治需彻底，维护需长效。10月底
这一时间线即将来临，我市出台《关于
开展“三联四治五美”推动村庄环境常
态长效整治的意见》，精准对标农业农
村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靶向解决标准不够高、推进不
彻底、工作不平衡、长效管护机制不健
全、发动群众不充分等问题。

“‘三联’协同机制是建立村（涉农
社区）自查、市县镇三级督查、群众监督
的联巡机制；建立党建引领助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集中整治与日常整治
结合、多部门垃圾协同处置、数字自治
等多部门配合、多种方式结合的联动机
制；建立推广使用积分制、红黑榜、党员
工作站、新乡贤议事会、人居环境整治
考核等多种方式的联评机制。”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四项环境
整治分别是整治村庄垃圾，开展村庄垃
圾清理专项行动，做到村庄无暴露、无
积存垃圾；整治河道池塘，加强村内沟
渠河塘治理，经常性清理池塘、沟渠等
水域，做到无漂浮物、无异物；整治房前
屋后，清理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披乱

挂，村庄院落保持整洁，砖瓦、秸秆堆放
整齐；整治路边地头；保持国省干道、县
乡道路两侧环境整洁，农业废弃物及时
收集清理、处置到位。“‘五美’是指工作
目标，即达到村庄‘布局美’‘生态美’

‘生活美’‘风尚美’‘功能美’，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整体品
质，推动村庄环境常态长效整治。”

村庄环境整治不仅是一场攻坚战，
更是一场持久战，要紧抓不放，常抓不
懈。下一步，我市将推动市、县、镇、村
各级干部真正把心思沉下去，把功夫下
在平时、保持常态，经常性地去镇上村
里走一走、看一看，将农村环境整治和
农业生产、安全检查、群众慰问等各项
工作深度结合、统筹推进。同时，充分
利用村民大会、宣讲会、微信群等多种
形式，引导群众自发自觉参与到环境综
合整治中。此外，将鼓励基层首创，总
结并提炼出能复制、易推广的村庄环境
常态长效整治的好模式、好机制和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好做法、好经
验，确保村庄环境整治常态长效、
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以“三联四治五美”奋战四季度

打好村庄垃圾清理专项行动“硬仗”

本报记者 周迎

“2024年极早熟栽培、1月定植的
农户，可以开始田间准备了，约在11月
23日前完成所有田间工作！建议有设
施条件、栽培经验的农户入手，没有经
验的朋友请谨慎！@所有人 ”这是一个
特殊的微信群——“苏南甜瓜高质量发

展”里发布的

消息。群里的人清一色与瓜相关，群里
最活跃、每天都要在群里发多条信息的
必然是“马博士”。这个“马博士”就是
不久前获得江苏省2023年最美科技工
作者称号的马志虎。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马志虎有着
“双重身份”。第一个是“育种人”。“育
种工作需要长期、大量、细致、认真且枯
燥的田间工作，往往一个好品种的选育
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马志虎
说。20多年的育种工作中，他常常在
田间一干就是一整天，从早忙到晚，下
班时有时连腰也直不起来，多半还要依
靠咖啡提神。长期的田间弯腰工作加
上没有规律的饮食，让他早早患上了腰
椎疾病和痛风。

“在育种关键期，他就整月待在单
位，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因为腰椎疾
病发作而疼醒，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
也阻挡不了他下田干工作的热情，病假
条至今还躺在工作笔记本里。”团队同
事小孙如是说。

正是因为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马
志虎以第一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14项，育成各类蔬菜品种22个，选育
的西甜瓜品种多次被评为江苏省西甜
瓜“好品种”。

科研成果想要实现价值，推广势在
必行。马志虎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推广
人”。在西甜瓜推广上，他积极开展简

约化、绿色生产，发展江苏省“小而精”
园艺产业，其自主选育的甜瓜品种“镇
甜二号”白富美、佳蜜脆等甜瓜及配套
栽培技术在江苏、山东等 11个省共推
广示范近 3.6 万亩，农户效益超 2 亿
元。白富美甜瓜已成为优质、绿色、精
品、高效甜瓜产品的代名词，推动了蔬
菜安全生产，降低了农户劳动强度。

王亮是句容市华阳街道下甸村一
名“80后”回乡创业青年。2018年经朋
友介绍，他找到马志虎，确定了错峰种
植甜瓜的项目。“第一年没经验，一场突
如其来的病害袭击了整个瓜田，马老师
第一时间赶到瓜田，救治瓜苗。三天
后，植株腐烂部位开始恢复生机，也没
有耽误上市时间。”王亮说，“2022 到
2023年，我的甜瓜产品获得3项江苏省
好西（甜）瓜产品特金奖和金奖。在马
老师的指导下，我也逐步成长为小有名
气的种瓜致富能手。”

多年来，马志虎指导农户在栽培上
采用简约化、绿色全覆盖技术，减少农
药、化肥用量，提升品质。品种示范

方面，他在江苏省及全国各地建立
了 60多个示范点，让更多农户了
解好品种、好技术。在销售上，他
坚持品牌销售。他的微信有为农
服务的海量信息，翻看他的视频
号、头条号、抖音，都是指导农户
种植甜瓜和回答农户提出的各种
问题的内容。

在马志虎的不断创新下，西甜
瓜栽培实现一年三个茬口，亩收益超

10万元。据统计，2022年江苏省各地
‘镇甜二号’白富美甜瓜早春种植效益在
每亩3.0万-9.8万元，春秋两季亩产值已
超10万元。 2023年在江苏省西甜瓜新
品种品鉴推介大赛上，他指导的农户所
种植的西甜瓜产品几乎全部获奖。如
今，“白富美”已成他的代名词。

从业多年，马志虎的履历可谓“光彩
夺目”。赴美国访学期间，其研究成果获
美国辣椒大会唯一 Poster Honor 奖荣
誉；其主编出版的《镇江蔬菜》获第二十
六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
二等奖、镇江市科技论著特等奖；他还是
江苏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镇江市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镇江市“169
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江苏省最美科技
工作者、镇江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句容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和临沂大学特聘教授……

头雁领航，团队共向。在马志虎的带
领下，镇江市农业科学院西甜瓜创新团队
获镇江市“优秀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称
号。他主持承担国家、省、市农业科技支
撑和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20多项，
发表文章70多篇。他和团队与多个村集
体结合建立专业合作社、核心示范区，与
职业院校合作开展“新农人”培育，先后培
养各类农业技术人才1500多人，不断向
农业战线输送合格的新鲜血液。

“恒致远：为农者必具恒，方能致
远！”这是马志虎工作的座右铭，更是他
20多年献身农业和践行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与担当的真实写照。“服务无止
境，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地创新，我还要
继续服务下去，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
贡献力量。”

“为农者必具恒，方能致远”
——记江苏省2023年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志虎

本报讯（朱浩 朱明 曹菲）“不挣差
价的农药不仅质量可靠，还直送地头，
现在种田真是太省心了。”扬中市新坝
镇种粮大户陶爱华指着承包地说。这
一切源自于扬中市供销社近年来的“一
篮子”为农举措。

影响种粮的因素很多，而农药配供
就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扬中供销社作
为全市首家开展农药“零差率”的单位，
依托下属禾丰农资公司和乡镇“农资
惠”网点，以政府补贴、不挣差价、全域
覆盖模式，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品
牌、统一标识，有效改变了过去农药市
场无序纷杂问题，走出新时代富民增收

“供销之路”。
“2022年，我们‘零差率’农药覆盖

面积达到了 21.2万亩，配供金额 229.4
万元，为农户共节省约135万元。”禾丰
农资公司经理韩洪介绍说。

水果、鸡蛋、豆油等本土农副产品
上市后，如何大批量卖出去？“我们致力
于抓好生产和销售两端，打造扬中商
城+基层社+农户的农产品流通矩阵。”
扬中供销社有关负责人如是说。在调
研摸排的基础上，扬中供销社整理出一
份《扬中农产品名录》，农品种类、上市
时间、面积产量、联系人等信息均登记
在册，还策划开展了 5场线上直播和 8
场农产品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吸引流量累计达 11万人次，销售金额
超过140万元。

“我们社区2万多人，举办农产品展
销活动的消息在微信群刚发布，3000多
斤葡萄、600只草鸡等就被‘秒定’，真正
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的
无缝对接。”提到前阵子家门口的展销
会，长江花城社区书记马云连连称赞。

谢勇是油坊镇的种田大户。他来
扬中已有8个年头了，承包了2300多亩
农田。他告诉记者，现在种田基本上都
是机械化运作，人省力了不说，田间管
理又快又好，“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通
过油坊供销社租用几台无人机，病虫害
治理效果真是事半功倍”。

据悉，扬中市成立了禾丰农机专业
合作社，采购多种自动化农业设备，主
动探索选种育种、粮食种植、病虫害防
治、农机作业、收割烘干、粮食收储、成
品粮销售全链条服务。近三年统筹实
施飞防植保、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
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10万亩，有效推
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一篮子”为农举措
走出富民增收“供销之路”

本报记者 周迎

穿过两扇不锈钢大门，到达一处
水泥场。下车后放眼一看，一格格细
致划分的养殖池，清爽明亮的淡蓝色
底部“贴”在一个个塘沿上，靠近岸边
的水面上还能看到一根根水草浮动，
水草下不时还有一双双小眼睛时隐
时现……大变样了。

这里是丹阳市吕城镇益晶家庭
农场，一个拥有 230亩面积，以蟹为
主的水产品农场。农场主赵夕荣常
年住在农场中间的一栋小楼里，这既
是他的休息处，也是销售处。

在小楼外等了5分钟，赵夕荣骑着
电瓶车赶了过来：“我在整理冷库呢，有
养殖户来买货，还没弄完，我先洗洗手。”

早在 10 年前，他就在农场外建
了冷库，用于存放养殖螃蟹的冷冻杂
鱼。“用冷冻小鱼混着其他健康饲料
喂养螃蟹是我多年的习惯。螃蟹好
不好吃，这个就很关键。周围有养殖
户看我这样做，也到我这来买一些，
我干脆就把这摊事情也做了。嗨，从
一大早忙到现在还没歇过。”

记者追着问：“一大早是多早？”

用毛巾擦了擦手，赵夕荣坐在凳子上
说起了自己的一天。

“螃蟹是9月25日开始销售的，自
打那天起，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4:
30。起床后和3名工人一道收蟹笼，按
照大小进行分拣。到了9：00左右，客
人上门买螃蟹，捆扎、装箱，一上午难得
有闲。一天下来，至少要卖近300公斤
螃蟹。这份苦还得吃2个月。”

老赵边说边做着手势，不时指着
旁边并排摆放的三个大塑料箱。“这
里面都是今天‘起’出来还没有销售
的，我捞给你看看。”

说着，老赵就拿起抄网，在水箱里
轻轻抄底，随着手臂的抬升，一大网背
青肚白的螃蟹露出水面。刚一出水，
螃蟹们就四散攀爬，‘逃出’网抄，随后
快速掉回水箱里，溅起一朵朵水花。

“今年的螃蟹个头是真不小。”记
者说。赵夕荣接过话头：“去年3-3.5
两重的母蟹占大头，今年是 3.5-4两
的为主，个头确实比去年大一些。但
今年的价格没有去年高。”

原来，今年螃蟹价格较之去年有
所回落，3两重的母蟹价格 120元/公
斤左右，加上坚持不去批发市场的

“在家销售”模式，今年的销售势头让
赵夕荣觉得担得起“平稳”二字。

站在养殖池边，一条小船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赵夕荣解释：“这是今年
新采购的自动喂食船，一小时可实现
50-60亩水面的投喂，效率很高。唯
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在不同塘口之间转
换时，需要牵引，总的来说还可以。”

记者发现池塘边多了几根竖杆，
上面有太阳能板和探头，水面较低的
养殖塘口中间位置，还有一个设备露
出水面。赵夕荣指着远处的竖杆说，

这些都是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为试点
项目新建的设备，竖着的是检测气
象、风力和温度变化的，水里那个是
检测水质和含氧量的，岸上还有总控
集成箱，那是随时给塘内供养的……

“我也不太懂，但听说这里的数据农
业部门在办公室就能直接看到，还能
给我这边及时提醒和指导……”

这一季螃蟹销售还未‘满月’，赵夕
荣的“辛苦日子”依旧持续，但他心里却
淡然得很。“这么多年做水产行当，习惯
了，只要螃蟹卖得好，再辛苦心里也甜。”

螃蟹卖得好，再辛苦心里也甜

如今养蟹，满塘都是科技感

本报记者 周迎

“喂？你们到基地啦，稍等，我在
加工厂这边，新米正在加工出货……”
10月 17日 14时许，正奋战在新米加
工一线的凌鸿放下工作，马不停蹄地
驱车来到位于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
曲阳村的稻田边，给记者介绍自家早
熟稻的情况。

“这边稻子收完啦，那等下就去
收里面的，今天还能再割10亩。”刚下
车，凌鸿先走向身后正在卸货的收割
机。“老胡，下午再加把劲，把这块地

抢掉。”驾驶员老胡没有开门，隔着玻
璃比画了一个“明白”的手势，就把目
光转回操作台。

垫脚看了看货车车厢的“深浅”
后，凌鸿快步朝记者走来。皮肤黝黑，
戴着眼镜，却有着庄稼人的壮实身板。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这块就是我最
近收的第二批早熟稻，有200亩左右。”

种着600多亩田的凌鸿是荣炳盐
资源区数一数二的种粮大户，用他自
己的话说，“田多、机器多”。“在我们
这，我的种植面积差不多是最大了，
就是放眼整个丹徒区，种植面积比我

大的也不多。”他说。
作为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凌鸿

心里的账算得十分清楚。从 10月 13
日的80多亩到当下的200多亩，都在
他秋收安排表上写得明明白白。“现在
收的都是相对早熟的南粳9108，今年
的产量还不错，测下来有650公斤/亩
左右，算是高产了。这还得归功于丹
徒区稻麦杂草周年综合治理示范区的
打造，通过‘农业措施为基础、土壤封
闭为重点、茎叶喷雾为补充’的杂草综
合治理技术模式，示范区内化学除草
剂使用减少10%以上，不但实现了节

本增效，大米还更加安全，品质更高。”
说到这个示范区打造，凌鸿的脸上涌
起了笑容。

看着卸完粮的收割机再次驶入
稻田，凌鸿走近货车，抓了一小把稻
子在手里碾了起来。“从出米率看，比
去 年 要 稍 微 差 一 些 。 估 计 只 有
65%—67%。去年在70%以上。”

出米率低对收益影响大不大？
面对记者的提问，凌鸿笑着说，他现
在都不卖稻子，只卖自己加工后的大
米。“我的大米卖10元/公斤。”

打开车子的后备箱，凌鸿拿出了
一袋新米，这是他准备送给客户的尝鲜
货。包装上的“荣炳大米”四个字十分
醒目。“这是我们荣炳的原产地标识，政
府授权给我用了，现在卖得很好。”

今年，凌鸿准备趁热打铁，筹备
申报“绿色食品”。用他的话说，如果
能拿到绿色食品认证，大米的品牌价
值和市场认可度还会再提高。

不多时，收割机再次“吃饱”，来
到田边卸粮。“水稻一割完，就要准备
种小麦，这两年麦子产量高、价格高，
成了我这儿的增收利器。”凌鸿说，镇
麦 12和镇麦 15的麦种已经备好，看
天气情况随时准备下田。“麦子种得
越早，稳产丰产的保障就越高，可不
得抢种吗！”

说话间，凌鸿的电话响了起来，
原来是客户询问新米情况。“我先过
去了，你们再看看，订单催得急，下次
邀请你来看小麦……”

风吹稻穗千层浪 机器一响丰收忙

满田香米是对一季辛劳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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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镇”在行动

卸完粮的收割机再次驶入稻田。 周迎 摄

池塘边的新设备。 周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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