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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宇琴
本报通讯员 解立文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日前，
在镇江经开区丁岗镇荣禾农业园万亩良
田里，15台收割机开启探照灯，“借光”
赶工收割麦子，从早晨8时30分奋战到
夜里11时30分，整整15个小时。

收割机收工后，种植户谢涛没有躺
下休息，这位“70后”的“新农人”顶着红
红的“兔子眼”，从麦田返回农场“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烘干房里，
10台全自动烘干机全部开足马力，新收
的麦子陆续倒入烘干机里，设备的轰鸣
声响彻寂静的夜晚，老谢不得不扯开沙
哑的嗓子，好让工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董虎，看一下1号烘干仓的麦子水
分有没有达到14个点，达到了就拉冷风，
吹2个小时再出仓……”烘干后吹风，麦
子的水分达到13%，才能出仓销售，这是
夏收时节种植户关注的重点环节。盯着
烘干作业直到凌晨4时多，天际微微泛
白，老谢才躺下休息，只睡了1个小时，凌
晨5时多就起床了。

今年是老谢承包农田以来，在“三
夏”大忙之际日夜连轴转的第 12个年
头。今年6月1日小麦开镰，到芒种前一
天，老谢的万亩麦田收割工作已完成三
分之一，3000多亩麦田产出的1300多吨
小麦颗粒归仓。“今年年初阴雨天气多，

开了年后及时清沟理墒、把肥料打下去，
后续天气也给力，所以今年麦子长得好，
产量还会高一点。”早起之后，老谢迫不
及待地来到麦田旁，脱皮的嘴唇微微上
扬。紧接着便拿起手机，开始调度收割
机具，人力用得少了，琐碎事情可没少，1
小时之内老谢打了12通调度电话。

农时不等人，麦黄催人急。太阳出
来后，麦田里水汽褪去，田埂上轰鸣的收
割机隆隆驶来，继续奔赴这片广袤的麦
浪之中。风中摇曳的麦穗被匀速前行的
收割机吸入“腹中”，没多久，田间只剩下
短短的麦茬。“今年麦子不错，没有倒伏，
天气也有利于收割，一台机器一天能收
70多亩！”李伟是老谢请来的有经验的

“麦客”。
“三夏”农忙时节“麦客”们“追着丰

收跑”，追着“麦客”的是一群群白鹭。翱
翔于田间的白鹭，早已熟悉“麦客”作业，
收割机一响，便追着飞，掉落在田里的麦
粒成了鸟儿的美味大餐，抢先分享到了
农民丰收的喜悦。

为迎接这一季丰收，老谢铆足了
劲，不仅添置了无人植保机，利用现代

“智慧”技术来耕种农业，而且在政府部
门扶持延伸农业产业链之下，还增设了
基础设施。“现在是麦子集中上市的时
候，短时间粮食需求没有那么多，所以
打算两个月之后再出售麦子。为了储
存麦子，农场去年新建400平方米的仓

库，今年又建了800平方米。”老谢算了
一本账，两个月之后，如果每斤麦子涨
价1分钱，他就能多收获8万余元。

农业靠天吃饭，农业信息就是农
户的信心。“明天局部有雨，镇江气象
台的信息来了，要加速收割啊，天气预
报发在微信群里，及时关注，还有秧苗
也要适期播种……”临近中午，经开区
社发局农业发展中心主任陈雪芬焦急
地赶到老谢的田里，进行农业技术指
导。“农作物迟播一天一亩少一斤，要
是10000亩呢？产量要上来，就必须要

‘抢时间’。”
眼下，老谢的农田里夏收、夏种、夏

管同步加速，5月18日栽种的秧苗已经
渐渐长大。“现在秧苗已经长成了‘两叶
一芯’，到‘三叶一芯’就可以栽秧了。”傍
晚时分，老谢带着工人一起取掉秧苗上
面的一层薄膜，一垄垄秧苗“整装待发”，
预计再等一个星期就到了夏种时间，万
亩良田将继续披上“绿装”，孕育新一季
的收获。

芒种雨多，五谷丰收。到了芒种这
一天，镇江经开区迎来了一场雨，老谢收
不及、种不及，忙得脚不离地。“痛并快乐
着，丰收的喜悦，不在这个时候还在什么
时候，再辛苦也值了！”老谢开着车，忙着
现场调度，在万亩田间一路追“丰”。

“新农人”万亩田间一路追“丰”

万亩麦田迎丰收 丁岗镇人民政府供图

本报讯（刘莹 记者 潘宇琴）“丁岗、
大路、姚桥位于镇江的东部，依傍长江，背
靠圌山，物产丰饶，食馔精美，称之为镇江
东乡……”近日，在镇江经开区丁岗镇新
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来自镇江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的民警、镇江经开区财政局的党
员以及镇江经开区平昌幼儿园的师生，正
在凝神静听社区工作人员对东乡乡情的
介绍，这是新茂社区党总支为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警民基层交流，加
强社区共建组织的“警民‘粽’动员，厚植

乡土情”端午节主题活动的场景。
在活动现场，大家捋粽叶、填糯米、

加馅料、封口扎线，绿色的粽叶在他们的
手中翻转，一只只粽子包裹着幸福的味
道，承载着满满的爱心。包完粽子，边检
民警们为孩子们介绍边检工作的日常内
容，勉励各位孩子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建
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一步，新茂社区党总支将继续以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部门联动、资源联
合，切实为居民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

警民“粽”动员 厚植乡土情

民警与孩子一起展示亲手包的粽子民警与孩子一起展示亲手包的粽子。。刘莹刘莹 摄摄

本报讯（傅向葵 朱雨菲）又到一年
“三夏”时，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日前，
瀚瑞资产农业板块全力以赴、多措并举，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在广阔的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来回穿
梭，收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一垄垄成
熟的小麦尽收“囊”中，田间地头洋溢着热
闹的丰收景象（见左图 傅向葵 摄）。

“三夏”工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阶
段，关系到全年粮食的产量和收入，为
此，瀚瑞资产农业事业部在做好品种选
育，田间管理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前
部署，精心组织，确保机收工作顺利进

行。今年基地小麦种植面积420亩，主要
种植品种为镇麦12，亩产预计可达500
公斤/亩，较去年略有提升。

随着小麦收割工作的圆满完成，水
稻种植也已蓄势待发，准备接力，当前，
育苗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计划于6月中
旬完成所有田块的水稻种植。

麦田机收现场的繁忙景象，不仅展
示了现代农业的高效生产力，也预示着
夏粮丰收的到来。下一步，瀚瑞资产农
业板块将坚持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持
续打造高质高效农业体系，助推镇江经
开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夏粮迎丰收 麦香盈满仓

本报通讯员 陈建军 蒋亚敏
本报记者 沈湘伟

农贸市场里的蔬菜是否有农药残
留？鱼肉鸡肉里含有重金属吗？猪肉里
有瘦肉精吗？……对于每天都要买菜做
饭的市民来说，时常会被这些问题所困
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
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如何从食品安全的源头抓起，让老
百姓吃得放心、安心、省心？近年来，丹
徒区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四个最严”要
求，推行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压
实生产主体责任，从“产出来”“管出来”
的两端双向发力，以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制为抓手，加大信息化监管模式，创新监
管办法，提升监管能力，健全监管体系，
严密编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全力筑
好全区农产品安全屏障。

选好“领头雁”强基促推广

2023年1月1日新修订《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颁布施行，正式将建立承诺达标
合格证制度纳入其中，对农产品生产者
开具、收购者收取保存和再次开具、批发
市场查验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各
级主体的法律责任，从过去的自律行为

转变到现在的法律约束，这是一个质的
飞跃。丹徒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是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承
诺达标合格证是农产品的“身份证”、生
产者的“承诺书”、质量安全的“新名片”。

如何才能更好推动企业追溯体系
建设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使用，丹徒
农业主管部门首先选定部分生产主体
企业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的同时，让这
些 企 业 成 为 全 区 推 广 工 作 的“ 领 头
雁”。据丹徒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选好“领头雁”进行示范先行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在全区范围内精心
挑选了一些积极性高、条件好、规模大
的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作为追溯示范点，率先试行承诺达
标合格证的出具与使用。

试点工作推开后，各个示范点主体
积极响应，严格按照要求建立完善的追
溯体系，将农产品“生产种植、农事操作、
成熟检测、销售上市”的全过程一一记
录，并依托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
建立电子生产档案，出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赋码上市，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可追
溯。通过“领头雁”的示范作用，不仅确
立了追溯体系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
可行性，也为下一步全面推开承诺达标

合格证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好“宣传队”提升知晓率

近年来，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全面推
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落实，为了加
快推进，必须先让全区各生产主体了解
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为什么要用、用
了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有什么益处，真正
从心里接受并认可这个制度，这样才能
达到最终的推广应用效果。因此，在正
式推广应用之初，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
展了承诺达标合格证多种宣传手段，如
采用会场理论学习和现场实际操作的模
式，宣传承诺达标合格证实施所带来的
成效，展示本地典型经验和亮点成果，扩
大社会影响力，持续营造自觉开具、规范
使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良好氛围。

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充分利用食品安
全宣传周、农产品质量安全主题日、绿色
食品宣传月、质量月等活动，以发放宣传
资料、专题培训、现场咨询等形式，加强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宣传推广。
去年以来，累计印发承诺达标合格证宣
传册1000余份、宣传单2000余张，《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200多份。积极深入乡
镇各个农产品生产基地，开展面对面实
地宣传活动，通过与生产主体面对面交
流，详细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重要性
和实施方法，并解读新修订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中关于生产主体出具承诺达
标合格证的法律责任。

在宣传形式上，还采用现身说法的
方式，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验，不仅农产品更受欢迎，销售
量也大幅提升，价格上涨的同时仍供不
应求。此外，在举办各级农产品展销会
时，进行多种宣传，广受社会关注。大
量宣传让各生产主体看到了实际效果，
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参与其中。丹徒区
农业农村局紧紧抓住这一契机，以承诺
达标合格证为抓手，推进生产经营主体
诚信体系建设，推动监管方法、监管模
式迭代更新。截至目前，全区主要农产
品已基本实现农产品“生产有记录、流
向可追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界定”全
过程可追溯管理，累计出具承诺达标合
格证218.6万余张。

抓好“执行者”培训增技能

针对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如何落地
见效，如何实施到位等问题，丹徒区农业
农村局聚焦问题症结，找准发力关键节
点，充分发挥网格监管作用，抓住执行层
面的关键力量，依托镇级监管员、村级协
管开展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落实工作。

为了更好地发挥监管人员的作用，丹
徒区农业农村局采取集中培训、参观学
习、面对面指导、“一对一”讲授等方式开
展技能培训。重点针对政策法规宣讲、农
产品农残速测、主体入网信息登记以及承
诺达标合格证出具使用等方面开展培
训。邀请相关专家解读各级关于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落实的相关规定，以及新修
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有关承诺达标
合格证对于各类人员的法律职责规定，未
按规定要求履行相关职责的法律责任。

除了“请进来”，该局还采用“走出去”
的方式，组织全区83名监管人员，前往苏
州市太仓市城厢镇四星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机构实地参观，学习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等相关经验，参观学习企业如
何利用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实现
产品生产、检测、销售全过程动态赋码管
理。组织农药残留胶体金快检技术培训，
逐步骤讲解教学，现场实操考核，人人达
标过关。通过这一系列培训举措，提升了
监管人员能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清晰、
准确地将相关政策、规定传达给生产主
体，并可熟练地为生产主体提供农产品农
残速测、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指导张贴
使用等综合服务能力。

建好“服务点”奉献惠民生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新《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更好地为生产主体提供自助快检、自
证等服务，必须不断加强配套服务体系
建设，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承诺达
标合格证出证索证衔接机制，推动农产
品精准监管。丹徒区农业农村局精心谋
划，认真梳理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分布
情况，在从事蔬果、茶叶、禽蛋、畜禽、养

殖水产品等生产经营入网主体较为集聚
的地区，遴选合适的点位建立承诺达标
合格证服务站点，为生产主体提供服务。

2023年以来，丹徒区农业农村局按
照“有场地、有人员、有设备、有制度、有
宣传”的“五有”建设要求，新建承诺达标
合格证服务站点3家，在原有镇、村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改造提升
服务能力 13家，配备电脑、二维码打印
机、速测抽样工具、样品冷藏设备、胶体
金速测卡及检测配套器皿，统一制作悬
挂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站点公示牌、制

度标牌，公示服务站点服务内容、服务时
间、服务人员，明确服务站点工作内容、
工作流程等，广受群众好评。

丹徒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质量关任重道远，农
业主管部门将在安全用药指导、主体名录
建立、巡查检查、快速检测、监督抽查、执
法查处等方面进一步推进，让带证上市的
农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让广大市
民买得放心，吃得更放心。为开创农产品
质量安全治理工作的新局面，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赵欣 徐皓 记者 张琼霞）近
日，镇江经开区大港街道银山社区联合大
港街道振港社区、镇江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粽香廉韵 共筑和谐”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大港街道工作人员为大家
讲解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分享了屈原
的廉洁诗词，让大家一同感受诗人对廉洁
正直清白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进
取的抗争精神。在包粽子环节，大家忙得

热火朝天，动作利索地拿起粽叶，往粽叶
上放糯米、红豆，经过巧手捆扎，一个个棱
角分明的粽子很快就包好了。

此次端午节活动，通过将优秀传统
文化和廉政建设相结合，将清廉文化服
务触角延伸到党员身边，充分发挥清廉
文化润物无声的作用，营造崇廉尚洁的
浓厚氛围，让党员度过了一个与众不同、
意义非凡的“廉味”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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