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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唐探 周茉

日前，笔者走进秀林家庭农场，绿
油油的桃树长势喜人，青翠的幼桃挂
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给桃子套袋。

“桃结果后全部套袋，可减少病虫
危害，降低农药残留，减少外界尘土和
自然灾害对桃体的伤害，让果面色泽
鲜艳，提高果品质量。”秀林家庭农场
负责人杨德亮说。

出生于 1984年的杨德亮，是一个
“桃二代”，也是一名“新农人”。他出
生那年，父亲杨修林种下了第一棵桃
树。从小杨德亮就跟在父亲身后装
箱、卖桃，对家乡的桃子，他有着深厚
的感情。2005年，杨德亮从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帮助父亲打理百
亩桃园。

改变，从2015年开始。那一年，杨
德亮和以往一样跟着父亲在桃园里摘
桃、选桃、卖桃。为了收获“金果子”，
杨德亮的父亲早早来到了桃园，一个
单薄的身躯、一辆并不灵活的小三轮
车，拉着几百斤桃，装箱、售卖。不一

会儿，豆大的汗珠就不停地从父亲的
脸上滑落，汗水浸透了后背。

“种桃树很辛苦，桃子采摘更没
有想象的那般容易。除了果园中泥
泞的土地，湿漉漉齐膝高的野草也会
时不时‘下绊子’，稍不留神便会‘人
仰马翻’。”杨德亮回忆，就在那时，他
的心里多了一些思考：老一代的创业
者老了，谁来种桃？谁来卖桃？按照
父辈的传统模式生产经营，年轻人还
愿意吃这碗饭吗？

2018年，杨德亮从父亲手中接过
桃园，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桃树品种进
行更新换代，第一批就砍掉了 10亩老
桃树，惹得父亲又生气又心疼。“当时
我们农场 6年的树都没别人 2-3年的
树大，改造的第一步就是改土，然后引
进新品种，改进种植模式、树型，提高
桃树产量。”杨德亮介绍，父亲杨修林
因为这片桃园获得过“种桃大王”的美
誉，并被评为全国劳模。但父亲面对
技术的不断更新，有些缩手缩脚。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杨德亮将
学习到的新技术应用于实践，桃园里

一棵棵新桃苗逐渐长大，仅仅花了两
年时间就有了效益。桃园升级到第二
年时，新桃树的产量已经跟 4-5年树
龄的产量差不多了。

除了对土壤、品种、管理模式进行
升级，杨德亮还对机械化设备进行了
更新。去年，杨德亮采购了小型拖拉
机、履带式升降平台、遥控割草机、风
送式打药机等设备，同时对土地进行
平整、规划，为后续的标准化、机械化
种植打下基础。“原来在老果园桃子成
熟期，采摘一篮桃子要把腰弓着才能
拎出来。现在行距增加了，机器可以
直接进入采摘平台，篮子往机器上一
放，采完了机器直接拖出来，省时又省
力。”杨德亮说，机械化采摘节省了
20%的人工成本。

如今，杨德亮还依托句容市华阳
街道桃业协会、句容市华阳福桃专业
合作联社，带领桃农一起探索出了新
技术引领、新平台拓展、新模式增收的
路子。

在技术上，他建成了新品种试验
示范园 30亩、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50

亩、避雨栽培大棚15亩，还对周边的桃
树种植户进行免费培训，年培训 1000
人次以上，传授种桃经验和技术，带动
周边 50多名农户栽上新桃，尝到了农
业致富的甜头。

在渠道上，他利用互联网为华阳
福桃插上翅膀。杨德亮说，以前桃农
卖桃吃了很多东奔西跑的苦，现在不
一样了，政府不仅在句蜀路两侧建造
了桃销售亭给桃农们提供集中售卖服
务、举办福桃文化节，还邀请了专业人
员为桃农的果园拍摄照片、视频等进
行线上推广。桃农也学着把自家桃园
景色、田间管理等做成小视频发在网
上，华阳福桃的名声响了，桃农的钱袋
子也变鼓了。

在模式上，他探索“种植+旅游”模
式，拓展福桃产业。“我们在促产量、创
增收的同时，还在政府的帮助指导下，
开发多条研学、采摘、游玩路线，让游
客们慢下来、留下来。”杨德亮说，围绕
这一理念，桃农们除了卖桃子，还打造
桃风景、丰富桃文化，让福桃产业有了
质的飞跃和快速发展。

子承父业引新品 多方升级提效率

“桃二代”接力探索共同富裕的“甜蜜密码”

本报讯（丁璐）日前，句容市郭
庄镇纪委对镇“凤仪郭庄”年轻干
部先锋队成员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教育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初心使命，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
干部，引导年轻干部系好廉洁从政

“风纪扣”。
集体廉政谈话中，镇纪委书

记再次明确党的纪律和规矩，并

在忠诚、干净、奋进、实干四个方
面提出工作要求：要以“咬定青
山 不 放 松 ”的 境 界 淬 炼 忠 诚 之
心；要以“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境
界淬炼干净之心；要以“不待扬
鞭 自 奋 蹄 ”的 境 界 淬 炼 奋 进 之
心；要以“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境
界淬炼实干之心。持续强化年轻
干部教育管理，护航年轻干部健

康成长，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先锋队成员踊跃发言，纷纷表
示，自己生逢盛世，更应乘势而上
务实担当，奋楫笃行勇毅争先，时
刻找准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守住权力的底线和红
线，做社会主义新征程路上的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坚守“四个心”系好“风纪扣”

本报讯（王犇 丁峰 马吉）近日，镇
江市公布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其中，句容市的三台阁花船（见图 王犇
摄）成功入选。

三台阁花船表演活动主要集中在句
容南部的茅山、袁巷、磨盘、天王、后白、
葛村，以及西部的郭庄、赤山湖、句容经
济开发区等地。这一民间艺术表演形式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融合了传统舞蹈与
民间小调，以其独特的表演方式和精美
的服装服饰深受观众喜爱。

在长期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三台
阁花船不仅保留了传统艺术的精髓，还
积极吸收现代元素，以适应现代审美需
求。其表演形式以传统舞蹈为基础，结
合戏曲唱腔和民间音乐，营造出欢快、热
烈的氛围。花船的装饰方面同样精美，
采用彩绘和华丽的装饰物，使其外观引
人注目。此外，花船的表演内容也丰富
多彩，既涵盖了传统的历史故事和民间
传说，也反映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变迁，使

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能够深刻感受
到地方文化的魅力。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三台阁花船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台阁花船队将继
续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鼓励年轻人
学习并继承这一技艺；加强对外宣传和推
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三台阁花船。
同时，还将继续在各大节日节点举办展示
活动，为传承人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推
动三台阁花船艺术的创新发展。

另据了解，作为句容产业强市的主
阵地，近年来，句容经济开发区（黄梅街
道）在物质文明大步跃升的同时，不断探
索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新路径，尤其是在
非遗项目的传承、申报和推广工作上成
果喜人。在原有的镇江市非遗项目后莘
村花岸龙灯的基础上，句容经开区先后
又新增河桥花灯和三台阁花船两个非遗
项目、非遗传承人 5个。非遗产业化赋
能乡村振兴的优势不断显现，助推了句
容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三台阁花船入选镇江市级非遗

袁相村道路升级
方便机械下田

本报讯（明庭舒 刘洋）6月14日上午10
时，在茅山镇袁相村道路优化施工现场，施
工人员顶着高温，操作着摊铺机、压路机、轮
胎式碾压机，进行路面沥青摊铺作业。

2007年修建的袁相村上太线路段是村
民通行的主干道路之一，因年久失修，原有的
水泥路路面已破损严重，不仅影响了周边村
民的出行，也极大地限制了水稻、小麦等农作
物的机械化种植。今年，袁相村上太线路段
提档升级建设获批，同时，连接周边村庄的道
路也被纳入提档范围，总长3.5公里的道路将
窦相、太子岗等5个自然村的“毛细血管”畅
通，极大改善了350多户共1200多人的出行
条件。正值“三夏”时节，此次道路提档升级，
有助于周边1000余亩农田机械化作业。

本报讯（蔡正云）6月12日，句容市第四
人民医院承办的第一期心理健康服务培训会
开班。本次培训由句容市心理专家组成员喻
云峰、王天平、张兴乐分别就“睡眠障碍管理”

“焦虑症早期识别与干预”“强迫症的早期识
别与干预”进行讲解授课。来自句容全市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人才库及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成员共80余人参加培训。

本报讯（凌超）近日，句容市华阳社区医
院在城上卫生室举办以“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为主题的宣教活动。眼科医生向居民们详细
讲解了白内障的临床表现、成因，并深入剖析
了其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以及治疗方法、预
防策略等，并指导居民们如何培养健康的用
眼习惯以及掌握有效的护眼方法。

本报讯（任善华 王柳青）近日，句容市华
阳街道慈善社工站链接社会资源，携手句容市

“青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及“玖钱足道”全体
工作人员，慰问街道五保供养站的老人们。“玖
钱足道”派出专业修脚技师，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修脚、刮脚。“青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为老
人们理发、打扫房间，给老人送去温暖。

本报讯（罗自伟 陈瑶）当下，正是桃
子成熟的季节，句容市茅山风景区马埂
村迎来了丰收。阵阵桃香扑鼻而来，一
个个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农户们正
忙着采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马埂村如花家庭农场 2023年 11月
入选江苏省家庭农场典型名单，这几天，
各地的游客来农场采摘桃子。镇江王女
士高兴地说：“我们慕名而来，游玩茅山
后，开车到这里带孩子体验采摘乐趣，桃
子口感很好。”

“目前，我们农场有果园 120余亩，
桃树3000多棵，主要品种有油桃、黄桃、
胭脂脆、野鸡红等，年产量 2-3万斤，预
计收入在 10万元左右。”农场主吴如边

忙着采摘边介绍：“现在正是野鸡红成熟
的时候，这个品种虽然个头小，但又脆又
甜，深受游客喜爱。这两年收益不错，我
们线上线下同步，通过直播带货、网络宣
传、企业和商场超市等渠道销售。”

村里除了如花家庭农场，还有很多果
园可以采摘。位于南塘福道线上的华超
农庄，种植了140亩、4200余棵桃树，主要
有油桃、野鸡红、黄桃、水蜜桃等品种；行
礼果园，种植桃树20亩、600余棵，主要品
种有油桃、野鸡红、黄桃和晚冬等。

马埂村负责人表示，将结合自身优
势，借助果品种植产业，开发采摘游线
路，开启夏季采摘品尝模式，进一步推动
采摘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桃香四溢飘满园 果农丰收笑开颜

本报讯（王伟 马吉）自 6月进入主
汛期以来，句容经济开发区（黄梅街道）
水利站与各村（社区）组织多人次，对辖
区境内水库、河道、排涝泵站、重点塘坝
进行巡查，确保安全度汛。

日前，河桥村村“两委”组织人员，对
北街电站进水拦污栅进行加固。北街电
站作为河桥村境内重要的排涝泵站，承
接着上游约 9.57平方公里的来水面积，
为确保电站安全有效的运行，防止树枝、
垃圾等杂物堵塞，村“两委”带头下入水
中，对进水池拦污栅进行加固，有效保证
了辖区内 3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的汛期

安全。
在南巷村，村“两委”吸取往年的经

验教训，组织 10余人对流经村庄，断面
狭窄、有阻水行洪隐患的河道开展清理，
共清运树枝、浮萍等垃圾约5吨，为防汛
抗旱提供了保障。

同时，句容经开区（黄梅街道）镇级
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点按上级统一要求，
不断补充防汛物资，目前该点和固江口
水库物资储备点已分别储备编织袋2万
只，木材 5立方米，雨衣、雨鞋、手电、铁
锹、铁镐、铁丝、发电机等防汛物资若干，
真正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清理河道障碍 守牢泵站通道

关爱户外劳动者 深入一线送清凉
6月18日，句容市崇明街道义台街社区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为环卫工人送西瓜。近日，晴热天气持续，崇明

街道组织志愿者深入一线，在炎炎夏日里送上一份清凉和关爱，呵护晴热天气中的户外劳动者。 辛一 摄影报道

“千台万人”乒乓球
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翟延露）6月15-16日，2024句
容“体育嘉年华”全民健身“国缘V3”杯镇江
市“千台万人”乒乓球句容选拔赛暨黄梅街
道社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句容市体育训
练馆举行，来自句容全市各地各单位的200
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起，切磋技艺。

经过2天200余场的比拼，男子老年组前
三由朗春强、柴晓林、史昌鹤摘得，男子成年
组前三花落王志清、王义国、朱国三家，而男
子青年组前三则由缪逸涵、周健、朱长亮获
得，女子组由李波、孟雪萍、潘金萍分获前三。

本报讯（钱钰 刘姚）日前，句
容财政“三化”圆满完成 2023年度
资产年报编报工作。

提前组织谋划，加强编报部署
科学化。专门下发《关于编报2023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通
知》文件，列明“三要求三注意”，及
早下发编报通知，要求各单位在全
面开展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再进行年
报的编报，提前做好对账、账务调整
等工作，为顺利填报打下良好基
础。同时，压实编报责任，将任务具
体化、时效化到各主管部门。

创新服务方式，推动编报指导
多样化。采取线上线下多驱并进
方式指导各单位填报，线下组织全
市 289家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培训，
详细讲解每张报表的填报和软件
操作方法，分享往年填报经验，总
结易错点，避免再次“踩雷”，进一
步提高单位填报质量；线上除在网
上共享年报操作视频、操作手册、
培训课件等资料外，开通电话、QQ
在线解答和远程服务，对单位填报
过程中出现的“疑难杂症”迅速一
一解答，解答问题 50余个，保证编

报不“卡壳”。
强化审核分析，确保数据质量

高标化。采用软件逻辑关系审核
和人工审核相结合，建立资产年报
与月报、政府财务报告、部门决算、
行业数据、上年期末等数据的衔接
比对机制，确保同口径数据保持一
致；强化报表数据信息分析利用，
对句容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特别是做
好对土地、房屋、车辆、公共基础设
施等重要资产增减变化的分析总
结工作，找准堵点难点。

句容财政完成2023年度资产年报编报

早稻插秧忙 水田披“绿装”

日前，在句容市后白镇西城村的水稻田边，一片繁忙的景象，村民们正在热
火朝天地开展早稻插秧作业，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有序滑落，水田披上

“绿装”。 许阳 摄影报道

救援演练 提高应急能力

近日，句容市郭庄镇在南京东
郊奥特莱斯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
练活动，以“实战”检验应对突发事
件的联合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大
型商业综合体的应急管理水平。

蔡郡 徐欣 摄影报道

农推中心指导
农户科学用肥

本报讯（孔培君）水稻正进入移栽高峰
期。连日来，句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用肥。

句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醒农户，
在水稻基肥中增加商品有机肥或充分腐熟
的粪肥，一般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以20%-
30%为宜。同时，在基肥或追肥时施用含
硅、锌等中微量元素肥料，不仅能够增加水
稻产量，还能提高作物抗逆性和产品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