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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范云中

富民强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归宿和落脚点，也是高质量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为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按照中央、省
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和省乡村振兴局
长会议精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着力实
施“富民强村攻坚年”行动，深入实施富
民强村帮促行动和农民收入十年倍增
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

富民强村帮促推进有力

在推进富民强村攻坚年中，我市深
化党建引领富民强村行动。深入实施

“书记领航”强村项目，深化“六个一”挂
钩。2023年，15位市领导、72位市（区）领
导调研走访经济相对薄弱村，走访慰问
农村低收入群众1069户1802人。98位第
一书记积极履职，协调引进各类项目23
个，落实帮促资金资源折价1183万元，
进行科技指导34场次，开展各类文化公
益志愿活动31场。

“我们规范推动产业发展，争取省
级财政衔接资金1900万元，用好市级富
民强村帮促行动财政专项资金3000万
元，共实施项目14个，项目总投资3.5亿
元，预计可为98个经济相对薄弱村共增
加集体年收入1354万元，增加就业岗位
165个。”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因村施策，认真梳理
每个经济相对薄弱村年度目标任务及
落实措施，做到一村一个攻坚计划、一
村一套帮促措施。同时，重点调度推进
村集体稳定性收入靠后的41个村，撰写
调研报告《“输血”“造血”相结合，引领

经济相对薄弱村共同发展》，用调研成
果指导工作实践。

2023年6月24日上午，丹阳市第五
届杏虎仙桃采摘节和镇江市名特优农
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司徒镇杏虎村
拉开帷幕。活动中，我市与阿里巴巴、
苏州镇江商会等签订购销协议，帮助
销售杏虎水蜜桃近5万公斤，而这仅是
我市开展消费帮扶促进富民强村的一
个缩影。2023年，全市按季度更新98个
经济相对薄弱村农产品目录，组织全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采购经济相对薄弱
村农副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经
采购1364万余元。同时，我市还举办农
业嘉年华、农业品牌专题推介会等，积
极助力农产品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积极开展乡
村医疗互助试点，共有12个乡镇（2023
年新增3个乡镇）开展试点，实际参加人
数121124人，2023年筹资总额968.96万
元，平均参与率达36.90%，超过省30%
的要求。截至2023年12月26日，全市累
计补助11211人次，补助金额891.77万
元，平均减轻个人医疗负担26.60%，其
中单笔最高补助金额28220元，最低300
元。做到了大病重点补，小病也有补。

农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稳步推进

政策领航，我市积极推动农民收入
十年倍增计划，制定出台《镇江市农民
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九
大行动27条重点富民举措，强化工作推
进，建立季度通报和调度制度。强化政
策支持，市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镇江市选拔培养优秀“新农人”计划》。
同时，市资规局出台《关于下达乡村振
兴专项计划的通知》等。此外，全市2023
年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将

政策送达农户手中，打通政策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

促进农民就业创业，是推动农民增
收特别是稳固工资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2023年，市人社局等部门通过拓宽就业
渠道，鼓励农民创业，优化服务供给，强
化技能培训等措施促进就业创业。截至
9月底，共筹集就业岗位4.6万个，发布就
业岗位信息数10.1万个，开展各类招聘
活动300余场，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
4831人，其中就地转移3774人。前三季
度，各级人社创业服务平台共帮扶农民
创业4123人，发放各类创业补贴112.6万
元，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2.4亿元，树
立农民创业典型21个。同时，我市还积
极开展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专项
巡查，处置各类欠薪线索案件6333件，
为5968名劳动者追发工资4330.67万元。
引导职业院校开展园林、园艺等专业
（工种）的学历提升工作，年招收学员
1000余人，截至11月底，全市共培训高
素质农民5745人。

“2023年分别新增省、市、县级示范
家庭农场21家、60家、130家，新增2个省
级家庭农场典型案例；新增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11家，市级示范社32家。”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提升农民经营
净收入，还得从发展乡村产业入手，除推
进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外，我市积极发展
壮大新型农业主体，部、省、市财政投入
1158.7万元资金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共
计扶持近100个家庭农场。同时，强化金
融支持力度，推进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针对全市农村特困供养人员，我市
按照“不低于低保标准1.3倍”要求执行；
针对低收入人群，市民政部门建成低收
入人口数据库，实现低收入人口的信息
汇聚和救助帮扶兜底保障。截至2023年
三季度，共为农村低保保障对象4909
户、6985人，发放低保金4103.26万元；农
村特困人员5145人，发放保障金4946.16
万元。针对特殊人群，民政部门还牵头
改造提升30个示范性乡村互助养老睦
邻点，扎实推进农村残疾人托养照护服
务工作，92个农村“残疾人之家”已投入

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持续推进农

村宅基地线上审批和闲置宅基地及闲
置住宅线上交易省级“两项试点”工作，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大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质
量发展，是富民强村攻坚年实施的重要
一环。

2023年，我市积极开展农村集体资
产年度清查，全面开展村组级集体资产
年度清查工作，全市共清查村组集体
资产 170.01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97.97亿元。同时，在4个涉农市、区各
选择2个村开展村级经济发展剖析调
研，剖析2022年总收入下降的原因，
以及2023年村级收入的增长点和构成
等情况，指导各地“因村施策”，积极
开展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
务、资产使用权入股等风险较小、收
益稳定的经营活动。此外，市农业农村
部门协调资规部门，下达306亩用地指
标，由各市、区政府统筹使用，定向用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丹阳市曲阿街道车
站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功入选2022
年江苏省“百强股份经济合作社”。丹阳
市界牌镇界中股份经济合作社获得丹
阳市农商行首笔“富民强村贷”授信
3000万元，目前已发放首笔贷款1000万
元，有效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壮大的资金需求。

“2023年，我市开展富民强村攻坚
年行动，全市98个经济相对薄弱村村集
体稳定性收入预计将全面达到不低于
120万元的目标。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6.7%，
列苏南第1。”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将积极探索村级经济发展新
路径，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
进全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打
造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强市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毕波 唐豪

“这条登山步道，就是我们村2023
年为乡村旅游打造的特色项目，这条
围绕黄连山的登山步道，现在是我们
村的‘网红’项目。”近日，当记者走
进丹阳市开发区建山村黄连山自然村
时，村党委书记丁志峰热情地介绍起
村里正在建设的“明星”工程——黄
连山自然村森林登山步道。

这条步道全长4530米，宽2.5米，
从黄连山进入，一直连接到水晶山登
山步道，前期总投资5000余万元。走
上步道，青砖铺设的路面干净整洁，
沿路还设有齐梁文化墙、齐梁亭台、
千字文广场等景点。“前期工程预计5
月前完工，不少得知消息的市民和村

民都十分期待。”丁志峰说。
其实这条步道，只是建山村融合

绿色经济和乡旅产业、推动乡村振
兴的又一次探索。而在这条绿色发
展 的 道 路 上 ， 建 山 村 的 勇 敢 尝 试

“接二连三”。
曾几何时，建山村还是一个远近

闻名的经济薄弱村。黄连山自然村的
名字就因生活穷苦赛黄连而得名，这
也是彼时建山村12个自然村的缩影，
这里山高谷深，种粮不易，要四级翻
水才能灌溉农田，农民“望天收”，守
着青山讨饭吃。建山村村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是在附近的采石场和砖瓦厂
打工。

穷则思，思则变。丁志峰回忆，
2009年9月，他成为建山村第三任党委
书记，“我当时就想，靠什么带领乡亲

们摆脱贫困、共同致富呢？”
几经思考，他决定从苗木产业入

手。说干就干，丁志峰流转了全村1.2
万余亩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其中7000余亩用于种植苗木，安排了
30多名苗木经纪人为苗木销售奔走。

从苗木兴起，建山村的发展进入
了快车道。从2010年开始，建山村先
后引进江苏森林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级
森林公园项目、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
公司等。村里还相继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村民以
地入股，实现了“人人有股份，年年
有分红”的目标。

“以前种地，辛辛苦苦忙一年，才
勉强够吃饱。现在不但年年有分红，
坐在家里有钱拿，还能去合作社里打
工挖树，一天最少也能挣300块钱。”
一位村民笑着说。

村集体有了钱，村内基础设施提
升也被提上日程。近年来，建山村累
计投入3000余万元，铺设雨水管网
6000余米、污水管网4000余米，清理

乱堆乱放等村庄垃圾，架设路灯300多
盏、草坪灯500余盏，墙面出新7万余
平方米，拆除破旧房屋400余间13600
平方米。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开展，建山村在建设的同时更加注
重长效管护。“我们要求党员家庭户带
头，给每家每户安排门前包干区，并
推行积分制管理办法。”丁志峰笑着
说，村里规定门前五包40分、户内清
洁10分、垃圾分类入桶15分等计分细
则，每月挨家挨户打分评分，成绩全
村公示，营造出争先保洁氛围。

如今，建山村凭借着山清水秀、
风光旖旎的自然禀赋，坚持生态农
业、特色旅游相结合，大力发展旅游
观光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等。

再看向眼前的黄连山森林步道，
丁志峰笑着说，步道建成后，不但可
供市民休闲健身，还能进一步推动建
山村的乡村旅游，助力村集体扩大乡
村旅游项目，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樊丽琴

随着气温持续下降，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热闹
非凡。越冬的候鸟陆续从遥远的北方出发迁飞而
至，山水相依、资源优渥的赤山湖湿地公园成为众
多候鸟的歇脚地。这也让鸟类爱好者们兴奋不已，
他们纷纷拿起望远镜、相机进行观察、拍摄。“每年
都能发现新鸟种，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鸟
类爱好者范明说，每年越冬季，他都会花上几十天
的时间在赤山湖观鸟，由他拍摄记录下的鸟类不下
150种。

赤山湖位于句容西南，2007年开始，赤山湖先
后关停、搬迁了多家化工污染企业，并通过退渔还
湖、退渔还湿，形成了“湖面广阔、河流环绕、滩涂交
织、岛屿点缀”的自然风貌。曾经古老的湖泊已成为
周边游客的打卡首选地。

句容是一座山水之城，这里江河纵横、水网密
布，通过“后天努力”，让“先天优势”不断焕发神采。
如今，像赤山湖一般如画的美景，在句容还有很多。
如冬日清晨薄雾轻纱般的茅山水库，霞光满天，与
青山碧水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水墨画，美
不胜收；群山环抱、水体清澈，自然风光秀丽的北山
水库湖面明亮通透，宛若“天空之镜”……

而如此迷人的美景得益于句容市科学谋划、统
筹兼顾，不断夯实美丽句容的“生态底色”，让群众
的幸福感“触手可及”。2023年以来，句容市将幸福
河湖打造成生态河湖、健康河湖、美丽河湖的升级
版，织牢“河长链”，全市上下一盘棋，多部门联动，
处理好上下游、岸上水下、污水清水、排口和管网的
关系；及时调整河湖长名单，更新河长制公示牌，制
度化开展河长轮训，提升河长履职能力与服务水
平；用好河长交办单和河长办交办单，常态化开展
河湖保护工作。构建“社会链”，开展各类主题宣传
活动，鼓励全民参与河湖管理，聘请一些退休干部
职工、各行各业代表作为民间河长，充分发挥广大
群众的爱水情怀。打造“幸福链”，围绕打造人民幸
福河湖这一主线，推进北山水库、句容水库等幸福
河湖建设，努力让幸福河湖成为句容城市的新
地标。

截至2023年12月底，已完成45条幸福河湖、12
个河长制主题公园建设，其中，万家河成功入选江
苏省幸福河湖典型案例，句容河上段被评为“2022
年度江苏省幸福河道（段）建设示范工程”，中河被
评为“2023年度江苏省中小河流幸福河道（段）建设
示范工程”，赤山湖、葛仙湖、万家河、茅山水库入选

“镇江市首批示范幸福河湖”，赤山湖、万家河入选
“镇江市首批河长制主题公园”，北山水库是全省首
个创成国家级标准化管理工程的中型水库。句容河
湖长制工作获得省政府激励表彰。

本报讯（蒋须俊 栾继业）“这几个
大棚是早熟番茄，现已经开花挂果了”

“那个棚栽种的是冬春莴苣”……日前，
记者走进丹阳高新区天元村，只见蔬菜
基地里异常忙碌，不少菜农正在大棚内
精准做好蔬菜农事工作，有的加强田间
管理，有的忙着采收莴苣上市，有的整
理棚膜，为来年中、晚熟番茄苗移栽做
好准备。

在天元村后藤庄自然村田头，一排
排白色大棚成方连片、连绵起伏，让冬
日的小村很有气势。机耕路边和棚口
处，不时可见菜农停放的电动三轮车。
掀开一座大棚的门帘，里面热气腾腾，
温暖如春。正在移栽番茄苗的菜农葛
炳成说，他家有4个大棚，其中近3亩为
中熟番茄品种，预计清明前后采摘上
市；还有一亩多莴苣，将在春节期间供
应市场。而前段时间的寒潮带来雨雪
冰冻天气，让大棚蔬菜管理压力陡增。
因此，冬季田间管理松懈不得，需要及
时做好棚内作物保温防寒、清除棚外积
雪、适时通风等工作。他和老伴每天都
在大棚内忙个不停。虽然种植大棚蔬
菜很辛苦，但收入还是较为可观的，一

亩大棚番茄毛收入能达1.5万元左右。
在村民小组长赵传正的大棚里，

地下一畦畦地膜已经铺就，长长的地
下水管也已架好并伸向大棚中间。正
在整理棚架和薄膜的他介绍，这个占
地一亩多的大棚，用来移栽中熟番茄
苗，“早熟番茄冬季保温防寒很重要，
通常要盖 5 层棚膜进行防护，也就是
大棚里头架小棚，底下是三层、上面再
加两层。如此多层加盖棚膜，不仅用
工量大，而且费时又费力。这几年，我
已改种中熟品种番茄，因为移栽期可
延续到春节后，所以大棚间只需一层
中棚就可以了。”赵传正告诉记者，如
今，他的大棚内铺的是双层地膜，底下
灰黑色膜覆盖后，能够有效控制杂草
萌生，防止田间草害发生。

近年来，在大棚蔬菜种植结构调
整中，天元村菜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坚持“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思
路，使全村 1000多亩大棚蔬菜形成了
以冬春季番茄、莴苣为主打，夏季以丝
瓜、药芹等时令蔬菜为主，秋季白菜、
青菜等为特色，一年四季供应不断档
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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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闲季节好“丰”景
天元村菜农增收忙

美丽的赤山湖湿地公园 资料图片

葡萄枝还田促丰收

1月16日，京口区玫瑰葡萄园
的果农将葡萄园里修剪下来的葡
萄枝粉碎、发酵还田，增加土壤有
机质，为来年葡萄丰收打基础。

崔世林 王呈 摄影报道

集体经济发展有力 农民收入稳步提升

富民强村攻坚年镇江“有理有据”

黄连山下建山村——

绿色经济发展喜人 乡村旅游人气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