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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指导在一线保障夏粮生产，
高标准农田建设加速推进，富民强村
帮促行动如火如荼，“宜机化”配套建
设紧锣密鼓……一季度以来，全市“三
农”战线紧紧围绕《建设特色鲜明的新
时代鱼米之乡2024年度工作计划》，坚
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务
实为先、砥砺奋进，加快建设特色鲜明
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稳”基础，农业生产有条不紊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目前，我
市80万亩在田小麦正陆续进入抽穗扬
花期，做好田间管理事关夏粮丰收。

“我们落实下沉一线‘7+5’督查
指导组，分片区提供技术指导，抓实春
季田间管理，抓好夏粮生产，一季度建
设麦田杂草综合治理示范区7个，布设
农药施用强度监测点200个，80余万亩
小麦、近23万亩油菜田间长势明显好
于往年同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守好粮袋子，也得稳住菜篮子。通
过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我市进一
步加强畜禽生产和价格监测，引导养
殖户合理安排生产，一季度预计能繁
母猪存栏3.18万头，蔬菜食用菌播种
面积9.44万亩、产量23.10万吨，水产养
殖面积15.22万亩、产量3.46万吨。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我市“粮田”变“良
田”的步伐，一季度，我市组织编制了
2024年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建设
实施方案，科学制定永久基本农田建
设高标准农田方案。

在生态河道建设方面，一季度，我
市加快推进句容乌砂岗等重点塘坝除
险加固工程实施，新建农村生态河道
48千米。“项目实施中，乌砂岗水库已
完成溢洪道的浇筑，涵洞工程完成井
筒和第二节涵洞浇筑，大坝已回填至
29.0m高程，管理房完成基础浇筑。同
时，徐纪水库库区清淤已完成，溢洪道
已完成进口至消力池的底板浇筑，迎
水面格梗已完成。”

“增”动能，产业就业双向发力

“按照研究制定的‘农业农村投资
促进年’行动方案，提升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农业产业强镇等载体招商能力，
加快发展项目农业，建好重大项目储
备库，计划储备项目不少于100个。”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
项目储备进展顺利。

强村富民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之一。一季度，我市接续深化

“六个一”挂钩帮促机制，统筹开展富
民强村帮促第二阶段行动和经济薄弱
村提升行动，科学划定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最低标准，更新消费帮促农产品
清单，收录信息232条。

“我们研究制定2024年度农民增
收工作要点，明确23条增收举措。组织
开展2024年‘春风行动’主题活动，发
布就业岗位信息8.9万个，开展特色专
场、镇村直通等招聘活动149场，搭建
企业用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
对接平台，一季度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1900人，帮扶农民创业563人。”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基础上，我市
一季度还积极落实绩效工资分配向地
处偏远、条件艰苦、师资短缺的乡村学
校教师倾斜，保障乡村教师工作补贴
应享尽享，推进八桥中心卫生院农村
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建设。

“特”亮点，农机农人同向前行

“特”是今年《建设特色鲜明的新
时代鱼米之乡2024年度工作计划》的
重要一环。按照全年目标任务，我市一
季度积极深化推广“戴庄经验”，积极
谋划培育第四批市级生态循环农业试
点村10个以上。同时，发挥智能农机装
备产业联盟作用，推进“宜机化”配套
建设，谋划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4家，推进丹阳争创省级

“平安农机”示范县。
“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

引领者，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理
念、新技术、新业态。为进一步加快“新
农人”培育进程，市农业农村部门结合
我市农业经营主体实际，划定了“新农
人”入库基础标准，组织开展全市农业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起底摸排，分行业类型建立“新农人”
队伍人才库，掌握“新农人”年龄、学
历、农业生产类型、规模、主要优质农
产品种类等基本信息，目前已完成家
庭农场的排查，计划储备入库“新农
人”1000人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我市
还择优选派23名“新农人”参加部级

“头雁”培训。
为给“新农人”发展保驾护航，一

季度，我市还组织亚夫科技服务团专
家，深入“新农人”基地，开展科学施
肥、防灾减灾等春季农业生产技术服
务30余次。“在第一批优秀‘新农人’评
选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第二批优秀‘新
农人’评选方案，计划选拔10人左右。”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提”活力，宜居宜业进展喜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农业
强国的应有之义。其在内涵上包括“宜
居”“宜业”“和美”的诸多因素，需要统
筹好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一季度，我市聚焦宜居宜业和美
示范片区建设，打造扬中市三江湾及
北部滨江片区、句容东部干线茅山老
区片区2个省级片区。其中，扬中市三
江湾及北部滨江片区打造农文旅融合
发展，跨新坝镇和三茅街道两个乡镇
（涉农街道），覆盖总面积约80.1平方
公里，覆盖行政村（涉农社区）20个，目
前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建设特色鲜明的新时代鱼米之
乡2024年度工作计划》中提出，开展

“三联四治五美”推动村庄环境整治常
态长效行动，推动环境全面提升。一季
度，我市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攻坚，截至3月底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45.2%。同时，积极推广运用积分制、
清单制等治理方式，调动农民作为治
理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丰富完善
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
融合、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展的“1+
4+1”乡村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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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迎 朱友理）近日，连续
阴雨天气和较高的田间湿度会导致病
菌侵染，赤霉病发生形势极为严峻，我
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强化资金保障、宣
传发动和督查指导，推动各项物资、技
术和措施落实到位，赤霉病防控工作有
序开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年，我市
各地超前谋划，统筹用好各级各类财政
资金，采购发放赤霉病高效防治药剂。

“4月以前，全市已发放高效防治药剂
73.64万亩次，占种植面积的92.1%。”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句
容、扬中、丹徒、京口和经开区等地积极
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在纪委部门参与指
导下，启动应急采购程序，补充药剂采
购在4月14日前全部发放完毕，实现“一
个亩次”免费高效防治药剂全覆盖。为
全面打赢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穗期病
虫防控攻坚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农户是赤霉病防控的主体，各地通
过“线上线下”多途径，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的宣传发动，着力提升群众的防控意

识和防控能力，保证技术到村、到户、到
田。截至4月13日，全市开展电视报纸等
媒体宣传16期次，张贴发放技术明白纸
31500份，悬挂宣传条幅532条，“农信通”
技术短信覆盖3万余人次，赤霉病防控已
成为各级农技人员微信群的“热搜”。其
中，丹阳市“镇镇有群”微信覆盖6000多
人，句容市运用692个村喇叭播放防控知
识，经开区对95个大户电话服务全覆盖，
扬中、丹徒等地开展明白纸随药上门服
务，确保防控技术进村入户。

赤霉病防得怎么样，关键看措施落
实是否到位。为此，市农业农村局成立

“7+5”专家督导组下沉一线精准指导，
围绕宣传发动、指导服务、物资调度、防
效跟踪等方面，对全市各地赤霉病防治
情况开展督查指导。各市、区组建小麦
赤霉病防控技术指导组26个，截至目前
已出动技术人员265人次，直接服务农
户890人次；各级农技人员在周末也是

“人机（手机）无休”，发药造册、施药指
导、器械协调等琐碎却细致、忙碌却有
序，确保一着不让做好防控。

本报讯（周迎 倪天泽）日前，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率省农技推广总
站、省植保植检站负责人一行来镇调
研指导小麦春季生产管理和小麦穗期
病虫害防控工作。

在丹阳市，督导组一行先后赴珥
陵镇新庄村超群家庭农场、延陵镇麦
溪村金芳家庭农场实地查看小麦长
势，详细询问今年小麦田间管理，赤霉

病免费药剂发放情况等。在丹阳市佳
农农资有限公司，督导组一行了解赤
霉病防控药剂储备情况、市场行情、配
送情况等。督导组还听取镇江“十佳
新农人”汤磊介绍新陵村青禾家庭农
场的水稻育秧基质土准备情况，精准
施药、变量施肥等智能农机使用及赤
霉病防控情况。

下午，督导组一行来到丹徒凌息

方水稻种植合作社重点调研小麦赤霉
病防控工作，实地查看省级稻麦田杂
草周年综合治理示范区治理效果；在
丹徒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了解物资
储备、统防统治服务、农药零差率配送
等；在世业镇农谷农业科技园，听取园
区负责人介绍油菜高产攻关、镇麦 12
高产攻关、绿色防控实施等情况。

调研过程中，督导组同农户、当地

农技人员分析今年赤霉病发生的严峻
形势，指导如何科学防好赤霉病。督
导组强调，当前正值小麦赤霉病防控
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站位，增强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要将宣传发动、资金支持、物
资保障、督导检查等方面做实做细，把
每一项措施落实到村到田，全力打赢
小麦赤霉病防控攻坚战。

本报讯（朱浩 李辰）针对近期因
雨水频繁导致赤霉病防治形势严峻态
势，市供销合作社牢记“国之大者”，坚
持未雨绸缪，超前谋划，强化工作举
措，全力推进赤霉病防治物资储备，保
障夏粮生产安全。

进入春耕时期后，市供销社积极发

动全市系统13家农资龙头企业和130家
经营网点加大化肥、农药、农膜等主要
农资采购调运力度。对各地春耕农资供
应服务动态及时研判，第一时间开展统
筹调度。组织全市22家农资保供企业成
立市农资企业服务联盟，打造以资源共
享为基础、农资供应服务为支撑的专业

化规模化体系化农资供应服务平台，发
挥“聚合需求、优选农资、规模采购、直
供农户”的农资服务新模式优势，为全
市农户提供放心可靠的农资供应服务。
持续开展“放心农资，服务三农”服务品
牌创建，开展农资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据悉，自今年春耕工作启动以来，
全市供销系统企业共调运农资5123
吨，其中销售农药406吨，参与发放赤
霉病免费防治用药26.5万亩，约占全市
小麦面积的33%。储备各类赤霉病防治
用药28.7吨、609万元，可防治小麦25万
亩，满足全市春耕农资需求。

谏壁抽水站位于镇江苏南运河的长江入口处，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太湖湖西流域沿江引排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受益总面积达8000km2，有着“苏南运河第一站”的美誉。

建筑以“方盒”为基本形体，以白、橙两色为主色调，通过结构件外露，呈现出现代结构主义的特点，整体
设计简约、庄重。

近年来，谏壁抽水站不断丰富完善水文化、水情教育载体，建有大禹文化园、红色文化广场、河长制主题
公园等宣传阵地。先后被授予“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江苏省级水利风景区”“省级水情教育基地”。

镇江“红旗渠”的核心工程——

长山灌区提水站

在丹徒十里长山北麓，丹徒人民引以为荣的长山
灌区掩映其中。历史上，丹徒南部旱灾严重，1978年
丹徒县委、县政府决心举全县之力兴建长山灌区，5
万名干部群众日夜奋战，肩挑手抬，历时半年完成了
总渠长度 18.65公里的浩大工程，成为镇江大地上的

“红旗渠”。
环山渠道蜿蜒曲折，宛若一条玉带穿行于群山之

中，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见证了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长山提水站为长山灌区的“核心部件”，解决了丹
徒南部地区 4.5万亩农田的灌溉和生态用水，20个旱
年让丹徒的庄稼喝上了近8000万立方的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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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九曲河水利枢纽位于丹阳丹北镇九曲河入江口。主体工程由节制闸、抽水站、套闸组成，建筑以白、绿、蓝三色为主色调，具有现

代风格。船闸建筑左右呼应，展现了对称的美；节制闸外立面的曲线元素，让建筑呈现出活泼流畅的特征，是丹阳沿江片区标志性建筑。
它是国家“治理太湖”十大工程之一，“湖西引排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流域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航运、水环境保护等多种

功能。九曲河枢纽2010年成为全市首家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先后获评“江苏省级水利风景区”“江苏最美水地标”。

全面动员 多措并举

我市赤霉病防控工作紧抓不放
省农业农村厅领导来我市调研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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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河湖故事汇幸福河湖故事汇幸福河湖故事汇幸福河湖故事汇

做好赤霉病防治物资储备工作

市供销社全力护航夏粮生产安全

麦油长势好于往年同期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1900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5.2%——

全力打好新时代
鱼米之乡建设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