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示范（先进）村巡礼·

10月28日上午，合作镇达育村一片
养殖池塘里，甲鱼养殖能手陈立昌正在为
水塘中的鱼苗投喂饲料（如图）。他豪迈介
绍：“大塘种茭白，养生态成品甲鱼。小池
培育鱼秧，放养甲鱼幼苗。东南角的棚舍

里，还饲养有13头黑毛猪呢。”
这里原是一片占地33亩的低洼

水田，自从20多年前陈立昌来此
地开荒并养殖甲鱼，荒塘便成

了他的致富“聚宝盆”。这些
年里，乐得与池塘、鱼虾打交
道的他，“螺蛳壳里做道
场”，水沟塘里不断翻出致
富花样，实现丰产增收。

51岁时，从国有启东
盐场提前退休的陈立昌回
到老家，看到附近一大片低

洼地近乎荒废，可惜之余，决
心加以开发。当年，他先利用5亩

池塘搞起了扣蟹人工繁育，后又瞄
准野生甲鱼市场稀缺，将蟹塘改造成生

态鳖池。
历经3年等待，陈立昌放养的五六百

只生态鳖终于长成每只1.2~1.5斤的商品
甲鱼。发得一笔小财，他却突发奇想，这些
水面单纯养殖甲鱼似显浪费，何不种植水
生经济作物再增加收入。于是，老陈先在

池塘里种植了水芹菜，效果不错，但收获
时天寒地冻不易劳作运输。改种莲藕，收
成颇为可观，采收时却费时费工。再后来
试种早熟茭白，综合效应出乎意料。

陈立昌为此介绍：“甲鱼有了茭白庇护，
少病害、遮阳光、免惊扰、添成色，无形中提
高了产量和质量，还有效实现了水体的生态
净化，特别欣喜的是，这一早熟品种，因比本
地茭白早上市10来天，亩增收达两三千元。”
很快，陈立昌尝到甜头，不断扩大鳖塘面积。

甲鱼池中除了种茭白，是否有更大增
收潜力？前些年，老陈尝试在水塘放养了
适量龙虾、黄鳝、鲫鱼，显现同样喜人效
应：茭白根叶招引和孳生了天然虫类及微
生物，所滋养的幼小龙虾和小杂鱼又成了
甲鱼天然食物，这般生态食物链养殖模
式，实现了商品甲鱼至少3年的生长周期
和品质保证，池塘产出的龙虾、鲫鱼、黄鳝
再获可观效益。

挖掘增收潜力，陈立昌可谓绞尽脑
汁。去年初，他发现单纯培育甲鱼幼苗的6
亩水面同样具有开发价值。一寻思，农村

里疏浚了沟河，乡亲们养鱼种植积极性高
涨，那就用于培育家鱼鱼苗。说干就干，陈
立昌购进籽苗，生态培育、精心管护，去年
底，育成的四五千斤鱼苗被周边乡亲一抢
而空，他从中“白捡”四五万元。这还不算，
塘中病弱瘦小鱼苗成了幼体甲鱼佳肴，净
化了池塘水质、增强了鱼秧活力、减少了
饲料成本，可谓一举多得。

陈立昌生态养鳖花式增收，当然离不
开他多年来探索出的一套管理模式。为防
盗，他在池塘四周安装了监控；为防茭白

“雄化”，他每年“匀”掉八成左右茭白幼
苗；为让甲鱼保持生态品质，他坚持“至少
3年一个养殖周期”，从不喂食高蛋白人工
饵料；为保持池塘水体清洁，他常态更新
水体、打捞杂物……这样一来，他养殖的
生态甲鱼以及收获的其它“副产品”，皆因
品质优异而畅销四方。

（姜斌 杨谷生）

陈立昌：废沟塘翻出致富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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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基固本十年成就斐然农业强基固本十年成就斐然

十年强基固本，踔厉乡村振兴。晚秋
时节，放眼全市乡村沃野，87万亩高标田
农机欢歌、水稻丰收，1600余种粮大户共
同奏响粮食集约化生产经营大合唱。

奋进十年，农业巨变。产业兴旺、环
境美好、百姓富裕。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富民产业异军突起；宜居家园景色如画，
阡陌乡野日新月异；接长产、加、销农业
产业链，助力百姓富裕增收……

粮食丰收 端牢饭碗
10年来，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总书记

“端牢中国饭碗”重要指示为农业第一要
务，10年建成高标田面积逾66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近80%。

连片高标田，变身“饭碗田”，粮食根
基愈加牢固。2022年，全市粮食总面积突
破120万亩，比10年前增加了10多万
亩，水稻种植面积历史性达到8.6万亩。
上半年粮食总产 32.8 万吨，10年增幅
24.3%，一举获得江苏省“夏粮丰收突出
贡献单位”。

借助高标田，加速产业化，10年间，
全市总计涌现出了1600个种田大户（家
庭农场、合作社）和52个集体新型合作农

场，诞生了4个产业化联盟和32家南通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高标田”总体
产出效率位处全省领先水平。

在此基础上，农机现代化实现质的
飞跃。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已达67万千
瓦，装备粮食烘干机超过250台（套）；
2019年，我市成功创建江苏省“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县”，水稻、小麦生产机械化
率更是接近100%。

粮食为本，多轮驱动，农民增收更有
保证。10年间，全市粮食丰收的同时，确
保蔬菜面积70万亩年产120万吨，水产
养殖33万亩年产15万吨。2021年出栏
生猪19.8万头、存栏蛋禽160万羽、山羊
43万多尾。

乡村振兴 倍道而行
从建设“新农村”到实施“乡村振

兴”，全市上下十年矢志不逾，结出累累
硕果。

实施“百企联百村”，全市村企联建
成功率目前已超85%，投资总额高达20
多亿元；出台扶持政策，壮大集体经济，
全市2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积累全部超
过55万元；全面推广农村产权线上交易，

完成交易3600宗，成交额超7亿元。
推进脱贫攻坚。多年来，全市不断巩

固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机制，2019年底，全市低收入人口全部脱
贫。开展富民强村帮促行动，巩固拓展脱
贫致富奔小康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落脚农民增收。这些年里，全市重点
发展优质水稻、高效蔬菜、生态林果、观
赏花卉、水产养殖、休闲农业等新型产
业，助力农业“高大上”，农民年增收高达
10多亿元。

产业发展迅猛。2021年，全市新（续）
建了25个重大农业项目，投入26.93亿
元；涌现了31个省及南通市乡村旅游星
级企业、示范村；万亩现代农业园生机勃
发；吕四水产品集中加工区产值超20亿
元；四青作物加工产业销售额达15亿元。

美化环境 风景如画
接续十年，持久推进农村环境治理，

乡村更美、生态更好。
整治人居环境，从“四位一体”到“六

位一体”，从“六治行动”到“三棚整治”，
全市农业农村干部将改善与提升乡亲人

居环境质量作为重大使命，在奋发有为
中尽情展现“家园秀美、环境清新、生态
宜居”美丽启东形象。

十年数据对比，喜看面貌全新。持续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回收与分类，集中收
运及处置率从不足三成提升至100%；从
零敲碎打到实施农村环境长效管理服务
外包，乡村环境面貌常态洁净；强化“厕
所革命”，总体普及率达99%。

秀丽乡村，美无止境。持续提升农村
沿路、沿河风景，累计整治破落建筑及

“三棚”4万多处，消灭黑臭水体130多
条；集约化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村级覆盖
率达98%；建成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体
系，镇村垃圾站密闭化改造及“池改桶”
率达100%。

紧盯污染防治，深化环境秀美。2021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
品应用覆盖率攀升至85%；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率达97%，规模养殖场治理率
达100%；回收废弃农药瓶及农膜250多
吨，回收率达93%；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
（本报特约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卢燕）

10月下旬，当周边区域农村青毛豆收
购告一段落时，惠萍镇永胜村“国家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恒富隆农产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门前空地上，仍有不少农户前来
交售晚熟青毛豆，种植户们一手交豆、一
手拿钱，开心而归。

在永胜村，700余留守农户背靠恒富
隆合作社这棵“大树”，既无忧生产订单

“四青”作物，又灵活创新种植模式，老产
品、老方式中添加了诸多致富新元素，故
而产品多变化、品质快提升，“花式种植”
进程中，产出10年内翻了近两番。2022
年，全村1200多亩“四青”作物亩均综合净
收入超3000元。“下月中下旬采收的青豌
豆，每亩还可再增收一两千元。”村党总支

书记黄凯捷预测。
“花式种植”，效应何以显著？恒富隆

创始人王斌介绍：“合作社一年四季向乡
亲敞开收购青收蚕豆、毛豆、玉米、豌
豆等‘四青’产品，乡亲们除按要求，
选择不同‘四青’品种、掌握播种收获
时节、把控技术质量指数，还穿插搭配
种植了其它特色农产品，看似‘乱种’，
实则主体产品不变，变化的是种植模式
和套夹种作物，因而放大了合作社‘一
条通道’增收潜力，衍生出更高综合经
济收益。”

借助合作社增收通道，农户们各显神
通创新增收，历经多年摸索，多个省工、省
力、增效种植新模式应运而生。王斌举例，

前些年在村里大行其道的“青蚕豆→青毛
豆→青豌豆”茬口，就因农户们在青毛豆

“五尺头间距”套种地膜青玉米，而实现了
“白捡一熟青玉米”，四茬并举，年亩产出
猛增至4500多元。

永胜村的多种“花式种植”模式与时
俱进。如陈石平等种植大户以“雪菜→青
玉米→青豌豆”模式，产生显著规模效应；
2、3组农户以“青蚕豆→青玉米（套青毛
豆）→洋扁豆（或赤豆）→秋豌豆”模式，实
现小杂粮增收；5、7组农户以“油菜→青毛
豆→干收玉米（套山芋）→青豌豆”模式，
满足了粮油自给……凡此种种，增收异曲
同工，确保在“四青”收成
基础上，亩均增收300多

元。黄凯捷告诉记者，村里这两年兴建了
近5000亩连片高标准粮田，余下的1200
多亩小、杂、散农田，仍是留守农户最看重
的增收宝地。

围绕“四青”增收通道，开展“花式种
植”，合作社与乡亲皆大欢喜。一方面，全
村700余户生产订单“四青”的农户家家增
收，户均净收入今年已超6500元；另一方
面，合作社因百姓鼓了腰包而夯实了发展
根基，现已辐射带动包括本村群众在内的
周边1万多农户，2021年总销量达570万
公斤，销售额3400多万元。

（瑞雯）

永胜村：花式种植添加增收“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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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吕四港镇闸河村党群服务中心光
伏发电项目紧锣密鼓施工。作为2022~2023年
度该镇重点乡村振兴建设项目，该光伏发电工程
建成后，除了每年再为村集体增加一笔可观收
入，亦提高了村民收入，美化了村庄风貌。

去年以来，吕四港镇把乡村振兴作为全镇繁
荣发展的重要抓手，以此推进乡村繁荣、保障农
民增收、美化人居环境。两年里，累计投入4000
多万元，建成或正在兴建40个乡村振兴项目，呈
现愈加明显的富民强村效应。

示范创建大手笔。两年来，该镇投入于乡村
振兴的项目资金达4182万元。其中，2021年，投
入1742万元实施26个项目，创建了如意、六斧
头、吕复3个南通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
村）。今年，又重点培育乡村振兴示范村垦北村、
生态宜居先进村范龙村、生活富裕先进村闸河
村，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如意村，涉14个项
目，投资2440万元。

以上项目中，垦北村兴建100亩蔬菜育苗基
地；如意村建设1300平方米高标准玻璃大棚和
35亩智慧蔬果园；范龙村将创建黄桃品牌融入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闸河村通过农机设备出租、
屋顶光伏发电两个项目实现更多创收。

产业发展多亮点。两年来，该镇围绕特色农
产品品牌，打造产业发展集群，强化特色产业支
撑，为乡村振兴赋能提速。

在推进重点农业项目建设方面，全镇目前共
有7个在建农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已达3.5亿元。
包括：现代农业示范区项目已完成90%工程量；
稻米产业联盟形成30个成员单位、辐射1万亩
稻田；巩固与拓展吕四水产产业集聚区，全年销
售产值超20亿元。

结合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范龙村打造特色
文旅节点，已成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特色党建示
范点。如意村“一环一带八点”文旅项目区和吕复
村“稻田公园”农旅项目区，则成了周边群众纷至
沓来的网红打卡点。

生态振兴好风景。两年来，该镇以创建省级特
色田园乡村、市级美丽宜居乡村两大“美丽工程”
为契机，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实施了50余个
镇、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其中“红印范龙、桃源乡
韵”特色田园项目，6月22日正式启动后，已于9
月份分别通过了南通市和省级特色田园验收。

遵循“没有乡村秀美，难显乡村繁荣”思路，今
年，该镇继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目前累计拆除各
式违法及破落建筑290多个，各类“三棚”2804个，
并完成了8条黑臭水体的填埋和7处河道的“四乱”
整治。结合环境治理，全镇去冬以来疏浚整治河道
总量已达154条计37.5公里。（周黎晖 茅卫东）

·致富先锋·

“大手笔”实施“绣花针”技法

吕四40个乡村振兴
项目引领强村富民

长江流域小白菜
一年多茬栽培技术要点

小白菜（小青菜、鸡毛菜）通过合理安排茬
口、选用合适品种、推广设施栽培、强化病虫害防
治等措施，可以实现一年8茬以上高效栽培，亩
收入可达5000~15000元。

一、茬口安排。长江口区域因气候适宜，全年
可种植8茬以上小白菜。第一茬：1月中旬播种，3
月中旬上市，亩产1500公斤。第二茬：3月底播
种，5月上中旬上市，亩产1300公斤。第三茬：5月
中旬播种，6月中旬上市，亩产1100公斤。第四茬
至第六茬：6月下旬至9月底每隔18~20天播种1
茬，每茬产量约1000公斤。第七茬：10月初播种，
10月底上市，亩产1200公斤。第八茬：11月初播
种，12月底至次年1月上旬上市，亩产1300公斤。

二、品种选用。春季应选用耐抽薹的春月、寒
笑等品种；夏初可选用生长快、抗逆性强的绿星、
清江等品种；盛夏和秋初时节要选用耐热性好的
品种。如白梗类小白菜可选用热优1号、2号，青梗
类小白菜可选用绿星、暑绿、夏王、热抗605、绿领
火、清江等；秋冬季可选用矮脚黄、苏州青、绿星、
华冠、华京等；越冬春收小白菜要选用耐寒性强、
商品性好的黄心乌、黑心乌及春月、寒笑等。

三、设施栽培。设施栽培可以有效满足伏天
和寒冬小白菜生产所需，增加茬次、提升效益。有
条件的农户，可从11月份开始实施大棚覆盖保
温栽培。夏季（7~9月份）则要通过遮阳网及防虫
网覆盖栽培技术，提高小白菜产量与质量。

四、防治病虫。预防为主，特别是伏天高温，每
茬菜秧喷施多菌灵溶液2~3次。近年来小白菜病
毒呈多发趋势，应积极采取对症下药、选用抗病品
种、利用一代杂种、培育壮苗全苗、提高耕作水平、
加强肥水管理、重视田园清洁等应对措施，减少和
防范土壤病害。另外，蚜虫是小白菜一年四季最为
重要的虫害，务必及早防治，避免减产歉收。

五、抗逆栽培。夏季高温是引起小白菜死苗
的主要原因。对此，要切实提高菜田抗御洪涝旱
渍等自然灾害能力，其次要多选用耐热、抗逆性
强的品种，以适应夏秋季不利气候条件。还要做
到前茬出地后及时耕翻晒垡，催芽保墒下种。还
应通过遮阳棚育苗等措施，防范暴雨、台风和烈
日对小白菜生产的影响。冬季，除选用耐寒性强
的品种外，还要努力采用设施覆盖等措施预防冻
害。 （源自《农民日报》）

·专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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