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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袁涌东）
20日，我市举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申报与保护传承工作专题讲座，副市
长崔建村参加活动。

讲座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名城分院五所所长、高级城市
规划师陈双辰为大家进行专题授
课。陈双辰围绕《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申报要求与保护传承》 主题，
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优秀案例，
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概念和
评估程序、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普查
认定、提升名城保护管理水平等方

面分享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
求以及申报工作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事项。

陈双辰还对如皋如何进一步传
承赓续历史文化基因、留住乡愁记
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活动要求，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深
化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掌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态势；要突出重点、
精准施策，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等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强化活化利
用；要压实责任、细化任务，全力开
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新局面。

基质种植的草莓甜香扑鼻，水培
的小番茄酸甜可口，智能系统管护的
芽苗菜长势喜人，冷冻的黑塌菜走出
国门……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
来，我市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积极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让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管护新技术提产能促发展

走进位于九华镇营防社区的如皋
芽状元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数智化芽
苗菜的生产车间内，一盒盒长势喜人
的活体芽苗菜整齐地置于培育架上，
电脑控制的全自动喷淋系统正均匀有
序地为它们提供着生长所需的能量。

“我们主要培育活体芽苗菜，生
长过程全依靠豆子自身的能量和水，
因此对生长环境要求较为苛刻。”公
司负责人李景浩介绍，数智化的车
间，通过控温控湿、调节氧气密度等
方式，让豆芽实现了封闭无菌化恒温
自然孵化，还可对豆芽进行喷淋、浇
灌、清洗，保证豆芽生长所需的一切
能量。

数智技术带来的产品高品质，为
芽状元打开了稳定的销路。目前，公

司生产的“活体黄豆芽”“活体豌豆
苗”等高端芽苗菜已成为盒马、大润
发等大型连锁商超及生鲜平台的热销
产品。

同样采用智能种植技术的还有位
于城北街道的南通杨天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在杨天农业的水培番茄大棚里，
最显眼的就是整齐排列的管道和排
架。番茄生长所需的营养就是通过管
道和排架输送。而营养能够成功输送
则依赖于装配在大棚一角的水肥自动
浇灌系统。“室温、水温、空气湿
度、营养液pH值等等都可以通过这
个系统一键操作。”负责人张路花介
绍，采用智能控制系统，不仅使得果
蔬营养更足，而且一年四季都可种
植，大幅提升了产能。

种植新模式优环境促融合

近期，室外最低气温稳定在0度
左右，但杨天农业的一排排温室大棚
内却温暖如春。走进其中一个草莓大
棚，只见一排排近一米高的种植架
上，绿油油的草莓苗长势喜人，绿叶
下，缀着一颗颗红彤彤的草莓。不少
游客正在大棚里采摘、尝鲜。

“这里的草莓采用的是无土基质
种植，生产过程中营养足，甜度高，
只夹杂着一点点酸味，很好吃，我准
备多摘一点给家人带回去。”游客周
玉的家离位于城北街道的杨天农业不
到十公里，她说，自从杨天农业落户
城北街道，她就爱上了这里的果
蔬。

水培的千禧番茄，基质种植的西
瓜、甜瓜、草莓……一年四季，杨天
的种植基地内都有相应的果蔬可供游
客采摘。同时，因为都采用无土栽培
模式，杨天农业每个大棚都非常干净
整洁，这也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重
要原因。

“杨天农业从成立之初就决定要
做一个农文旅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
产品生产方。”张路花介绍，采用无
土栽培种植的果蔬虫害少、环境优，
非常适合发展成旅游项目。从今年6
月正式对外开始售卖第一批水培番
茄，到如今基质草莓上市，杨天农业
内良好的环境也确实吸引了一波波前
来采摘游玩的客人和游学的学生。

加工新方向增销路延链条

霜冻过后，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如皋黑塌菜进入了最佳赏味期。近
日，走进中皋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的种植基地，一棵棵油亮的黑塌菜

“趴”在田间，工人们正快速摘下黑
塌菜并搬运到运输车上。“这批黑塌
菜将被送往中皋冷藏基地，做成冷冻
菜出口国外。”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谢
玉宏介绍。

清洗、热水漂烫、冰水冷却、冷
库速冻……在冷藏基地内，经过全自
动生产线上一系列工序的处理，新鲜
采收的黑塌菜迅速被制作成了冷冻
菜。“专业的设备能最大程度保留蔬
菜的口感和营养。”谢玉宏说，冷冻
蔬菜不仅外观和新鲜蔬菜几乎没有区
别，口感和营养价值也同样没有区
别，运用冷冻技术将黑塌菜制作成冷
冻黑塌菜，既有利于企业延长黑塌菜
的销售期，也有利于企业拓展销
路。

作为一家专业农产品加工企
业，冷冻蔬菜是中皋农产品的主打
产品。加工品种从早期的黑塌菜拓
展到毛豆、西兰花、莲藕等多个品
种，通过专注冷冻加工这一技术，
中皋农产品在助力我市农产品销路
拓展延伸的同时，也带动了更多农
户增收致富。

“我们所有的蔬菜都来自合作的
农业基地，一共有近20家，也在一
些基地附近配套建设了加工点。”谢
玉宏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中皋已
经打开了国外市场，去年出口约
1500吨冷冻蔬菜。今年以来，企业
持续拓展销售渠道，希望做大做强，
带动更多农户共同富裕，助力乡村振
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我市将进一步以新产业新业态为
增长极，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做强
产业支撑，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 员王 静

我市举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与保护传承工作专题讲座

农业发展涌现“新”力量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日前，如城街道城南社区在辖区“港港经”百姓茶馆举办了以“一起喝杯茶 聊
聊文明事”为主题的“暖皋”文明实践活动。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分享身边的文明行
为和好人好事，并围绕文明养犬、婚嫁彩礼等话题各抒己见，献言献计。

下一步，该社区将充分利用“港港经”百姓茶馆这一载体，进一步引导群众见贤
思齐、崇德向善，激发文明实践新活力。

□融媒体记者袁涌东 通讯员丁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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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2023年，九华镇全面
落实“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
任务，以“产业强镇、通达九华”为
奋斗目标，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
工作机制，务实工作举措，压紧压实
责任，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会上，王鸣昊对九华镇各项工作
的开展给予肯定。他在讲话时指出，
2024年，九华镇要锚定“产业基础强、
区位优势好、百姓富裕程度高”的“产
业强镇”定位，坚决扛起枢纽乡镇的使
命担当，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发
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狠抓落实。
他强调，要聚力项目建设再提速，不断
加压奋进，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要推动服务质
量再提升，创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当
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好服务企
业的“大文章”；要加大对科创项目的
招引力度，聚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和全社会创新创
造活力激发等环节，推动落户一批质
态优、契合度高、产业特色强、综合
效益好的科创项目；要立足“一村一
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探索
乡村振兴新路径，既要扮靓“面
子”，也要做实“里子”，把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作为城镇建设工作的落脚
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皋新实践
贡献九华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朱雨如 融媒体
记者许周欣）连日来，下原镇加快推
进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工作，提高农
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让农业废弃
物变“废”为宝。

下原镇专门成立农业废弃物回收
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镇党委领
导统一抓、农业主管部门协同各村
（社区）具体抓”的组织推进体系，
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分解任务，确保
农业废弃物回收工作的顺利推进。各
村（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集中回收
点，并以建立网格化管理小组为抓
手，精心组织所在村（社区）的农业

废弃物收集、运输及处理工作，开展
农户环保知识、农业废弃物相关回收
知识培训，形成干群合力推进农业废
弃物回收利用合力。

此外，该镇还在镇级层面发挥
“物理监督+数据监督”作用，开展
常态化督查及数据统计分析工作，跟
进回收利用情况，并结合实施进度及
出现的问题，进一步优化推进措施，
确保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目前，该镇农业废弃物主
要物品之一——废旧农膜处置率达到
100%，其他废弃物处理工作正稳步
推进。

下原镇打通
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通道

【上接A1版】要全流程闭环抓实项目
建设，严格落实项目建设“龙虎榜”考评
等工作机制，做实要素保障和平台载
体建设，压茬推进各类重大项目尽快
落地见效；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用好用活各类政策措施，
统筹推进好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历史
文化保护，提升城市品质品位，学好人
文经济学的“如皋文章”，用文化“软实
力”为发展“硬实力”增光添彩；要进一
步夯实民生幸福保障，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以
重大民生项目为牵引，稳步提高“民生
七有”水平，精准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社
会稳定等领域风险隐患；要积极应对
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抢抓国
家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
政策举措实施机遇，全力在落实“发展
银发经济”重大要求上走在南通前列。

会议强调，全市各镇（区、街道）要
把“提高自身对如皋发展的贡献度”贯
穿2024年全年工作之中，作为谋划推
进工作的基本点、体现板块担当的硬
标尺，强化“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
的目标追求，切实增强“坐不住、等不
起、慢不得”的使命感，比工作成效、比
发展质量、比工作作风、比贡献份额，
努力在雉水大地上加快形成“三足鼎
立、十强逐鹿”的生动发展局面。主功
能区要有强支撑，正视规模工业企业
数、项目竣工转化等短板指标，知重负
重、担责尽责，努力作出匹配重点板块
资源禀赋的应有贡献；中心镇要有硬
担当，要切实发挥综合优势、提升产业
层次，努力在更多重点指标、重要工作
上实现更大突破；一般镇要有大作为，
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以各项工作的点
滴进步彰显自身价值。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