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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冬冬在姜堰调研时强调

干字当头 奋发有为 更好发挥增长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2

月 25 日下午，市委书记姜冬冬
在我区调研时强调，作为中心
城市的重要组团和泰州的东大
门，姜堰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六届十次全会和全市“新春第
一会”精神，锚定千亿目标，坚
定信心，干字当头，奋发有为，
凝心聚力抓发展，全力以赴攻
项目，动真碰硬优环境，不断提
升经济能级、产业能级、项目能
级，更好发挥增长极作用，为全
市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航菱微（泰州）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器件专用
设备机架模组研发及相关技术
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姜

冬冬走进展示中心和车间，详
细了解产品研发、数字化建设
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体系，持续提升在半导体
设备领域的竞争力。

江苏振华海科装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智能化
高性能船舰用泵、相关海工装
备及研发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
12 亿 元 ，产 品 主 要 应 用 于 船
舶、海工装备等领域。在项目
现场，姜冬冬指出，当前，我市
正在构建以“大海新晨”为标
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海
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产业是重
要组成部分。企业要加快项目

建 设 进 度 ，尽 快 释 放 规 模 效
应，为全市主导产业壮大提供
有力支撑。

一 环 连 两 河 ，城 市 新 地
标。三水之环位于中干河、老
通扬运河交叉口，是老通扬运
河—中干河绿道景观提升项目
工程建设内容之一，实现了姜
堰城区两河十里滨河风光带连
起来、游起来。在三水之环，姜
冬冬边走边看边问，详细了解
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水是
城市的灵魂，要努力打造群众
娱乐休闲的滨水空间和城市景
观带，持续提升河道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经济价值。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集医药制造、（下转4版）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三水街道
召开乡村振兴指导员述职评议暨月度工作例
会。各乡村振兴指导员围绕强组织、抓经济、
优治理、惠民生四方面述职，重点汇报采取的
措施、协调的资源、解决的问题、取得的成效
以及2025 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情况。

会议强调，各乡村振兴指导员要坚定一
份初心。要冲在前、干在先，带头抓学习、做
思考、跑项目、争资源。扑下身子，沉下心来，
努力克服态度消极、本领恐慌、能力不足和精
神懈怠等问题，用行动取得村干部和村民的
支持与信任。要抓好两项任务。要抓发展，
结合社区资源充分调研， （下转2版）

开发区（三水街道）
新春寄语乡村振兴指导员

本报讯（通讯员 刘毅波 尹德状）根
据国家、省相关文件规定，日前，区发改委
牵头区财政局和农发行姜堰区支行正式启
动我区 2025 年度储备粮轮换工作。

严格执行轮换计划。为落实国家粮食
储备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按照区级储备粮
各月末实物库存不得低于总量计划 70%的
要求，承储企业要按照下达的轮换计划认真
组织落实。

严格执行粮食质量标准。我区严格执行
粮食销售出库质量检验制度， （下转4版）

我区启动
2025年储备粮食轮换工作

我区加大技术研发与推广力度

食用菌菇竞出彩 乡村振兴踏春来

本报讯（记者 吕阳 实
习生 徐莉倩 通讯员 马
政）“只有湿度达到 60%，它这
个菌丝体才会长，这个就是出
菇前菌丝的一个形态……”春

暖花开，万物复苏。在大伦镇
兴驰村苗木基地，农技人员手
把手指导农户林下种菇掌握技
术要点。

大伦镇苗木基地占地 500

亩，其中可以利用的林下资源
达到 150 亩。为增加集体收入，
2024 年该村在林下开沟栽培赤
松茸、滑菇、香魏菇、香菇等多
种食用菌，而林间的残枝落叶、
田间的稻麦秸秆都成了菌菇天
然的养料。此举不仅充分利用
林地资源，还为秸秆综合利用
提供了新途径。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研
究员林金盛介绍：“林下主要
是仿野生的状态，有光照，有
雨水，一般来说，这边长出来
的菇可能产量不一定有大棚的
产出高， （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潘俊 卫婉倩）
昨日，区政协召开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动员部署会。区政协党组书记戴兆
平，区政协主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王荣明，区政协副主席王凯、秘书
长王梅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 2024 年区政协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整体情况，区政协文史委
和大伦镇、特邀信息员代表作交流发
言，区农业农村局、梁徐街道和区政
协教育界作表态发言。

就做好今年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会议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行
动自觉。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具体
体现、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必
然要求、政协助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
途径，要充分认识做好信息工作的重
要意义。要延伸工作触手，建好信息
网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各
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委员主体作
用、民主党派和镇街中坚作用、信息
联系点支撑作用、特邀信息员核心作
用，从根本上解决好“信息从哪里来”
的问题。要加强选题策划，多出精品
信息。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围绕重要
领域热点难点问题，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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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乾）
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召开党组
会议，学习传达中央一号文件
及中央、省委农业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该局立足早谋划、早
行动、早落实，锚定稳产保供目
标，从组织领导、农资保障、种
植布局、防灾减灾、科技服务五
方面精准发力，力争农业生产

“开门红”。
精 心 部 署 争 主 动 。 2025

年，全区持续实施大伦 6 个村、
蒋垛 8 个村耕地有机质提升行
动；在蒋垛镇、大伦镇、溱潼镇、
张甸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拟
改造提升项目 6.52 万亩，建成

“万千百”粮食单产提升示范方
56 个，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不少于 94.89 万亩、粮食总产不
少于4.6735 亿公斤。

备足农资夯基础。全区各
类农资储备情况良好，农药价格
较去年持平略降，储备化肥1.17
万吨、农药150吨、种子2100吨，
确保农资供应量足价稳。区农
业农村局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
项执法检查， （下转4版）

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及中央、省委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区农业农村局打好春耕备耕“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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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干字当头 奋发有为
更好发挥增长极作用
（上接1版）医药商销、健康
产业于一体的新型健康产
业集团。在苏中药业，姜冬
冬 勉 励 企 业 充 分 发 挥 品
牌、技术、人才优势，深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
持 续 深 耕 主 业 ，努 力 做 优
实业，不断做大产业，为全
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再立新功。

姜冬冬还考察了古罗
塘文化街区。

随后，姜冬冬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我区贯彻落实
市委全会、全市“新春第一
会”情况汇报，对我区开年
以 来 的 工 作 给 予 充 分 肯
定。他强调，区域发展，关
键在人，要充分发挥领导干
部示范带动作用，充分激发
企业家内生动力，充分用好
在外人才资源，形成凝心聚
力抓发展的强大合力。大
抓经济、大抓产业归根结底
要大抓项目，要乘势加力、
再创佳绩，做到深耕重点区
域和更大范围走出去并重，
留住老朋友和招引新伙伴
并重，招大引强和培大育强
并重，努力在建链、强链、延
链 、补 链 上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新突破。营商环境“优”
无止境，要以企业的实际感
受为核心标准，更大力度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向纵深迈

进，更好激发市场活力、释
放发展潜力。

区政协召开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动员部署会
（上接 1版）进一步加强信
息工作的指导培训、强化信
息选题的研判会商、提升信
息编报的能力水平，努力实
现信息量质并举。要强化
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
将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切实加强
“一盘棋”统筹、拧成“一股
绳”施力，总结延续成功经
验做法，务实应对存在差距
问题，以强烈的工作责任感
和集体荣誉感，推动我区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取得新的
成效。

就抓好贯彻落实，会议
强调，要有位、有为、有作
为。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
求 ，时 刻 牢 记 委 员 职 责 使
命，结合所在界别和专业特
长，积极撰写高质量的社情
民意信息，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
力密集优势。要摸实情、献
实招、求实效。认真贯彻落
实区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
神，围绕改革发展难题、民
生热点问题，精准选题，深
入一线，广泛调研，找准问
题症结；加强理论和业务知
识学习，当好行家里手，确
保建议务实、可操作；切实
做好前期的社情民意信息
落实情况“回头看”，助推中
心工作落地见效。要争先、
争优、争贡献。进一步树牢
大局意识、争先意识，在工
作中履职尽责，在岗位上比

学 赶 超 ，在 界 别 中 示 范 引
领 ，以 永 不 懈 怠 的 精 神 状
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冲刺千亿姜堰 打造全
市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目标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区农业农村局
打好春耕备耕“组合拳”
（上接 1版）严把农资产品
质量关，确保广大农户用上

“放心种”“放心肥”“放心
药”；同时开展农机具维修
保养、机耕机播作业技术服
务，开展拖拉机收割机农机
手培训，目前已检修农机具
1900 台 ，计 划 投 入 农 机 具
1800 台。

扩大种植促增效。区
农业农村局推广运用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良制，在
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扩
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顾
高、蒋垛、白米、梁徐等镇街
栽培羊肚菌、大球盖菇等食
用菌，增加本地食用菌品种
多样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科学防灾减损失。区农
业农村局与气象部门建立联
动机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农
技人员针对设施蔬菜、小麦
和油菜田管等工作提出技术
指导建议，并及时在微信公
众号和新闻网站发布。

科技赋能提质效。针
对不同农作物种植，区农业
农村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提供从选种、播种、田
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治等全
方位技术服务指导；合理安
排苗情、墒情监测点和病虫
情智能化监测设备，推动化
肥、农药、土地等资源要素
投入的精细化发展，借助传

感器、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等
新型农具，全力确保春耕生
产顺利推进。

食用菌菇竞出彩
乡村振兴踏春来
（上接1版）但是口感要好，
比那个温控条件下的菇要长
得好，就是自然形成的菇。”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摸
索，兴驰村菌菇产业已经步
入正轨，各类菌菇均进入收
获期。当前，该村正将林下
种菇与现有的特色田园乡
村旅游观光相结合，全力开
拓自然和谐的生态致富路，
为当地农民增收提供新的
增长点。兴驰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翟高军说：

“我们村林下种菇，基本上
是野生的，并想通过开展研
学、采摘等活动，进一步增
加村集体收入，同时增加村
民收入。”

近年来，我区一直致力
食 用 菌 菇 产 业 多 元 化 发
展。有着不错市场效益的
羊肚菌种植成为村民眼中
的“香饽饽”。在区农业农
村部门政策扶持与技术助
力 下 ，羊 肚 菌 在 我 区 扎 根
并 开 枝 散 叶 。 目 前 ，全 区
已形成多个羊肚菌种植示
范 基 地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众
多 农 户 参 与 种 植 ，成 为 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在
顾 高 镇 ，羊 肚 菌 种 植 户 朱
容 平 在 两 年 内 就 达 到 500
亩 的 种 植 规 模 。 据 他 反
映 ，每 亩 羊 肚 菌 纯 利 润
8000—10000 元 。 朱 容 平
说：“羊肚菌投入成本比较
高，对温度、湿度要求比较
高，种植技术难度比较大，
区农技站的技术支持给了

我们很大的信心。”
据了解，我区食用菌菇

产 业 栽 培 面 积 2300 多 亩 。
从桥头香菇一枝独秀到如
今羊肚菌、赤松茸、灵芝等
多种菌菇百花齐放，为全区
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区农业农村部门表示，
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与推
广力度，推动食用菌菇产业
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迈进，让小小的菌菇成为农
民的“致富伞”、乡村的“振
兴花”。“通过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的示范推广，丰富食
用菌 的 花 色 品 种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增 加 农 民 收
入。”区农业农村局蔬菜站
站 长 、高 级 农 艺 师 钱 小 华
说，“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姜
堰 食 用 菌 品 牌 影 响 力 ，提
高 市 场 竞 争 力 ，为 我 区 食
用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

我区启动2025年
储备粮食轮换工作
（上接 1版）严禁不符合国
家食品安全标准粮食流入
口 粮 市 场 和 食 品 生 产 企
业。轮入的粮食为 2025 年
产新粮，符合国标中等（含）
以上标准。严格执行轮换
架空期。储备粮轮换架空
期以承储企业为单位，原则
上不得超过 4 个月。如遇重
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
素，需在架空期结束前经批
准后方可延期。

据介绍，区发改委将坚
持科学严谨、监管有力的原
则，持续细化监管措施，压
实相关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守住粮食
安全生命线。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大春
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田野到工厂，从河流到车
间，从招商一线到创新前
沿，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
与无限活力。这不仅是一
场 关 于 农 业 生 产 的“ 春
耕”，更是一场涵盖多领域
的全面“耕耘”。

农业“春耕”绘底色。
人 勤 春 来 早 。 广 袤 大 地
上，农民抢抓农时，忙着整
地、施肥、播种。农技专家
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
供从选种到田间管理的全

方位技术服务。农资销售
点化肥、农药、种子、农膜
等各类农资摆放整齐，充分
满足农户春耕备耕需求。
元昊生态基地工人清理葱
田杂草，维护的不仅是作物
的生长空间，更是农业产业
链的生态平衡。蒋垛镇草
莓园智慧大棚里，演绎传统
经 验 与 数 字 技 术 奇 妙 共
生。双洋基地的虾苗包装
车间上演着现代农业的“芯
片战争”，将传统育苗升级
为生物科技服务系统。高
标准农田现场不是简单的
土地平整，而是重塑土地肌
理，赋能种植方案优化。梁

徐小流域综合治理将有效
提升河道引排功能，改善区
域水生态环境，为粮食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天南海北忙“春耕”。
春节期间，我区众多企业
以开局就是冲刺的状态赶
订单、忙生产。“新春第一
会”进一步明确大抓经济、
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导向，
鼓舞全区上下迅速行动起
来，跑出发展加速度。优
化营商环境暨招商出征大
会动员全区上下自觉“凝
神”、尽快“收心”、迅速“归
位”，全力拼抢姜堰高质量
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天目

山街道赴北京开展招商引
资活动，践行着“走出去、
引进来”的招商理念。招
商专员叩响企业大门，展
示的不是传统PPT，而是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
方案。装备园区（白米镇）
的招商图谱揭示产业升级
密码，在深海材料、智能钻
探等卡脖子领域构建自主
创新链。当工业企业的智
能生产线实行“数字双胞
胎”管理，通过虚拟仿真提
前数月优化生产排期，这种

“预测性生产”模式将制造
业的“春种秋收”转化为实
时响应的柔性制造体系，从
而定义发展时序新逻辑。

万象“耕”新不负春。
当春耕的意象穿透农业文
明的时间之幕，在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土

壤中萌发新芽，我们看到
的 不 仅 是 生 产 要 素 的 重
组 ，更 是 发 展 范 式 的 革
命。新时代的“大春耕”正
在书写一部立体交叉的现
代化叙事，本质上是对高质
量发展方程的多元求解。
它要求我们既保持“汗滴禾
下土”的务实精神，又掌握

“云端种地”的数字智慧；既
要深谙“春种一粒粟”的自
然规律，又要驾驭“链式反
应”的产业逻辑。当每一粒
创新的种子都找到适合的
土壤，当每一个奋斗的身影
都汇入时代的洪流，“星光
大道”便不再是被仰望的遥
远存在，而是由千万耕耘者
足迹铺就的现实图景。

投身“大春耕” 踏上“星光道”
□兴姜之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