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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详见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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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宽阔的田间道路纵横交错，
生态美观的灌溉沟渠直达田间地头，
一望无垠的高标准农田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一幅“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
渠相连”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在雉水大
地徐徐铺展。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高标准农
田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进度，走出了一条粮食丰产
丰收、产业齐头并进的新路子。

藏粮于地 粮食增产丰收

“田好，收成也好。”说起白蒲镇斜
庄社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后的变化，种
植户吴际国感触颇深。原本的农田都
是散乱不规则的“补丁式”田块，现在

“小田变大田”，不仅“颜值”提升了，粮
食产量也大大提高了。

近年来，我市围绕农田规模化、宜
机化、生态化目标，构建“全市一盘棋，
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的新
格局，全面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
增效，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截至
2021年底，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71.5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9.26％。

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粮食增产丰
收。近年来，我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67万吨，其中优质小麦良种、优质食
味稻米种植占比分别达98％、80％。
今年夏粮又取得了面积、单产、总产、
价格“四增”的好成绩，我市先后获得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江苏省粮食生
产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科技赋能 农业绿色发展

站在城北街道天河桥村的地头，
成片的小麦一望无际，一条条生态沟
渠镶嵌其中……“这是天河桥村今年
启动的生态沟渠试点项目，是对尾水
循环再利用的一次探索实践。”市农业
农村局农田建设科副科长庄中建介绍
道，天河桥村构建起肥水循环系统，将
农田肥水通过生态沟渠引入专用的蓄
水池，再经过循环泵重新输送返田，实
现肥水的二次利用。经过多次灌溉，肥
水中的肥力被农作物反复吸收，直到
达到一定标准后才会向河道排放，在
提升灌溉效果的同时更加绿色环保。

沟渠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基
础设施。近年来，我市着力推进生态沟

渠建设，在满足灌溉系统改造升级的
同时，从排水角度深入探寻绿色治理
方式，率先引入生态护坡工艺，建成了
会“呼吸”的生态沟渠，降解农田里残
存的化肥农药，保证了沟渠的生态功
能，美化了田园环境。

此外，我市还将农田建设与水环
境治理相结合，构建“一循环、两调
节”农田尾水循环利用系统，实现农
田退水微循环、资源再利用，探索开
展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试点，不
断改善全市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筑牢“耕”基 产业提质增效

“我去年来搬经镇卢庄村考察了
好几次，看到这里田间的路都修成了
水泥路，农田的水利灌溉也很方
便。”种植大户彭德胜所种植的大棚

芹菜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水分必须充
足、土壤必须是沙土。经过多地考
察，他最终选择了卢庄村。

在藏粮于地的同时，我市通过将
高标准农田内涵外延，推动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让农田发挥高效益，让农民获得
高收益。

目前，“借力”高标准农田建
设，我市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稳中有升的前提下，构建了花木盆景
和“三黑三白”（黑塌菜、黑鱼、黑猪
及优质大米、白萝卜、白蒲黄芽菜）
等特色产业格局；打响了“苏·皋长
寿”集体商标、“如皋黑塌菜”省级单
品类区域公用品牌、“玉兔”“长寿”
等企业品牌、“蒲塘”等江苏农产品
品牌和“如皋大米”名特优新农产品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梦玉）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鸣昊慰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并
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副市长顾凡参
加活动。

王鸣昊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详
细了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负责人对我市核酸
采样、医疗机构分级诊疗、重症医疗资源配备、药
品保供、疫苗接种等重点防控工作进行了汇报。王
鸣昊表示，根据新一轮防疫政策需要，我市疫情防
控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大家要紧跟时势，精准分析
研判，做好重点工作转移和防控工作优化调整，以
最大力量保障新形势下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就下一阶段工作开展，王鸣昊强调，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及有关单位要做好社会面上的宣传引导，
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广泛的社会面宣传，帮助群众
科学认识新冠病毒；要对核酸检测工作再优化，除
学校、养老院等特殊场所外，在社会面上倡导非必
要不核酸，适当增设核酸采样点并延长采样时间，
做好采样人群服务保障工作；养老机构要优先考虑
抗原自测，降低老人感染风险；要重点保障村（社
区）卫生室药品供应，确保推进分级诊疗时群众看
病用药有保障；要进一步加强与药品生产及流通企
业的沟通，在非常时期优先保障重症人群及“一老
一小”救治；要统筹安排防控工作力量，提前部
署，做好分散供养老人、空巢独居老人等老年群体
的防治保障工作；要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摸底及分类
管理，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筑牢老年人等重点
人群健康安全屏障。

王鸣昊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坚守岗位的工作人
员表示亲切慰问，他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念、鼓足干
劲，在凝心聚力中守岗尽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积极力量。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颖） 近
日，市融媒体中心播出直播特别节目
《温暖守护 “疫”路同行》。节目邀
请了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的专家等多位嘉宾，共同走
进市融媒体中心直播间，围绕教育、保
供、防疫政策等相关话题展开互动。

“如何预防感染新冠肺炎？”“感
染新冠肺炎后都有哪些症状？”“如何
进行对症治疗？”“医疗物资保障是否
充足？”“学校感染情况如何？”“能不
能 保 质 保 量 给 孩 子 提 供 线 上 教
学”……针对一系列热点问题，相关
单位分别给出了现场答复。

近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不
断优化调整，对核酸检测、隔离方
式、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学校疫情防

控等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每个人
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越来
越成为社会的共识。本次节目通过
FM98.3如皋人民广播电台、如e如
皋APP同步直播，直播过程中，广
大市民及网友纷纷通过拨打热线电
话、在线留言等方式参与节目，问题
涉及医疗资源保障、药品采购、教育
教学等方面，本次2小时的直播共吸
引 5.42 万人次观看。值得一提的
是，每一阶段直播结束后，相关嘉宾
都留出了时间，在后台对网友留言的
问题进行了回复，受到了网友的一致
好评。

最近，市中医院结合本地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大众饮食习惯等综合因素，研制出适合本地居民的专属方剂，助力抗击疫情。
□通讯员吴树建摄 融媒体记者邱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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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热点问题

《温暖守护 “疫”路同行》
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播出

我市开通新冠防治
24 小时咨询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