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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韩循 通讯
员冯杰） 12日，市文联举行文艺精
品创作推进会。

会议宣读了《市文联下属各文艺
家协会换届选举通知 （征求意见
稿）》，并对2022年度文艺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市音乐
家协会、市作家协会等八家协会负责
人就2023年南通文学艺术创作大赛

冲奖作品规划、“五个一工程奖”等
常设性文艺奖项重点文艺作品创作生
产进度等展开交流。

会议要求，各文艺家协会要继续
抓好重点作品创作，积极开展好文艺
惠民活动，注重文艺人才培养，同时规
范落实好换届选举工作，带领全市文
艺工作者开拓创新、主动作为，为全市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市文联举行文艺精品创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王小星）地方志
是留住记忆、留住乡愁的重要载体，
一部镇村志是一个地方的“根”和

“魂”。为加快镇村志编纂工作进度，
13日，我市举行镇村志编纂工作会
议。副市长顾凡参加会议。

会上，各镇（街道）相关负责人
汇报了镇村志编纂工作开展情况。市
地方志办负责人传达了上级有关实施
镇村志编纂文化工程的相关文件精
神。

会议对全市镇村志编纂前期工作
进行了点评，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要
求。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确
保五个到位。各镇（街道）要建立健
全党委领导、政府推进、编志机构实

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确保组织、经费、人员、设施、管理

“五到位”。市地方志办要加强业务指
导和督查推进。要强化责任落实，明
确工作任务。各镇（街道）要按照工
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
的要求去抓细抓实。要挑选政治意识
强、文字功底好、熟悉地情并且热爱
地方志工作的同志组成精干的志书编
修队伍。要抓好统筹协调，凝聚工作
合力。各镇（街道）要广泛宣传和发
动，统筹效率和质量，建立常态化工
作机制。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打造观点正确、体例严谨、篇目科
学、资料准确、文风端正的精品佳
志。

本报讯（通讯员钱超飞）日前，
市发改委邀请江苏省铸造协会秘书长
龚四清为我市铸造和锻压企业家解读
了《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

铸造和锻压是装备制造业不可或
缺的工艺环节，是众多主机产品和高
端装备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上游关
键配套环节。今年4月份，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
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铸造
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活动中，龚四清的解读、宣讲深

入浅出、切合实际，指导性、针对性
都很强，让企业家对《意见》的标准
要求、铸造和锻压行业的发展趋势、
工艺的先进性等有了深刻的理解。企
业家们还围绕自身工作实际和企业发
展经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惑以及
技术领域的瓶颈等内容，与龚四清进
行了交流探讨。

活动希望铸造和锻压企业家要提
高站位、坚定信心、迎难而进，立足
我市铸造产业基础、优势和条件，加
大技改研发投入，加快向高端化、智
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全面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

我市举行
镇村志编纂工作会议

市发改委积极宣贯
《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

这两天，搬经镇
土山村的油桃进入成
熟期，桃树枝上挂满
了鲜嫩饱满的油桃，
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果农们穿梭在林中，
忙着摘果、运果。

近年来，该村因
地制宜，不断壮大乡
村特色产业，通过农
文旅融合，吸引众多
游 客 前 来 采 摘 、 游
玩，“桃经济”结出

“致富果”，真正实现
了产业振兴，群众增
收。
□通 讯 员季亚敏

融媒体记者周 玲

从只知道凭经验种田，到如今
“质量控制”“直播带货”“产业致
富”等“新鲜词”脱口而出……高素
质农民培训，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种植
技能，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
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
来，我市大力培养乡土人才，为全市
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持续培育
种田能手茁壮成长

“长期以来，传统的农民往往凭
着自己的经验种田，缺乏科学有效的
方法。因此，我们每年会邀请专家到
各镇（区、街道）开展培训，走到田
间教学指导，让农民学会科学种
田。”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工作人
员严谨说。

“我家种了6分地左右的蘘荷，
不用自己卖，直接拉到经纪人那儿，
一季能有1000多块钱收入呢！”下原
镇白李社区的杨子英告诉记者，只要
有专家来，她和几个居民都会去听讲
座，“有了专家的指导，产量有了增
加，心里有了底，明年打算再扩几分
地。”

随着一场场培训课堂走进各镇
（区、街道），农民们学到了新知识，
提升了种植技能。“我跟土地打了几

十年交道，来了才知道，还有这么多
要学习的内容。”来自白蒲镇的丛小
林说，他积极参加每年的农民培训，
向技术专家请教学习，老经验融合新
技术，摸索出了绿色种植新模式。植
保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装备逐步配
齐，耕、种、收实现全程机械化，丛
小林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

示范带动
田间学校引领“群雁”飞

“多亏了大米哥的帮忙。”来自白
蒲镇的张莲笑脸盈盈，“大米哥”杨
镇华的指点对她来说记忆犹新。“稻
的分蘖株数最佳是在 15株左右。”

“在稻子九成熟的时候就收上来，不
要等到十成熟。十成熟的时候，米质
会下降，口感也会降低，而且还会影
响产量。”

杨镇华是白蒲镇的种植大户。
2020年，“田间学校”在他的福欣家
庭农场落户，他主动对接身边50个
农户、4个经营主体，手把手教方
法、心贴心传经验。为更好地帮扶周
边农户，他还在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
心的支持下，每年组织1至2次集中
培训。

“我们认真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农
场，将种地知识送上门。目前已经开

办田间学校10家，带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112户、小农户1630户。”严
谨介绍道。

服务产业
特色培训激发潜能

在下原镇，抖音直播让如皋农产
品更红火。“直播就是咱的新农活，越
干越有劲头。”抖音直播达人吴战备话
语爽朗，“用手机带着网友看如皋农
业，帮大家买如皋的特色农产品，网友
在线砍价、当场下单。”吴战备本是下
原镇腰庄社区的基层网格员，在参加
了一次次的电商培训后，开始做起了
抖音直播。从2022年9月份至今，他
的直播间已开播近百场，卖出如皋特
色农产品超100余万元。

随着各地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如何打响如皋特色农产品品牌成
了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党支部探索
的问题。“通过举办电商培训班、搭

建‘寻味如皋’平台，越来越多的经
营主体看到了电商卖货的发展前景，
我们也会安排专家进行跟踪辅导。这
几年培训班办下来，吸引了不少有想
法的农民加入了电商的行列，有的还
成了网络红人，实实在在拓展了农产
品的销路。”严谨说。

“参加市里的电商班，专家们教
我们做私域、引流，帮我们拓宽了销
售渠道。”这两年，磨头镇的邓珣试
着将自家生产基地种植的一部分桃子
放到“寻味如皋”平台上销售，销路
更广阔了。“过去都是线下销售，现
在学会了在微信小程序、抖音直播间
卖桃子，产品供不应求。”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培育现代
化农民人才，促进联农带农，把小农
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推动形
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的格
局。”严谨说。

□通 讯 员张慧敏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培育高素质农民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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