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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集装箱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韩循）为提高我市水稻集中育
秧水平，确保全年粮食生产坚实稳定，日前，我市举行
了2024年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培训暨工作推进会。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暗化育苗、苗床制作、秧田管
理种植现场。会上，来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艺专
家就育秧关键技术、水稻浸种方式等相关知识，对与会
种植户代表进行了专题培训。会议还对2024年夏收夏
种、水稻生产、集中育秧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强调，目前我市水稻生产已经进入最佳育秧
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更应明确当前“三夏”工作及
水稻生产的目标任务，部署落实水稻增产的关键措施，
全面提高水稻播种育秧质量，为实现全年水稻丰产丰收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袁涌东）日前，如皋市廉洁家
风课堂·交通水务专场活动在华夏电影展示馆举行。

此次活动围绕“学、悟、说、看”等环节展开。活
动现场，市纪委监委宣教室相关负责人作《涵养清廉家
风 筑牢家庭防线》专题授课；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交通
运输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结合典型案件，分析了交通、
水务系统廉政风险并进行了风险防范提醒；市交通运输
局、市水务局班子成员代表就如何树立良好家风作交流
发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系统干部家属代表谈了
对廉洁齐家的认识和感想。参加活动的人员还观看了红
色家风专题片、家风专题警示片，并现场演唱了歌曲
《堂堂正正一辈子》。

此次活动让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系统干部及家
属深受教育和启发。大家纷纷表示，党风廉政建设永远
在路上，要筑牢家风防线，立好“三德”，不辜负党和组
织的培养。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彭伟）近日，“如皋古镇巡礼系
列采风活动”座谈会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会议室
举行。市政协、市住建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市作家协会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与会人员观看了我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
片《鹤鸣九皋》，听取了有关申报工作情况的汇报。市作
家协会会员纷纷表示：“支持如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
故乡的人文滋润着我们。我们的写作，离不开故乡。我
们的创作要紧紧抓住自身的优势与特色，细观察、勤动
笔、广投稿，阐述好如皋文化，宣传好如皋历史。”市作
家协会会员计划前往白蒲镇、丁堰镇、石庄镇等古镇采
风，围绕各地古迹、古村、非遗项目，进行文学创作，
编辑《如皋古镇巡礼》。

接下来，市政协、市住建局、市文联也将支持市作
家协会编印出版《如皋古镇巡礼》一书，助力如皋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我市举行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培训暨工作推进会

传承好家风 涵养好作风

“如皋古镇巡礼系列采风活动”
座谈会举行

近日，在搬经镇林上村，一场“村运会”正在火热进行。挑担子、推车子、搓草绳、扎草
人、夹黄豆、包粽子等一系列独具乡土韵味的农事竞赛吸引了村民们踊跃参加。现场热闹非凡，
呐喊声、加油声、欢呼声不断。村民们在“竞技”之中感受快乐，增进感情。

□融媒体记者邱宇 李龙

“村运”展技艺 “农事”竞风采

农场里的西兰花喜获丰收，果园里的
紫桃、葡萄、西瓜等特色水果进入生长旺
季，成片的小麦逐渐泛黄，即将迎来收割
……立夏过后，东陈镇处处洋溢着夏日的
蓬勃生命力，涌动着“夏收”的喜悦。

近年来，东陈镇立足资源禀赋，深耕
富民兴村产业，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坚持“一村一
品”、深化产业融合、加快人才培育，
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将土地、人
力、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让乡村振
兴“底气”十足。

坚持“一村一品”
发挥农业品牌乘数效应

五月下旬，东陈镇各家庭农场处处涌
动着勃勃生机。根华家庭农场的西蓝花喜
获丰收，亩产量达3000斤；长寿紫桃园
的桃子、钰水晶家庭农场的葡萄等各色水
果挂满枝头，即将迎来成熟期……土地上
结出的硕果，是百姓致富的希望。

近年来，东陈镇依托土地、生态自然
资源禀赋，以“党支部+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积极发展特色产业种植，因村制

宜探索产业兴村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
展“一村一品”，让强村富民特色产业在
东陈镇遍地开花。

“我们很多村（社区）有自己的农业
特色产品，‘村村有品牌、村村有产业’
的目标正在东陈镇逐步实现。”东陈镇副
镇长潘海燕介绍，东陈镇坚持“一村一
品”定位，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充分发挥“一条鱼”“一树梨”“一串葡
萄”等“小而精、特而美”产品的乘数效
应，以农业品牌持续聚合技术、人才、市
场等资源，不断提升特色农业品牌的核心
竞争力，以产业之花“争奇斗艳”，带动
全镇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
拓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春赏梨花，夏品翠梨。时下，走进东陈
镇徐湾生态家庭农场，只见百亩梨树织成
绿色海洋，不远处的凉亭下，不时传出游客
的欢笑声，空气中飘荡着草木的淡淡清香。

“生态梨园是我们社区农业经济发展
的招牌。我们充分利用这一农业品牌，举
办梨花节、读书节、旅游节、采摘节等各

种文体活动，极力打造集采摘、生态旅
游、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模式，让

‘徐湾翠梨’名号更响。”徐湾社区党总支
书记孙光说。

近年来，东陈镇把农业与文化创意、
休闲观光、电商直播相结合，实现生态农
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徐湾社区依托生态
梨园发展“赏花经济”，杭桥村设立“开
心农场”发展“订制经济”，双群社区立
足金鱼养殖发展“直播经济”……致富的
渠道更加多样，人们不再局限于耕耘土
地，农旅、定制、直播等“新经济”，为
土地注入活动、带来客源，让现代农业发
展路径更宽、乡村振兴动能更强。

加快“人才培育”
激发产业振兴源头活水

五月，万物肆意生长，人们也变得忙碌
起来。地里的油菜、小麦等各类农作物相
继成熟，亟待收割。东陈镇北庄村的周尔
刚也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这几天
他正忙着检查仓库里的各类机械设备，确
保700多亩地的小麦能够如期收割。

“要丰收了，收割前对亩穗数、穗粒

数进行测产，做好麦田防火，整修机械设
备，为小麦大规模机收做好准备。”虽然
是个90后，周尔刚已经跟土地打了7年多
交道，对于夏收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他得
心应手。凭着敢闯敢干的冲劲儿，他在故
乡的土地上大展拳脚，建成了小麦、水稻
等现代化种植基地，集育种、种植、收
割、加工于一体，带富一方百姓。

近年来，东陈镇积极挖掘“土专
家”，培育“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发
展，为现代农业贡献“好点子”，为乡村
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像周尔刚这类思
路新、脑子活、有担当、敢创新的“新农
人”，用青春力量让千里沃野瓜果满园、
粮满仓。

此外，东陈镇还充分利用节假日召开
乡贤座谈会，广泛动员在外优秀企业家、
高技能人才等带资金、带资源、带技术回
乡创业发展，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干
得好”的产业振兴人才队伍。农业、工
业、现代服务业，各行业筑起的人才“蓄
水池”，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发展“源动
力”。

□融媒体记者蔡梦玉
通 讯 员范存燕 朱宇婷

东陈镇：

打开视野谋发展 乡村振兴“底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