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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宣传射阳发布 鹤乡射阳 粤孕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 通讯
员 王荣冤1-9 月份，工业固投实
现 18.75 亿元、同比增长 11.6%，
工业实时开票完成 21.17 亿元、同
比增长 30.4%，工业增加值增速
16.5%……今年以来，黄沙港镇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瞄准

“百亿镇”目标全速冲锋，坚持渔
港、渔业、渔镇、渔民协同发展，全
力以赴上项目、兴产业、惠民生、保
稳定，高质量发展迈向成型起势新
阶段。

经济运行稳中求进。该镇按下
项目引建“快进键”，1-9 月份新签
约、新开工、新竣工亿元以上项目
分别为 9 个、5 个、4 个，其中市认
定分别为 5 个、4 个、3 个，提前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秉持大项目为王
理念，10 亿元以上项目实现扩量
提速，远鸿纸业 20 万吨项目满负
荷生产，优和博重组投产达效，开
票销售实现翻番，同益中新材料正
式签约。务求速度制胜，全力做好
项目服务，1-9 月份 3 个项目做到
拿地即开工，飞宇海洋生物项目 3
个月竣工试机。坚持项目数目增加
和效益增量两手抓，亩均投入、亩
均税收均位列全县同类乡镇前列。

渔港经济区起势起航。该镇朝
着 2026 年建成国内首个智慧渔
港、全国第二大渔港的目标，全速
推进渔港二期建设，渔港二期码头
提前启用，“三横八纵”路网全面拉
开，港池疏浚工程全面完工。成功
举办 2024 射阳（杭州）黄沙港国家
级渔港经济区专题招商推介会、射
阳县海洋渔业招商推介会，投资
10 亿元、占地 1000 亩的水产品精
深加工园区，现入驻水产加工企业
3 家，跟踪洽谈企业 10 余家，迈出
打造省级标准加工园区的坚实步
伐。打造“冷链枢纽港”，与顺丰、京
东合作构建商贸物流网络，携手阿
里巴巴共建数字供应链平台，全镇
渔业电商销售突破 12 亿元。精耕“海洋沃野”，积极推
进修造船基地招商引资，江苏省首个海上加工船项目
成功获批，推动“蓝色粮仓”加速崛起。擦亮黄沙港“透
鲜”金字招牌，央视《三餐四季》到我镇主场拍摄，2024

“音浪狂欢”黄沙港电音季燃爆一“夏”，“泊心·黄沙
港”4A 级景区创建正式启动。

乡村振兴提质提效。该镇持续推进“乡村提质”工
程，建设新型社区 2 个，改造小区 2 个，提升景观道路
2 条，集镇小区物业全面进驻。深入开展“一村一品”
建设，1-9 月份，东方村通过产业转型实现村集体收
入 400 万元，黄沙港社区物业项目得到市县推广，村
集体收入翻番。全面开展镇域环境整治工作，整治水
体 2 处，复垦鱼塘 1000 亩，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1300 余亩，建成主支污水管网 8500 米，创成省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镇。

“下一步，黄沙港镇将深入贯彻县委全会战略部
署，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力，持续扬长特色优势，全力
冲刺‘百亿镇’目标，助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
大跨越发展。”黄沙港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抓住渔港
二期码头启用以及全面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园区的
契机，带动全镇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推动全
镇一产产值向 50 亿元迈进。重点培强同益中新材料、
远鸿纸业等新增长点，拉动全镇二产产值提升至 30
亿元。高效运营沿海共道数字供应链平台，加快黄沙
港水产品电商产业园建设，推动全镇三产产值突破
20 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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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
秋天预示着丰收的到来，在射阳的田间地头，曾经播种

的希望，正一点一点看到回报……
连续 14 年被农业农村部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
平安渔业示范县”，入选“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两
镇入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

连串的国字号荣誉，是我县“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坚
实印记。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县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建设
省农业现代化先行区目标，坚定不移补短板、强弱项、提效
益、创特色，一体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致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射阳样板”。2023 年，实
现农林牧渔总产值 214.14 亿元、可比增幅 3.9%。

今日射阳，叠翠流金，村落静美人和谐，产业兴旺奏欢
歌。放眼望去，一座座整齐划一的新型农村焕发新颜，一个个
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游人如织，一粒粒种子在阡陌纵横中萌
生新的希望，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土地写满了丰收故事

……
稳产保供粮食安全有野粮冶策

艳阳照方田，和风抚新穗。
时下正值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高发

期，在合德镇蒲港村的一处农田里，只见装载着农药的巨型

无人机沿着田垄走向往来飞翔，将一道道白色药雾均匀喷洒
在禾苗叶面上，短短几分钟内，数亩稻田已完成施药，防治过
程既快速又高效。

“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务农也变得轻松。”种粮大
户王功祥说，“以前这同样的地，需要二十多个人工作两天才
能喷洒完，现在无人机一天就能搞定，并且农药和化肥的喷
洒更加均匀，水稻产量增加，我们效益也更好。”

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智能化的“金戈铁马”，从过去的
“干不完的活”到现在的“甩手掌柜”，多年来，我县农业的新
业态、新模式、新机制驰骋纵横，促使农民向“新农人”转变，
一幅农业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近在咫尺。

要想下好农业现代化这盘大棋，视野就要放眼全局。我
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保持在 235 万亩以上，年生产粮食近
23 亿斤，的关键就在于“种子”和“装备”。

多年来，我县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深耕射阳大米、
马铃薯原种、水产种苗等优势领域，牵手高校院所，开展核心
技术联合攻关，积极培育“一粒米、一朵菊、一尾苗、一株桑”
特色产业。如今，“射阳大米”“洋马菊花”“海河西葫芦”“射阳
大闸蟹苗”等射阳农特产品享誉全国，分别荣获中国驰名商
标、全国地理标志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商标等荣誉称号，

“射阳大米”品牌价值更是高达 357.12 亿元，列“苏米”首位。
为守好耕地“命根子”，我县全力做好改革文章，自 2013

年全国首创“联耕联种”以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
止 2023 年底，全县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160 万亩，占全县宜
建耕地的 92.7%，实现全县宜建耕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83.03%以上，其中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水平达 96.24%，是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和全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有农机
专业合作社 175 个，农机化作业服务专业户 3806 户，粮食生
产“五统一”（耕、种、防、收、烘干）服务面积超 80%。

“稻”是生存之道、发展之道，75 年来，我县稳住粮食安
全压舱石，守好粮袋子，乡村振兴的脚步越来越坚实，道路越
来越宽广。

颜值巨变和美乡村入画来
一条条笔直的马路串联起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农房，屋场

院落干净整洁，燕语呢喃屋檐下，蜂蝶翩跹花丛中……俯瞰
初秋的特庸镇王村，美丽宜居是最醒目的“标签”。

今年 9 月，《射阳县特庸镇王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通过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汇交审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打下了空间基础，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各类建设活动提供了法定依据。

多年来，我县以建设“大粮仓、大超市、大花园”为目标，
更富成效建设省农业现代化先行区，更大力度推进乡村振
兴，着力绘就新时代“鱼米之乡”美丽画卷。现有涉农行政村

（居）220 个，已实现规划编制全覆盖，其中已经审批的 183
个；另有 15 个行政村（居）将使用“通则式”管理规定作为村
庄规划管理依据，编制进度居全市前列。

建设宜居乡村，向脏乱差开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
危旧房拆除、农村厕所革命，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掀起一股
清新之风，在辽阔田野中吹拂，村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我
县先后改善农房 4148 户，新建新型农村社区 17 个，改造农
村户厕 1.8 万户，建成农村生态河道 269.58 公里、全市第一，
新建 22 个行政村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农村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100%，创成省城乡公交一体化、农村物流服务
一体化达标县。精心打造黄沙港特色渔港、洋马鹤乡菊海、特
庸桑乐田园等特色小镇，长荡西厦社区创成省特色田园乡
村、总数达 7 个，11 个村创成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潮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海通镇创成全国首个“零碳乡镇”。

渊下转二版冤

沃野千里写“答卷”
———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报道之农业篇

本报记者 贾凡 通讯员 沈磊 杨仟豪

人间最美是秋天，鹤乡菊海令人醉。金秋十月，位于鹤
乡菊海的千亩菊花渐次盛开，五彩缤纷的菊海在金色的阳
光映照下显得格外妖娆，远远望去，像繁星、如瀑布、似银
河……惊艳了整个黄海之滨鹤乡秋天。

10 月 19 日上午，“汇智聚力 共绘蓝图”2024 射阳·洋
马菊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
成功举行，来自知名高校、行业协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客商
代表等齐聚洋马，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江苏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总投资 6 亿元，由射阳国投集团、洋马镇、中国农发重点建
设基金共同投资建设。地处中国“药材之乡”洋马镇境内，
主要从事菊花全产业链、乡村旅游、中医康养和特色农产
品购销等业务，是一个以菊花产业为核心、以康养旅游为
特色的现代农旅融合型园区。

“菊花性凉、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疏散风热的功效，
是我国仅次于茶叶的植物源饮品和常见的养生中药产
品。”会议特邀南京农业大学王海滨教授、浙江省桐乡市菊
花协会沈发论会长作主题发言，从专业角度解读洋马菊花
的价值，分享菊花产业的创新性发展思路。近年来，鹤乡菊
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力发展中医康养产业，建有国家级现
代中药资源动态信息监测中心苏北站、国家中药材产业技
术体系盐城综合试验站、8000 平方米中国最大中医药文
化主题馆、3500 平方米中医药文化广场、2000 平方米主
题餐厅。50 多亩 100 余种精品、稀有中药材的中草药园，
按照小样多块的原则，将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源
远流长的历史，浓缩呈现在每一点细节、每一处景观，先后
创建成功“江苏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盐城市中医
药惠侨产业创新实践基地”“盐城市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为中医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
园区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会议现场举行南京农业大

学菊花新品种试验基地揭牌仪式。此前，该园区便先后与
南京农业大学合作成立“研究生工作站”、与上海大学合作
成立“中药材发酵技术研究中心”、与徐州医科大学合作成
立“中药研发转化中心”。围绕生产技术，同南京中医药大
学合作编制《苏菊行业标准》《苏菊药材标准》，同南京农业
大学合作制定《菊花育苗技术规程》，共建盐城市苏菊工程
技术中心，为菊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研翅膀”。

以菊为媒，以花为介。活动现场还举行银宝菊花有
机菊花种植示范基地揭牌仪式，成功签约百惠健康饮
品、德朗菊花根茎叶萃取、亚大菊花康养一体杯制造、鹤
乡菊海国学与文化艺术研学基地等合作项目，进一步推
动菊花产业提档升级，为洋马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下一步，我镇会始终如一注重菊花的品种选育、品质
提升和品牌建设，通过提高菊花品质、拓展销售渠道、挖掘
菊花内涵、延伸产业链条等措施，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洋马菊花’品牌并形成全域旅游
的发展格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洋马镇主
要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以“菊”为媒 共商“花”事
———“汇智聚力 共绘蓝图”2024 射阳洋马菊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贾凡

位于盘湾镇的江苏悦达生态纺织有
限公司家是一家集纱线研发尧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纺织企业袁配置双眼并条
机尧高配异纤机等设备 200 台套袁生产技
术水平处于行业前列遥 图为车间一角遥

盛诚 摄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新坍镇亿阳
工业园区的江苏嘉泽特种玻璃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身着统
一工装，在全自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
激光切割机精准操作，钢化炉内火焰
熊熊，中空生产线繁忙有序，一片片玻
璃经过清洗、切割、钢化等工序，变成
各种规格、品种的成品，整个车间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我公司现有 150 多名员工，专业
技术人员 30 人，目前在手订单 5000
万元左右，生产任务已紧锣密鼓地安
排至年底。我们正全力以赴，争分夺秒
地赶制订单，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发
往浙江、上海等地。”该公司生产厂长
何向华说。

江苏嘉泽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玻璃深加工的企业，主要
加工生产中空玻璃、low-E 中空玻璃、
夹胶玻璃、平弯钢化玻璃、内置百叶及
卷帘玻璃、内置画格条仿古玻璃等，产
品主要应用于各类幕墙工程、门窗工
程及室内装潢。公司不断加大自身研

发团队的建设，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加大
产品开发力度，在原有的产品结构上进行创新和拓展，
为客户提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我们公司配备了国际国内顶尖的设备，包括安徽
银锐的高精度切割线、俐锋高级双直线磨边机、兰迪平
弯对流钢化炉两条生产线、北京特能中空线及明日之
星自动涂胶机。”何向华自豪地说。凭借这些先进的设
备，该公司每年可生产中空玻璃 150 万平方，内置百
叶 30 万平方，夹胶玻璃 20 万平方米，并且生产的玻
璃品种、尺寸都处于同行领先水平，年产值达 2 亿元以
上。

没有永远的领先，只有永恒的创新。“我们致力于
响应住建部号召，打造宜居节能环保型房屋。未来，我
们将聚焦节能墙体与玻璃产品的创新，广纳贤才，推动
技术革新，以科技赋能生产节能环保产品，勇做行业先
锋。”何向华谈及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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