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窑贴近窑创新 总第 源63远 期
星期二 圆园圆缘年 2月
农历乙巳年正月廿一 1愿

SHEYANG DAILY 新闻热线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69966890 Email:sy7059559@126.com主办:中共射阳县委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阴本报内容详见院 射阳新闻网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阴地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908 阴责任编辑院 吴炘恒 阴组版院 张婷婷

2024 年 12 月，中国农学会公布第五批科技志愿服务
分队名单，我县 3 支志愿队名列其中，这一成果不仅是江苏
省农学会和县科协、农学会三方深度合作的又一里程碑，更
是双方合作迈向新高度的鲜明标志，彰显了县科协向内发
力、向外借势的显著成效。

近年来，县科协在稳固基础、寻求突破的道路上持续奋
进，工作成效显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日月畅想主题馆获
评国家级北斗科普教育基地，7 家场馆入选省级科普教育
基地；连续三年斩获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等国家
级表彰，科技创新氛围持续升温。这些成果既源于地方深
耕，更得益于省级学会的鼎力支持。作为农业大县，我县与
深耕农业领域的省农学会，在建设农业强县的共同愿景下，
构建起“三共三真三品”合作模式，走出独具特色的科技兴
农之路。

以野三共冶为基袁携手筑梦
学会是科协的有效补充力量，更是科协开展工作的重要

依托和宝贵资源。近年来，县科协主动作为，积极对接上级学
会，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荟萃的人才优势。从初次尝试
与省农学会建立联系，到逐步建立起深厚的互信与合作关
系，共同走出了一条既富有成效又充满创新的探索之路。

往来互动，共识渐成。县科协展现出的坚定执着与满腔
热情，与省农学会所秉持的专业精神与精湛技艺相互吸引，
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3 年多来，双方累计互访十余次，
每一次互访都是心灵的交融、思想的碰撞，极大地加深了对
彼此业务范畴、工作理念的了解，为双方从相识到相知、再
到紧密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调研走访，共情共生。省农学会作为省级学会的佼佼
者，选择我县作为结对对象，既体现了学会支持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初衷，也怀揣着在射阳开展农业科
技新实践、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的美好愿景。从射阳港
经济开发区的蓬勃发展到临海镇的渔农并进，从海河镇的
绿色农业探索到特庸镇的特色产业培育，再到四明镇的生
态农业创新……省级学会专家多次深入我县，开展全面且
细致的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我县科普场馆的建设与运营情
况，细致考察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在优势，并结合实际
情况，对我县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

长远谋划，共鸣共振。基于前期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双方友好磋商，在 2023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中签订框架
合作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不仅进一步筑牢了双方共建共
享、互帮互助的基础，更为未来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
强劲动力，成为双方注重实效、着眼长远发展、共谋乡村振
兴大计的重要体现。

以野三真冶为魂袁蓄力前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省农学会对县科协乃至农业

发展的指导，始终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效果为目标，在提
供直接资源与技术支持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方法、技能和知
识的传授，以求全方位、有针对性地推动我县在思想、理念
等方面的变革与提升，从根本上提升我县农业的自我发展
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活动谋划，真抓实干。省农学会将科普工作视为“拿手
好戏”，与我县科普实际紧密结合、深度融合，以深厚的专业
功底助力我县科普事业健康发展，先后出席射阳县全国科
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并给予专业指导，确保活动
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此外，在科普形式与渠道的创新上，省
农学会与我县共同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在特庸镇蚕桑文
化馆，成功举办“童心探寻科学真谛 知识解惑助力成长”科
普活动，向青少年深入浅出地解读二十四节气的科学内涵，
并让他们亲身体验植物拓染技艺，有效激发青少年对农学
的浓厚兴趣和探索欲望，为培养未来的农业科技人才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专家授课，真知灼见。省农学会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为我县农业发展引入了众多
行业领军人物的智慧与力量。2023 年，成功举办全国转基
因科普巡讲（江苏站）活动；2024 年，邀请省水韵苏米产业
研究院院长王才林作《实施新三品一标 提升射阳大米品牌
价值》讲座；2024 年，专程邀请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
记易中懿，开展万场报告话前沿———智慧农业创新与应用
专题讲座……从理论层面上为我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宝
贵的灵感和方向，推动我县农业在科技创新、品牌建设、智
慧农业等方面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

理念转变，真经传送。头脑要有概念，手中要有依据。省
农学会把长期研究科普、农业工作的心得和造诣编撰成书，
通过讲座授课、赠送书籍等方式，向我县农业科技人员、种
养大户传播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为我县农业从业者提
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实用指南，有力促进他们理念转变
和技能提升。

以野三品冶为要袁赋效提升
农业发展既展现出广泛的同一性，又蕴含着丰富的特

殊性。省农学会深刻理解到，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理、
文化和产业特色，因此在推动我县科学普及和农业发展工

作中，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稳基础与促提升并重，力
求在提升品质、扩大影响、追求卓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从而切实增强我县科学普及、农业发展的辐射力、影响力和
内生力。

争先创优，品牌塑造。县科协在省农学会的精心指导
下，聚焦提质增效、品牌打造，在蚕桑文化馆的建设与运营
上，积极响应省农学会的指导，通过深入挖掘蚕桑文化，结
合现代科普教育理念，成功将其打造成为集科普教育、文化
传承、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为了进一步开阔我县
科普工作者的视野与思维，县科协积极对接并组织相关科
普场馆参观南京紫金山昆虫博物馆等科普场馆，有效激发
科普工作者们提升科普教育质量的动力。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省农学会与我县联合开展的“万场报告话前沿———全国
学会射阳县专场活动”，凭借其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以
及广泛的影响力，成功获评 2024 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这一殊荣不仅彰显了我县在农业科普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实
力，更为我县农业品牌与科普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以朋引宾，品位彰显。2023 年，在省农学会的精心策划
与邀请下，省蚕丝学会、植物生理学会等多家省级学会的专
家学者莅临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他们深入田间地头，
亲身体验、领略我县丰富而优质的科普资源，对我县农业科
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随后，由省农学会主导的省现代农业
领域学会联合体成果推介会暨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县隆重
召开，20 家省级学会的精英们齐聚一堂，围绕现代农业发
展、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市场开拓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与交流，共同为我县“三农”工作出谋划策，为我县农业现代
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

攀高向上，品质提升。借势省农学会这一重要平台，我
县有效搭建起与中国农学会的紧密联系，并在其指导下，涌
现出一批高素质农民科普工作的典型。其中，江苏陆师傅粮
油科技有限公司陆鹏凭借《非遗助农拓销路 乡村振兴显担
当》，成功入选高素质农民科普工作典型事迹名单。下一步，
县科协将充分利用这些优质资源，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农学
会等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我县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提升，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贡
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穿越距离，抵达信任；付出诚心，收获真诚。省农学会与
县科协的合作，不仅演绎了农业强会与农业大县的通力协
作，更为县科协乃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不竭的“源头
活水”。展望未来，县科协将总结经验、提炼做法，在与省农
学会深度合作的基础上，致力与更多省级乃至国家级学会
建立良好联系，进一步推动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射阳新篇章贡献力量！

三级联动，打造现代农业新范式
———县科协与省农学会合作纪实

本报记者 吴君灵 通讯员 赵晔

本报讯 渊记者 樊颖 通讯员
杨丽丽冤近日，记者从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获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的全省“两廊两带两区”建设十
佳案例和优秀案例名单中，“生态绿
+ 海洋蓝”扮靓“壮美世遗”生态百
里射阳精华段成功入选全省“两廊
两带两区”建设优秀案例。

“十四五”以来，我县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人文优势、生态优势转化
为旅游发展优势，推动滨海生态廊
道建设，打造“壮美世遗”生态百里
射阳精华段，培育“生态绿 + 海洋
蓝”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2022 年
获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全国生态系统（GEP）生产
总值百强县。

为系统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我县先后编制《十四五文旅产业
发展规划》《环海湿地旅游区专题规
划》《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发展规
划》，将旅游纳入年度综合考核体
系。成立环海湿地旅游区工作组，
组建县属国企文旅集团、国投集团、
城建集团、农水投集团，牵头开发建
设全县重大文旅项目。同时，还修订
出台《关于加快全县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激励政策》，每年设立 3000 万
元专项引导资金，对重点文旅企业
实施靶向扶持，有序推动全县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标准建设推动旅游产品
焕新升级。2022 年以来，我县已有
1 个项目列入省重点文旅项目，18
个项目列入市重点文旅项目。累计
投资超 20 亿元，建成开放日月岛
童话水乡片区、桑乐田园、四季果香
等景区，优化提升泊心黄沙港、鹤乡
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创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特庸王村创成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建成渔家歌谣、
童话水乡、茧爱等民宿业态。2024
年底，全县星级旅游饭店达 4 家，
茧爱、渔家歌谣民宿获评国家等级
民宿，盐城市仅此两家。此外，完善提升趣伏里商业街区、朝
阳智慧街区、悦鹤里街区、合德老街等特色街区，打造独具
特色的“城市印迹”打卡点。

创新探索“文旅 +”融合路径，我县以老城更新为契机，
打造淮剧文化剧场、新潮红色文化传承馆等公共文化空间；
泊心黄沙港入选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鹤乡菊海建成
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同时，主动挖掘培育非遗技
艺，通过“趣”文化馆、淮剧票友日等活动活化传统技艺，并
运用 AI、VR 技术推动非遗“破圈”传播。原创情景剧《印记
八十八》、歌舞《渔灯》等作品，以及“‘淮’聚日月岛”景区驻
演品牌，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为拓展客源市场，我县制定出台了《射阳县鼓励旅行社
“引客入射”旅游团队奖励暂行办法》，对县外游客来射过夜
游按地接人次予以梯度奖励。积极推动“赛事 + 文旅”“音
乐 + 文旅”联动碰撞，品牌化打造江苏省青少年街舞大赛、
日月岛太空音乐节等活动，举办大运河自行车赛、黄沙港电
音季等系列活动，坚持放大射阳濒临黄海、联通南北区位优
势，突出研学游、亲子游、科普游等成熟产品，推出 6 条一日
游、13 条双日游线路并上架。2024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达
630 万人次，实现景区综合收入 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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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戴超 周舟冤在非洲坦桑尼亚、肯尼
亚及中东的一些国家，经常看到人们用各种花色的布扎成
头巾或包裹在身上。这种色彩艳丽的印花棉布被称为

“kanga”（勘加），经过适度剪裁和搭配就变成了一件件时尚
感十足的衣服。

视线转向位于高纺园的江苏沙印集团射阳印染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近日，这里的工人正在忙碌地生产一批发往国
外的印花棉布。在包装生产线旁，一摞摞印花棉布整齐地摆
放在储存区，这些产品将经由上海港发往万里之外的非洲。

“从 1991 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这种印花棉布，价格
亲民、品质优良，在当地市场十分受欢迎。”江苏沙印集团射
阳印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保介绍，“我们每年直接外贸出
口就达到 3000 多万美元。”

勘加看似简易却不简单。江苏沙印集团射阳印染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当天生产主要是两种规格，一种长约 50 厘
米，宽约 10 厘米，像一个小枕头，原料为木纤维或棉纤维，
手感细腻舒适。另一种则类似地毯，长约 1.5 米。这些印花
棉布不仅可以做衣服，还有很多其他用途。野餐时是地毯、
摆在餐桌上就是桌布、婴儿出生时也可以作为襁褓。据王保
介绍，位于张家港总部的设计部门根据消费者反馈每年会
生产数千种花色的印花棉布，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使
用需求。

畅销市场 30 多年，靠的不仅是种类繁多的花色，更是
过硬的产品质量。2009 年，总部坐落于张家港的沙印集团
入驻射阳，经过十余年快速发展，已成为拥有纺织、印染、供
热、污水处理等多条生产线的大型企业。此外，企业还引进
了 42 台套气流纺生产线、新上 1000 台高效节能喷气织
机，并通过与环思公司合作进行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产能
提高 4 倍，用过硬的品质赢得了国外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畅销非洲 30 余年，
射阳印花棉布跨越重洋成“勘加”

日前，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洋马镇贺东村党群服务
中心里，综合能源零碳管理平台上已跳动着实时数据：清
洁 能 源 发 电 量 250127.2kWh， 上 网 总 电 量
205851.4kWh，累计碳减排 152.71 吨，当日绿电指数
93.86%。

这一组数据，正是贺东村的绿色低碳“成绩单”。
“这几年，零碳理念很火，听起来高大上。我们就在思

考，如何让零碳接地气、落到乡村建设当中。”贺东村党总
支书记徐金生介绍，第一步，就是改变能源利用方式。

变光为“金”，让能量变电量。贺东村决定依托良好的
光热资源条件，综合开发利用太阳能。2023 年，在省委驻
射阳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头下，贺东村与国网公司开展

“村网共建”工作，投资 284 万元打造零碳社区示范，充分
利用党群综合体、汽车车棚等屋面资源，建成 2000 平方
米屋顶光伏，日均发电量接近 800 度，同时匹配 1 套 50
千瓦 /100 千瓦时的储能系统，建设 15 套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

沿着宽敞的柏油路漫步，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农家小
屋，屋顶上的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党群服务中心
的四周，3500 株容器苗郁郁葱葱，它们不仅吸收着二氧
化碳，还为村庄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作为‘碳路者’，贺东村并不是从零开始。”徐金生指
向不远处的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介绍，那里是贺东
村的生态农业全域旅游名片，种植菊花等药材。每当秋风
送爽、菊花盛开时，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片金黄之中，十
里菊香令人陶醉。

作为支柱产业，菊花产业的绿色发展是关键。贺东村
加大质量管控力度，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采用生物农药替
代化学制剂，施用有机肥，强化资源循环利用。

丁维亮，一个地道的贺东村人，几年前重返家乡，致
力于菊花土壤的改良工作。“菊花种植，一般四五年土壤
就需要进行翻耕，现在我们采用稻菊轮作的方式，保证菊
花的品质。”在他的带动下，贺东村的菊花产业更加繁荣，
也为零碳之路提供坚实支撑。

走进贺东村，绿色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生活方
式。不少农户家都使用太阳能、天然气等绿色清洁能源用
具，还有村民家自主安装新能源充电桩。这些看似微小的

改变，都在无形中减少碳排放。
长者幸福食堂内，定温大锅灶、智能电磁炉等智能设

备一应俱全，大大节约资源。每到饭点，老人们围坐一堂，
享受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依托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吃、住、游”一
条龙服务的目标，贺东村在新型社区改造 9 间“十里菊
香”民宿。2024 年国庆期间，这些民宿成功试运营，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未来，贺东村还将瞄准银发经济，致
力于将村庄打造成苏南地区及周边城乡老人的候鸟式旅
居养老共享村庄。

“在民宿的打造上，我们还将探索使用碳积分，研究
碳足迹体验系统。”徐金生描绘着贺东村的未来蓝图。届
时，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赏菊、慢跑，还能亲身体验零
碳生活带来的乐趣。

菊香漫染零碳路
本报通讯员 顾亚娟

近日袁在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盐
城海洋钢构模组智造项目施工现场袁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袁工人们正在争分夺秒抢工
期遥 该项目建筑面积 14.6 万平方米袁购置
卷板机尧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尧超声波
探伤仪等设备 500 台渊套冤袁年产海上光伏
平台及各类结构件 50 万吨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