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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区首届高素质农
民学历提升班结业，作为其中
一员，“新农人”孔蕾拿到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颁发的
毕业证书。
“2018 年，毕业于金融系

的我，来到武进种桃子。”孔蕾
告诉记者，因为对农业抱有极
大信心，她作为“门外汉”也
丝毫不怵。向周边桃农学习传
统方法，向省农科院专家请教，
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更便捷的

农机，还借力电商，铺就乡村
振兴“花路”。

目前，孔蕾经营的雪堰
守拙园家庭农场获得了武进
区“阳湖”水蜜桃示范基地、
省级示范农场等荣誉，她种
的水蜜桃还获得了江苏现代
桃产业体系优质桃果评比银
奖。
“新农人”扎根乡村，水稻

田里、葡萄架下、桃树旁，处
处有他们的身影。为助推农业

“新血液”加入和成长，我区
还 推 出 “ 蜂 鸟 计 划 ”
“YOUNG HOO新农人”等活
动，并开设了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园艺产品贮藏与检测、党
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讲座、计算
机基础等课程，通过学历教育
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培育模
式，培养一批有学历、有技
能、有水平的高素质农民，为
全区实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丰收节”访“三农”

□ 记者 宋祎凡

人间最美是金秋，又是

一年好“丰”景。今日秋分，

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业兴，百业兴。在这

片希望的田野上，武进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握

“三农”抓手，将独有财富沉

淀于心，目光投向遥远未来，

迎接“丰收节”的“检阅”。

眼下，略微泛黄的水稻已
有阵阵香气，身材“定型”的
螃蟹还在充实内在……春播秋
收的“千篇一律”下，武进农
业悄然转变———

洋马密苗高速插秧机在水
田里来回穿梭，节省约三分之
一的材料、人工、时间成本；
植保无人机按照设定匀速飞
行，两分钟施完一亩地；碧波
之下，螃蟹住上了“空调房”，
平均降低水温 3℃；无损测糖
仪让果品在“不破皮”的基础
上保证品质；水肥一体设备覆
盖全区超 50%的葡萄田；苗木
智能化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自
动调控……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近年
来，我区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发
展主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深入推进“互联网 +”现
代农业融合发展，在原有农机、
畜禽、生态、“三资”管理等
系统基础上，探索种植业智能
管理、“数字化 +精准化”农
安监管、渔业智能化监管，以
示范点带动周边智能化、数字
化、自动化生产。
“智”“农”结合，我区先

后获评“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全
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
进县”等，并建成省内唯一的
农业农村部数字农业试点项目。

柏油路绵延向前，76栋三
层小洋楼朝南而立，内有电梯、
中央空调、地暖。
“我们家的装修提前完

工，前两天就搬进来了，以
后儿女们回来都有单独的房
间，太舒服了！”68 岁的何
红旗告诉记者。
“2022 年，我们按照‘自

愿自主、一户一宅、建新拆旧’
的原则，率先试点何墅村宅改
自建区项目，同时将宅基地择
位竞价纳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管理。”礼嘉镇何墅村党总支书
记何文超告诉记者，为保护独

特乡村肌理，何墅村保留五桥
遗址、百年榉树、何氏宗祠等
历史文化遗产，在村庄公共空
间的营造中融入特色文化。今
年，何墅村西巷头获评“江苏
省特色田园乡村”。

离开何墅村，沿着青洋
快速路向南行驶到达雪堰镇，
又能见识到农村的另一种样
貌。坐拥 7.3 公里湖岸线的
雪堰镇，依托特色产业和山
水林果资源禀赋，以太湖湾
片区雅浦板块美丽乡村建设
为契机，持续深挖美丽乡村
内涵，打响了“太湖湾音乐

节” IP，还被评为省生态宜
居美丽示范镇。
“自 2018 年武进区美丽乡

村嘉年华启动以来，仅我们村
就累计接待游客 135万余人次，
实现营业额 1.2 亿元，带动农
家乐、餐饮、住宿等增收约
4200 万元。”城西回民村党总
支书记吴卫丰告诉记者。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武进正学习、掌握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的科学方法，不搞齐
步走、“一刀切”，焕发“千村
千面”的勃勃生机，实现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

一村一落皆成景 乡村也有N种打开方式

稻黄果香蟹肥壮“智”“农”结合“丰”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