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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进区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热线”，该局局长钱勤东、武进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治国、武进区农业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邹建芬，

就 2023年度我区乡村振兴工作、助力“新农人”发展、池塘养殖尾水排放工作等回答提问。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任务要求，首次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战略目
标。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能具体介绍今年我区农业农
村工作情况吗？

区农业农村局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
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区工
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打造有武进
特色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粮食丰收，开局良好。全

区粮食喜获丰收，实现面积、
单产、效益三增，夏粮面积
2.92万亩，比去年增加 0.19
万亩；总产量 8984 吨，比上
年增加 609吨；秋粮面积 7.9
万亩，比去年增加 0.14万亩，
田间长势较好，单产预计比
去年高 10公斤左右。
项目为王，实现突破。启

动实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全年 17
个农业农村重大建设项目，
已开工建设 16个项目，完成
投资额 3.7亿元。
聚焦产业，发展品牌。整

合资源开发“阳湖 吾家菜”
品牌 IP，推进供销周末夜
（集）市农产品展销活动，开
展“二品一标”认证。
建美乡村，加速迭代。围

绕上级部署，加速乡村片区
整治。培育美丽乡村，雪堰镇

被评为省生态宜居美丽示范
镇，洛阳镇岑村村、嘉泽镇满
墩村等 12 个村被评为省生
态宜居美丽示范村。

稳慎宅改，建设农房。稳
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坚
持制度创新引领实践创新，
研究出台了 25 项政策性文
件和配套制度，细化完善 8
个方面 22项改革目标任务，
在全国树立武进样板。

稳定增收，富民强村。申
报市级村级集体增收项目 8
个，总投资 9000余万元；申
报省级增收项目 5个，总投
资 656.5万元。同时以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为切口拓展交易
内容，探索坚持集体引领下
的农村闲置农房（宅基地）盘
活利用有效实现路径，促进
富农增收。

加速改革，激发活力。在
推进既定改革试验任务的同
时，武进成功申报成为全省 3
个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地区
之一，围绕富民乡村产业发
展、创新数字乡村发展、创新
乡村人才振兴、创新乡村治
理五大机制，因地制宜开展
改革试点，打造武进样板示
范。

问：

答：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出现了一个
非常热门的词汇———“新农人”。针对“新农人”发展，区农业农
村局有什么具体举措？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新农人”是乡村
振兴的生力军。近年来，我
区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助
力“新农人”发展，本着“培
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
批、培育储备一批”的理念，
全力构建一支“有情怀、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新农人”队伍，真正把
这项农民参与度强、满意度
高、受益面广的民生实事项
目落实落地，主要做了四方
面工作。
分层分类开展培育。全

区高素质农民培训实行分
层分类培育，去年全年合计
开展各类农民教育培训
2000余人。

精准实施改革试验。我
区以“培育一支高素质人才
队伍、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
制度体系、探索一套可复制
可推广的培育模式”为目
标，探索形成了一套从遴选

机制、培育模式、认定标准
等各环节可操作性、推广性
强的培育制度体系。

全力做好服务供给。充
分发挥“苏农云”“农技耘”
等信息平台的作用及对接
指导服务，强化为广大“新
农人”提供全方位交流和信
息服务。与省内涉农院校开
展合作，帮助“新农人”从产
业规划、打造教学科普基
地、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等方
面加强服务对接，打造了一
批田间实训基地，即可以实
现现场教学平台、实习实操
阵地和观摩体验的场所。

强化政策支持落地。区
里出台《武进区新型职业农
民认定管理办法》，着力加
大各类项目扶持，主要从技
术服务、农业项目、金融信
贷、保险等方面向新型职业
农民倾斜，以及在一些职称
评比、技能比赛、示范带动
等方面给予奖励等。

问：

答：

画“农”点睛绘就我区乡村振兴新画卷

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要决策，这也是给大自然留出
更多的生态繁衍时间，让长江
流域休养生息。目前河道内可
以使用单线、单钩、单杆进行娱
乐性垂钓，使用撒网、地笼网等
捕鱼的行为都属于非法捕捞
行为。

我区已建立公安、渔政、水
利、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
的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部门
协调联动，建立完善联合执法、
联合办案、联动协查机制。做
到“三个严”：严查源头，收集排
查涉渔违法犯罪线索；严打链
条，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
利益产业链；严守成果，完善打

击涉渔违法犯罪长效机制。在
此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并自觉
遵守禁捕退捕相关规定，不参
与湖泊、自然河道内野生水生
动物的非法捕捞、运输、销售，
坚决杜绝“电毒炸”“绝户网”等
非法捕捞行为，共同成为渔业
资源的保护者、绿水青山的守
护者。

答：

经常有媒体报道，有人在河道内撒网时被渔政部门处罚，被认定为非法捕捞，请问这样的处
罚是否合理？

问：

答：

问：

我区紧紧围绕“退”
“改”“管”“调”四方面开展水产
养殖尾水治理工作。

一是优化调整产业空间
布局。根据武进区生态渔业的
发展要求，结合太滆流域自身
的特点，制定出台武进区水域
滩涂养殖规划，科学划定“禁、
限、养”三区。

二是持续开展池塘标准
化改造。2022年以前完成池塘
标准化（生态化）改造 1.03 万
亩（部分因政策调整被清退，
目前保留 0.5 万亩，6 个点
位）。2022—2023年持续推进
百亩规模连片养殖池塘改造
1.2万亩，10个点位，涉及 5个
镇（主要集中在前黄镇，占总
改造面积的 88%），计划所有
点位于今年年底完成改造建
设，并完成销号验收。大规模
集中连片渔区标准化改造基
本完成。标准化改造尾水治理
技术及工艺主要以“三池两
坝”“多级湿地净化”等模式为
主，生态治理区面积占比根据
不同养殖品种与养殖模式习
惯，一般在 8%~16%之间，改

造主体主要有养殖户个人改
造和镇村集体改造两种。

三是加强探索监管运行
机制。对完成池塘标准化改造
的区域，制定区、镇两级长效
管护指导意见，因地制宜落实
长效管护主体责任，并定期开
展督察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加强对养殖户尾水排
放的政策宣传与管理指导，先
后通过专题培训、座谈交流、
标准宣贯、入户宣传等形式，
告知养殖户 2000 余人次，发

放资料 4000余份，全面覆盖
规模养殖户。

四是引导品种模式与技术
调整。对规模连片养殖池塘，已
完成池塘标准化改造和高标准
园区建设的，逐步淘汰团头鲂
等传统池塘高污染养殖品种和
模式，向虾蟹类养殖、“渔光互
补”低密度生态养殖、陆基式和
工厂化设施渔业转型发展，实
现渔业产业结构模式向绿色高
效的转型升级。

今年 6月 1日起，江苏省《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正式实施，我区采取哪些措施应对？

秋收

戴溪青鱼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