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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丰收的果实满枝头……”10月 18日，在横林镇卫星村，庆贺丰收的歌声响起，承载喜悦的舞蹈翩跹，观众一同沉浸在稻浪千层的

丰收盛景里，这是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常州主场活动现场。当天，各式农特产品、乡村能人巧匠在和美乡村齐亮相，擘画出一幅乡村振兴的蓝图。

“经开是个好地方！”手捧凝聚着
丰收喜悦的“金色稻花”，乡村工匠
代表、横林镇狄坂村高标准农田种植
户吴建兴向大家推荐脚下的土地。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推动产业
升级、农村提质，离不开“人”这
一关键因素。在经开区，有一群乡
村工匠，扎根农村，开拓创新，为
全区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挥洒汗水、建功立业———

90后“珠二代”高鑫，在横山
桥镇朝阳村开了一家珍珠 DIY体验
店，集珍珠开蚌、展陈、设计、销售
等于一体。她的父亲高炳荣在当地经
营育苗基地，用昂公鱼帮助珠蚌寄
苗；在前黄镇投资建设“渔光互补”
项目，实行鱼蚌混养。拥有珠宝鉴定
师证书的高鑫，创新经营模式，计划
打造自己的珠宝品牌。“我们已经与
常州、无锡、南京等地的多家中高端
品牌达成合作，开展珍珠开蚌体验活
动，着力打响知名度。”
用科技手段管理豆制品生产全

过程，捍卫“舌尖安全”；自掏腰包
花费 700万元预处理生产废水，只
为不给环境“添麻烦”；投资 600万
元打造食育文化体验馆，免费提供
食育课程……驰骋“豆”市场的常
州市津津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姜
丽英，全力扬企业发展风帆，担文
化传承之责。
醉心制腊的手艺传承者蒋成，

在横山桥镇创立常州市丰晟食品有
限公司已有 10年。企业依靠先进设
施设备创造适宜制腊的环境，解决
了传统腊味季节性制售、成本高昂
的问题，实现全年量产和品质保障。
如今，企业设备已更新至第四代，
每年投入设备更新的资金也从最初
的 50万元增长至上百万元。

鱼苗人工繁殖达人刘志良、百叶
“世家”传承者蒋建新、科学防控助
力绿色农业博士后陈新……乡村工匠
们用汗水耕耘着脚下的土地。

现场，乡村工匠代表们摆起了
“经”品市集，向来自天南地北的游
客和土生土长的村民推介风味独特
的地方美食、厚重灿烂的民俗非遗
与独具匠心的农创手办。“这么多
好吃好玩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又大
饱口福。”家住卫星新村的沈菊萍和
姐妹们一起来“凑热闹”。
“感谢乡村工匠为建设和美经开

的辛勤付出，经开区是一片宜居宜
业的热土，我们诚挚地欢迎更多的
能工巧匠到经开来安家创业。”区农
业农村工作局副局长郑文英说。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
亩连”的景象美不胜收，不远处，
北邵自然村改出了“新景致”，也留
下了“老味道”。

北邵村位于卫星村东北角，房
屋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年
久失修。去年，卫星村启动北邵村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工程，于今
年 8月底正式完工。

村民朱保中家的四间老房子经
过改造，不仅由“危房”变“新
房”，还有了“红小院”的新身份，
内设村情记忆、红小馆、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供销社四大功能分区，
成了村庄对外开放的“窗口”。村民
邵永正对自家新增的 10余平方米小
院很是满意，苦于无处养花的他有
了莳花弄草的空间，家门口多了许

多颜色。“门前的水泥地原本都是
自己浇的，高低不平，时间久了还
有开裂、凹陷等问题。”村民邵高玉
跺了跺脚，“新做的地面平整、安
全，清清爽爽。”
丰收节上，卫星村被授牌“常州

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看着手中的
铜牌，村党总支书记许建飞有了动
力：“将以此为起点，带领全村共绘
‘阡陌田园、富强卫星’新图景。”

近年来，经开区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全力开展片区整治
更新试点建设，成功创建省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7个、省特色田园乡村
2个、市美丽乡村 3个。

让乡村更靓、生活更美，经开
区率全省之先，开展乡村空间布局
规划研究，探索构建覆盖片区“全

域、全要素、全层次”的村庄布局
规划体系，已形成可落地实施的详
细规划方案。
“破解乡村地区开发强度较高，

建设用地‘铺张化’、用地布局‘破
碎化’等痛点问题。”区农业农村工
作局农村发展科科长奚伯震介绍，
规划研究重点围绕三镇位于城镇开
发边界以外的全部乡村地区，总用
地面积约 87.66平方公里，涵盖 47
个行政村，为促进区域人口集中居
住、产业集聚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形成布局长期稳定的乡村空间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不仅如此，8 月底，全区完成
24个规划发展村庄所在行政村的规
划审批，于全省率先完成全覆盖。
“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实现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以及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耕
地与林地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的有
机融合。”常州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分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黄文勇
希望，通过规划，村民都能望山见
水、留住乡愁，乡村涌动多元业态，
实现可持续发展。

微风吹拂，565亩高标准农田稻浪滚滚，片片金
黄簇拥着舞台。“再过不久，我家的水稻就要丰收
啦！种植户朱洪良向记者分享了秋收的喜悦，他家的
稻子亩产逐年提升，预计开收割机不用 2天就能全部
收完。

自 2021年启动实施《常州经开区农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全区共建成高标准农田 1.3
万余亩，其中横林镇建成 4850亩，涉及永久基本农
田范围面积的占总规模的 82%。

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高标准农田田
间道路、沟渠等基础配套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因线性
工程属性不可避免会占用少量的永久基本农田。”常
州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自然资源保护与修复科
科长张佳伟解释。

早在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制定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今
年，经开区在全市率先编制《横林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调入永久基
本农田 9.6975 亩，与现状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种植面积增加了，集中连片的规模化效益也跟着增
长了。”张佳伟说。
“良”田“粮”用外，全区正全力把农业建成现

代化大产业。位于横山桥镇，龙潭湖农业产业核心示
范园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是东农现代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州经开区农业生产模式相对分散、体量不大，
通过规划打造东农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
以“一核两心、一廊三区”农业空间布局为导向，形
成一条贯穿农业产业的廊道，发展精品稻米、绿色蔬
菜、生物防治、加工物流、休闲农旅五大产业，打造
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区、生态特色农业示范区、农旅水
乡文化发展区。
“当前，横林镇、横山桥镇一期项目已全面开工；

示范园二期项目 0.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根据项目清单
匹配至各镇，目前正加速推进项目初步设计报批工
作。”区农业农村工作局农业服务科科长刘国华介绍。

为产业振兴注入科技新动力，丰收节上，经开区
与科技部国杰研究院院士中心、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
等地签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协议，携手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常州主场侧记
阴 赵玉涵 记者 周洁茹文 徐晶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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