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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系列解读②
全面对标小康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对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要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示
范创建提质扩面。我区坚持
规划引领，强化顶层设计，注
重融合发展，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和实际，对照现代农业、乡
村旅游、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建 设 要 求 ，创 新 农 村 公 路

“五+”模式，其中“乐道金坛”
农路品牌获全省首批“一县一
品牌、一区一特色”创建成果，

“绿野仙踪”获全国“最有诗意
的路”第一名。一号文件要求
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全面
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任务。我区 2007 年启动
区域安全供水，至2019年9月
城乡供水实现全覆盖，并结合
长荡湖清淤建成长荡湖水厂，
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生产所需。

一号文件要求扎实搞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分类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全面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我区将农村
人居环境作为美丽乡村和乡
村振兴重要内容，农村生活垃
圾集中收运处理率 100%，农
村户厕无害化改造全面完成，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
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药包装废
弃物和农膜回收率、规模养殖
场治理率不断提升。我区被
撤并乡镇集镇区整治本着“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将有限资金用在
刀刃上，至目前建设方案形成
初稿，被撤并乡镇集镇区整治
6 月份进场施工，薛埠镇等 4
个镇区农村污水设施建设运
营情况开展摸排，切实提高农
污设施实际使用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是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制约因
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
出短板在“三农”。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集中资源、强
化保障、精准施策加快补上“三
农”领域短板。要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和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农村垃
圾分类、集中清理并建立长效
机制。要在实现城乡供水一体
化基础上，加强农村饮水、污水
管网改造和建设力度，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让农民喝上“放心
水”。要不断改善农村学校、村
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条件，提
高农村教育、医疗和文化教育
水平。要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
障水平，释放政策红利，对农村
低保对象实施精准管理、精准
帮扶、精准脱贫。总之，要围绕
补短板，做到因村制宜、量力而
行，突出重点、主次分明，把好
事一桩桩做好，把实事一件件
做实，真正使党的政策惠及群
众，使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能见度

本报讯 截至 4 月 6 日，常
州市昌玉红香芋专业合作社与
省农科院合作优选芋种 11 个，
完成红香芋栽种面积 1311亩。

近年来，昌玉红香芋合作
社成员从 20多户发展到 300多
户，面积从 300 多亩扩大 1300
多亩辐射 5000 多亩，通过“基
地+农户”产业化模式，实行供
种、植保、标准、收购、品牌“五
统一”，亩效从二千多元提升至
近万元。合作社与南京农业大
学食品学院、江南大学食品学
院等合作，进行红香芋深加工，
提升产品附加值，红香芋种植
成为农民的致富产业。

合作社理事长蔡冬生表
示，春季芋头种植和管理极其

重要，红香芋一般在 3月至 4月
上旬种植，选择土壤较深、肥沃
和低平的土地种植为佳，红香
芋发芽适宜温度在 15至 20度，
幼苗期为 20 至 25 度。播种 20
多天后，破土出芽要及时破膜
引苗，并将膜孔处湿土弄好。
目前，合作社 211 户社员，在合
作社指导下推进标准化生产，
实行品牌化种植。

红香芋是我区高效设施农
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致
富增收重要途径之一。近年
来，建昌红香芋相继获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健倡”牌建
昌红香芋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江苏十大人气地理标志品
牌”等殊荣。 蒋建君 尹婷婷

本报讯 最是一年好春景，
花红柳绿满黄庄。连日来，西
城街道黄庄村的村民奔走相

告，沿江高铁站和枢纽选址小
桥自然村，拆迁工作全面启动，
他们将成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政策红利释放的获得者。
“我们全力做好拆迁、清障

和征地等保障工作，截至 3 月
18 日，完成散坟迁移 250 个目
标任务，700 余亩苗木、葡萄、
草霉、蟹塘等清障基本完成，
剩余 2 户近日完成，确保高铁
工程顺利施工。”村党总支书
记陈阿平表示，4 月份全面启
动房屋拆迁与企业收储，确保
6 月底完成 117 户房屋拆迁任
务，8 月底完成 7 家企业收储任
务，4 月份完成 650 名被征地农
民进保障工作。

“对拆迁和清障，村民举双
手赞成，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花
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整个清

障工作。”党员徐鹏说，村 8名党
员干部从春节防疫到动迁清障
没有休息过一天，大家加班加
点、合理分工，成立拆迁、清障、
征地进保障 3个工作小组。

“我们终于迎来了高铁时
代。”村民姜忻说，“拆迁后不仅
可以住进新小区，而且进保障，
这是天大的好事。”

“我们将拆迁与防疫相结
合，发挥十户长作用，做好防
疫、动迁相关政策宣传。现在

‘有形卡’虽然拆了，但‘无形
卡’依然存在，全村 50名十户长
奔走在防疫和动迁清障一线。”
党员马雷说。

“2019年，黄庄村稳定性收

入 90 多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9万元，实现如期脱贫目
标。”陈阿平说，下一步将以沿
江城际铁路站台和枢纽建设为
契机，将释放的政策红利用于
美丽乡村建设和村级经济发
展，并以毗邻沿江高铁、沿江高
速和茅山旅游大道，大力发展

“道口经济”，发展“民宿经济”，
对土地进行整理和布局，建设
千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 500
亩优质水稻基地，250亩高效蔬
菜基地，250 亩葡萄果品基地，
不断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并
结合电商平台建设，实现产、
供、销一条龙服务，带动农民致
富增收。 蒋建君 周宁

西城街道黄庄村：

瞄准“道口经济”献力“高铁枢纽”

昌玉合作社:
优选芋种 完成春季栽种

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农机
“蓝背心”便民服务队走进指前
镇、薛埠镇、直溪镇等镇村，开
展水稻“插喷同步”除草新技术
推广活动。

为了解决传统水稻种植过
程中除草难、成本高、机械化程
度低等问题，近年来，我区农机
推广站、植保站与省农科院合
作，研发出“插喷同步”除草新
技术。

不同于传统除草技术的
“两封一杀”，“插喷同步”除草
技术将喷药装置、除草剂和安
全解毒剂进行整合，从而实现

“一次封闭”就能够达到“二次
封闭”的除草效果。节省了施
药次数，减少了除草剂的使用，
省工节本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区农机学校校长许高权告
诉记者，经过多年试验示范，

“喷插同步”除草技术可以有效
治理稻田抗性杂草，除草剂使
用次数减少 1—1.5 次，用量减
少 35% 以上，每亩为种植户可
节约成本 30—50元。

在各个镇村的推广活动
上，服务队队员现场进行“插喷
同步”装置的安装、调试以及喷
药演示，让农户能够详细了解
此项新技术的优势。

“今年这个技术的推广量在
100台以上，占到全区1/3以上，”
许高权表示，希望通过2—3年时
间，能够让我区所有插秧机运用
上这一技术，解决水稻除草大问
题，助力水稻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钱洋 陈玉婷 文/摄

“插喷同步”除草技术助力
我区水稻绿色高效生产

曲径通幽处 春从茅山来
蒋建君摄于茅山保朴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