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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开展以来，我区在全面“禁烧”的同时，更注重“变废为宝”,按照“疏堵
结合、以疏为主，全面禁烧、常态管理”的原则，坚持强势发动，全民动员，大力推进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着力形成以秸秆还田为主的多元化秸秆综合利用格局，确保2020年全区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96%，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污一条河”的总体目标。

本报讯 近日，在指前镇建
春村，翻耕过的麦田里停着上百
只体形纤长的鸟儿，它们三五成
群、安逸觅食，给美丽乡村增添
了不少灵动。

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业科的李超说：“它们是一些
牛背鹭、池鹭和部分白鹭，这些
鸟类都属于鹭科类的水鸟，它们
都属于江苏省重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现在金坛水鸟数量越来
越多，这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我们
金坛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石庭耀 张袁华

成群鹭鸟飞入金坛 美丽乡村更灵动

本报讯 在朱林镇朱林村，
隆隆的机械声中，经过一台机
器的粉碎、压缩作业，原先成堆
的油菜秸秆很快变成了一袋袋
秸秆碎屑。

相对于稻麦秸秆来说，油
菜秸秆的还田难度大、要求高，
为了杜绝秸秆焚烧现象，朱林
镇引进了一台液压式秸秆打捆
机，实现油菜秸秆的综合利用。

“这个机器是油电混合的，
分为粉碎装置和液压打包装置
两个部分”，金坛区雄风秸秆利
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阿云告
诉记者，油菜秸秆经现场粉碎
打包后拉到合作社进行再次粉
碎，“然后跟木屑混合，再进行
挤压就能成为生物质颗粒燃
料，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记者了解到，这台机器可

进行移动作业，5月底投入使用
后，已经在朱林镇的沙湖、三
星、朱林等村进行了油菜秸秆
的处理作业，这台秸秆打捆机
每小时可以处理 10 亩田的油
菜秸秆，目前已处理近 300亩。

朱林镇农服站农技员王建
和表示，下一步该镇将针对秸
秆打捆机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技术改良。 陈玉婷

朱林镇：引进秸秆打捆机 开展油菜秸秆综合利用

本报讯 指前镇大力开展
秸秆禁烧巡查和综合利用处置
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
利用该镇银湖食用菌有限公司
的技术优势和地理优势，兴建了
20条国内技术先进的高温发酵

食用菌营养基料生产线，实现秸
秆综合利用全年8000吨左右。

据悉，秸杆含有丰富的纤
维素和木质素等有机物 ,是栽
培食用菌的好材料。利用秸秆
基料化技术来生产食用菌，即

实现了秸秆的深度利用，还带
动了当地农民的增产增收，有
效降低食用菌生产成本，更好
地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从源
头上控制秸秆焚烧，从末端变
废为宝。 张袁华

指前镇:“小秸秆”发挥“大用处”

“老板娘，小麦还收吗？”6
月 8 日，必优家庭农场负责人
居云霞刚把自己的小麦烘干
入仓，许多村民争相把小麦交
到她手上，希望通过家庭农场
卖个好价格。

“今年小麦产量高，亩产
在 1350 至 1400 斤。”居云霞忙
得不可开交，“老王，3000 斤；
老李，小麦 4600斤……”

“我们依靠家庭农场，种
田也放心。”村民老杨说得在
理。几年来，居云霞立足家庭
农场，带领建昌圩妇女，奔走
在脱贫致富的路上。

首先，做好资源文章。发
挥天荒湖优质水土资源优势，
流转土地 280亩，投入 300多万
元，购买各种农机具 12 台套，
满足自身生产需求同时，每年
为周边农户服务面积超千亩。
她优选水稻、小麦品种，兼顾
多种经营，对周边农户指导并
提供“一条龙”服务。

其 次 ，做 好 品 牌 文 章 。
2016 年她加盟德国“必优”品
牌，2019年注册“天荒湖”商标，

通过优选软香米、草鸡蛋、红
薯、红香芋等品种，竭力打造

“天荒湖”绿色品牌，增强家庭
农场示范带动效应。近年来农
场获金坛、常州优秀家庭农场
称号，销售网点达100多个。

第三，做好就业文章。居
云霞把目光瞄准“云销售”“云
经济”，在采摘、电商等用工
中，优先向村民倾斜。她规范
土地流转合同，完善设施场
所，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建立
健全各项制度，推进网上销
售、农超对接、直营配送，每年
组织参加常州年货大街、仙姑
乡村过大年等活动。

居云霞说，她正在争创常
州市百佳优秀家庭农场，坚信
在党的惠农政策鼓舞下，要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家庭农场的示
范效应。 蒋建君 尹婷婷

做好“三篇文章”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纪庄河位于金坛经济开发区华科园，长3.4公里，水面
宽30米，该河道将河道护岸、岸坡植被、亲水平台、观景道
路融为一体，既保证了排涝、补水功能，又形成了水美、景美
的生态效果。 蒋建君

注重变废为宝 推进秸杆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