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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朱林镇黄金村早稻开
始收割，5 天后将加工成今年全省最
早上市的有机软米。黄金村今年插种
有机软米早稻 150 亩，品种为提纯复
壮后的“乳玉一号”。育秧时引入大
棚钵苗技术，出苗齐整，避免了 3月
下旬降雪倒春寒影响。今年 5 月 3 日

“开秧门”前，由耕牛将休耕轮作田
块种植的红花草翻耕入土作有机肥
料。早稻生长期内，采用“稻鸭共
作”模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全
程实行“品种优质化、生产绿色化、
管理标准化”有机栽培。

李航是黄金村村干部、防疫生产
突击队队长，他说受前段时间持续阴
雨和近期台风影响，早稻仍出现部分
倒伏现象，预计亩产在 250公斤左右，
每亩约产米 150 公斤。今年村合作社
新添置了大米加工生产设备，大米色
选更精准，软米品质和口感也将更有
保证，产品由合作签约专业公司销往
浙江、上海一带，每公斤预订价格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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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到葡萄
上市时，西城街道黄庄村
葡萄园就忙开了，各地批
发商和散客云集，夏黑、
巨峰、阳光玫瑰倍受欢
迎。今年，黄庄葡萄园、
立发葡萄园在精细化管
理、采收、包装上做足文
章，通过“促成+大棚避雨
栽培模式”技术培育出高

品质葡萄，打造出黄庄村
特色的农产品牌。

近年来，黄庄村坚持
“党建引领、经济发展、民
生保障”三轮联动，致力
发展农业产业，助力脱贫
攻坚，创新工作思路，依
托当地土地资源，狠抓富
民产业开发，黄庄村 2019
年 村 级 集 体 收 入 达

190.49 万
元 ，村 民
人均收入

达 29000元。
黄庄村抢抓南沿江

城际铁路建设契机，依托
高铁道口在黄庄周边利
好形势，搭建“党建+产
业+电商”新平台，进一步
拓宽黄庄葡萄销售渠道，
提高黄庄草莓、桑葚、螃
蟹等其他农产品知名度。
并在巩固现有现代农业

产业园基础上，利用整理
后的白龙荡毗邻147亩滩
涂地、立新600余亩水面、
蔡家园200余亩水面建立
更多的特色种养殖产业
基地,充分整合利用集体
土地资源，有选择性地开
发电商、物业、物流等服
务性产业，弥补黄庄“造
血”功能空白，全力打造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农业发展之路。

蒋建君 周宁

黄庄村：“ 三 轮 联 动 ”促 增 收

本报讯 在区河长
办日前组织召开“五好河
道”创建初评会，薛埠北
河、张家坝水库、庄阳港、
新建河基本满足常州市

“五好河道”评定标准，同

意推荐为常州市“五好河
道”名单。

由相关部门组成的
工作组实地查看了四条
河道，现场了解河道建设
情况，观看了四条河道创

建短视频，听取了创建单
位建设情况汇报，查阅了
相关台账资料，并对照

《常州市“五好河道”评定
管理办法》及《常州市“五
好河道”评价指南》进行

了交流与讨论，充分肯定
了四条河道的创建成效，
同时建议在后续工作中
进一步加强现场维护和
管理。

陆燕 蒋建君

四条河道通过“五好河道”区级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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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烂摊子”

2000 年 4 月，43 岁的徐明
富从金坛供销合作总社下面的
分公司回到当时的社头镇旭红
村，在这之前，他在村委工作
过，也“下海”跑过供销，做
过厂长。

“当时的旭红村经济状况很
差，一条两米宽的砂石路都没
有。一年换一个书记，原先连
续换了 4 个书记，每一个村书
记，最怕过年。”在巨大的经济

压力下，支部会都很难开展。
春节前，村民集中坐到徐明富
的家中开始要债。

“跑五次、十次都没用，我也
拿不出钱。这样，我给你们立个
保证，每年支付百分之十，10 年
还清。如果家里出现非正常情
况，确实需要用钱，我再适当调
整比例。”当时村委会没有办公
室，自己对于未来村集体经济
发展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村级
增收的渠道少、能力小、办法
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一段农

业学校的求学经历，让“农业”
二字撬开了徐明富的新思路。

钱从哪里来

“钱从资源来，从项目来，从
思路中挖开来。”从事过农资供
销的徐明富笃定，农村就是矿
藏，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废塘、
废沟、荒田这些限制的土地都可
以利用。村委通过争取国土上
的项目来开展整治，净增耕地面
积后进行发包，完全可以增加村
集体收益。

“比如说，核定项目 100 万，
我们村级打包，按照上级规划要
求项目做了合格通过验收后，就
可以拿到 100 万，除去开支结余
的钱就是我们村委的。”项目就
是宝，徐明富一方面整合村级资
源，净增了耕地。另一方面，就
是千方百计“寻宝”。

2001 年旭红村迎来了第一
个项目，晨风集团的“千亩桑
园”，项目总投资 500 万。2004
年，旭红村在国土上争取了一个
项目，共动迁 29 户村民。当时
那个自然村村庄比较偏，废塘废
沟比较多，通过拆迁后的土地整
治发包，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随着集体经济的满满壮大，
2004 年，旭红村建起了办公楼，
这在当时的金坛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办公条件和村环境的改

善，引来一些项目开花结果。
2006 年，村委债务全部化解，比
原先计划的 10年提前了 4年。

2013 年 9月，旭红村与建春
村合并，更名建春村。徐明富在
村里组建了雄狮农机专业合作
社和绿禾植保专业合作社。创
办合作社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
增收，一个是服务于老乡。

“最先我们合作社免费给农
民打农药，只收药费，人工费免
费 。 农 药 是 由 城 里 面 统 一 配
送。”在村里，徐明富成立了 11
个组织，买了 11 台喷洒农药的
机械。借助省里统防统治激励
政策，村里为老百姓服务好可以
有 40 万的补助，人工费有了着
落，村民也得到了实惠。

小康看老乡

“是不是小康，不是财务数
据说了算，而是老乡说了算。”这
是从事农村工作多年的徐明富
深谙这个道理。在他看来，小康
从来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切切实
实的幸福感、获得感。

2012年，在徐明富手上流转
的土地已经达到 85%，村里集中
了好多种粮大户，为了解决大户
的晒粮麻烦，雄狮农机合作社建
起了 600 平米的烘干房，采购了
4台 10吨的烘干机，立马解决了
大户的水稻烘干难题，同时也为

村集体经济创造了收入。随后
插秧机、收割机、中拖等设备逐
步添置完备，村集体每年可以获
得 40-50万一年的收入，而村民
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以获得
750 元一亩的收入，村里留守老
人为种田大户打工，每天获得
100元-120元的收入。

2013 年，建春村投入了 700
万建立了建春农地股份合作社，
建造了 3000 多平米的生产用
房，又购置了 40 吨烘干机。建
立了一套现代化的米业加工设
备从田里的稻到烘干进仓库，再
加工成稻米到后期的大米销售
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村里相
继建设了 4个健身广场，配备了
健身设施，完善了污水收集处
理，开展了路灯亮化，整个村庄
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从贫困、脱贫再到小康，
一路走来很多艰辛，很多机遇。
这些都是新时代新政策在引领
着我们广大农村干部，而未来
的农村，一定会蒸蒸日上、越
来越好。”徐明富如是说。

徐欢

徐明富：带着老乡奔小康

徐明富（左）和指前镇建春村村党总支书记潘一炳在健身广场交流
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