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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阜 民 丰物 阜 民 丰
一场秋雨一朝露，一阵秋风一日凉。天气由热转凉，全

市各地农业生产进入秋管秋收的繁忙季节，田间地头一派忙
碌景象。

9月21日，在江苏金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繁种基地，
数台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趁着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当前，
大丰区7.3万亩杂交制种水稻已分批进入成熟收割期，制种
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陆续开镰收稻、精收细打，确保颗
粒归仓。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据农情调度，今年全市种植粮食
1498.8万亩，水稻、小麦种植面积持续增长，大豆扩种效果明
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超额落实省定目标任务。当前，
全市秋粮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防灾减
灾等关键措施到位，有望再获丰收。

“今年小麦亩产525公斤，比去年多25公斤。种地十多
年，这季小麦亩产最高。”在建湖县颜单镇千亩稻田，看着长
势喜人的水稻，盘算着全年“丰收账”，种粮大户徐正青心里
乐开了花。

射阳县为民合作社的育供秧基地成立13年来，已成为
我市规模最大、江苏省首批商品化育供秧基地，为射阳及周
边部分县区提供秧苗可种植面积达15000亩。“秋粮好不好，
秧苗很重要。合作社育秧流水线如今已全程实现机械化，生
产成本不断降低。”合作社负责人徐鹏介绍，近年来，合作社
通过不断提升机械化智慧程度和生产管理精细化程度，努力
对冲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盐城坚决扛稳农业大市、粮食大市责
任担当，全市农业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去年全市农产品加
工产值突破3000亿元。布局建设6条农业全产业链，盐城
积极培育壮大粮食、生猪、蔬菜、家禽、水产、林果等六大百亿
级优势产业，万亩特色优质农产品基地面积达72万亩，农产
品长三角地区销售额达359.2亿元，粮食等14个大宗农产品
产量和规模居全省第一。

作为全省唯一连续三年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表彰的
设区市，盐城多年来以占全国0.64%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全
国1.1%的粮食、1%的肉类、1.7%的蔬菜、1.8%的水产品和
2.6%的蛋类，用汗水浇灌一季又一季的丰收，为牢牢把住粮
食安全主动权，扛起粮食安全责任作出盐城贡献。

盐城是百亿斤产粮大市，也是全国
闻名的农业大市。如何高质量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带动农民致富增收，更
高质效实现乡村振兴，本地龙头农企正

用创新实践和务实成效作答。
建湖县冈东街道树新村有1.2万人

口、2.2万亩耕地，原先土地碎片化严重，
村居散落，不利于推进农场规模化运

作。江苏银宝大地禾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对当地农民进行安置，重新整理土
地，各项基础设施重新打造。

一年多时间，新型农民社区建成，
村容村貌整洁靓丽；土地整理迅速完
成，良田成片，作物长势喜人；仓储、烘
干、加工、运输机械等各项配套设施投
资到位，粮食加工厂及办公楼投入运
营。一个标准化农场已具雏形，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目前，银宝大地禾已在全市布局
28个连锁农场，总面积 18.08 万亩，涉
及全市 9 个县区、23 个乡镇近 200 个
村，为规模种植、科学种植打造样板，
起到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近年来，盐城大力培育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形成以专业种养大户和家
庭农场为基础，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农业
龙头企业为骨干，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
存的农业经营格局，有力推动了全市农
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迅速，“1+9+

N”精品品牌体系不断优化，全市农业产
值“大”的优势正不断转化为质量效益和
综合竞争力“强”的优势。

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这个总目标。“村里
先后引进温氏企业猪场项
目和银宝大地禾农业项
目，外出打工的人都回 来
在家门口上班了，
以前哪能想到，这辈
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村里经济发展了，百姓
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新光
村在建成新型社区基础
上，对村民新居、道路建设等进
行规划，文化大舞台、图书室、健
身房、篮球场等公共设施一体
推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聊
起如今的幸福生活，搬进新
家快两年的新光村二组村民朱
从俊竖着大拇指连声夸赞。

□记者 夏恒瑾 通讯员 王玲梅

金秋时节，万物丰盈，盐阜大地处处是丰收的盛景。希望的田野上，农民们脸上绽放出丰收增产的笑容，洋溢着满足与喜悦。

作为长三角中心区唯一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今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关于粮食生产系列决策部署，坚决担起“勇

挑大梁”重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打造东部沿海大粮仓，积极为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作出盐城贡献。

积极克服高温干旱、疫情、农资价格上涨等多项不利因素叠加影响，今年我市夏粮生产取得面积、单产、总产、效益“四增”好成绩，

小麦总产、效益创历史新高。全市夏粮播种面积667.7万亩，夏粮总产51.8亿斤，夏熟小麦、大麦、油菜攻关田亩产均刷新全省历史纪

录，夏熟粮油丰产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

9月20日一大早，响水县陈家港镇新光村三组村民崔
友祥来到自家田里干起农活，已经结穗的600亩连片水稻
随风摇曳，旁边60亩的西兰花也长势喜人，崔友祥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

“现在种田条件越来越好，收益也高。去年8月，村里
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最受益的是我们这些种田大
户。”从最初承包200亩地，到前两年成立蔬菜种植家庭农
场，种了10多年地的崔友祥越干信心越足。

建设高标准农田，既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稳粮安
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强村
富民、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有效手段。为更好落实“藏
粮于地”战略，今年我市已下达
23.855亿元财政资金，专项
用于78.5万亩国家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如今
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850.99万亩，耕地
质 量 等 级 提 升 至
4.82 级，为巩固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提供有力支撑。

9 月 18 日，盐
南高新区伍佑街道
黄巷村一处千亩高标
准农田里，翻滚的稻浪
上空腾起一架满载肥料
的农业无人机，“新农人”
柏越华操控着控制器，3分钟
左右完成一次精准高效的农事
操作。

不远处，田埂上高耸着一支阿里云智
能一体杆，监测到的温度、风向、土壤墒情、稻田长势、病虫
害等各类指标，实时反馈到“耘田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并
对农事活动作出建议。“用无人机作业，一天可以完成约
300亩地的施肥工作。”珠溪一米(江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柏越华介绍，现在只要两三人轻松合作，就能完成以
往10个人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工作量。

建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
准农田，成为实施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
手。今年夏收夏种期间，全市签订机插秧作业协议9000多
份，引导订购适用农机4900多台，指导维修保养各类农机
4万余台（套），持续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规模化
精细化专项作业服务等模式，促进以农机为载体的农业生
产托管扩大规模。

目前，全市土地流转率达63%以上，在探索创新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路径的过程中，盐城还深挖减损潜力，
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收小麦机收率达99.8%。响水、盐
都、滨海、射阳、大丰、东台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
建设已获省财政立项支持，盐城将在两到三年完成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特色农业机械化、农机绿色化和智能化
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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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