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 1165.26 万亩耕地、4553 平
方公里沿海滩涂，以占全国0.6%的耕
地，生产了约占全国1%的粮食、1%的
肉类、2%的蔬菜、2%的水产品和3%的
蛋类，盐城，以宜农宜林、宜牧宜渔的
独特资源优势和生态禀赋，成为长三
角地区面积最大、生态最好、体系最
全的平原农业区。

鱼米之乡兴农事，盐阜大地好
“丰”景。2023 年，盐城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实现1454.4亿元，是长三角中
心区27个城市中农业总产值唯一超
千亿元的城市。近年来，我市锚定

“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目标定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市，全力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
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

深化“小田变大田”改革

40多年前，一纸分田到户的“秘
密契约”，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
幕，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
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40多年后，新的问题逐渐浮现。
农民承包的小田、碎田，如何开展规
模化种植，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2019年9月，亭湖区入选第三轮
省农村改革试验区，针对土地细碎
化问题，试点开展“小田变大田”改
革。2023 年，我市“小田变大田”改
革经验被中央一号文件吸收。如
今，“小田变大田”改革，正在持续向
纵深推进。

近年来，我市按照“承包权不
变、经营权连片”的思路，最先在亭
湖区开展“小田变大田”改革。据统
计，改革前后地块数量减少 70%左
右，溢出土地5%左右，每亩减少生产
成本 200 元左右。作为全国唯一承
担“小田变大田”试验任务的地区，
目前，全市已有116个镇、445个村启
动改革，实现县镇全覆盖，累计完成
改革面积140万亩，其中今年完成40
万亩。

走进阜宁县三灶镇中三灶村，水
稻田集中连片、横竖成行，一片生机
勃勃景象。该镇“小田变大田”改革
整村制推进试点，为水稻生产和管理
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让广大种植户
吃下了“长效定心丸”。“‘小田变大
田’为我们大户田间管理带来了很大
的便利，‘粮田’真正变‘良田’。”三灶
镇种粮大户陈剑锋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乡村

全面振兴，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如何做
好“小田变大田”改革“后半篇文
章”，已成为农业改革下一步重点。
土地集中起来了，如何利用好？不
少乡镇利用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亭湖区
五星村在盐东镇新建村流转租用土
地2060亩，打造五星村田园综合体项
目，建设“五星智慧农场”。五星村党
委书记孙维亚说：“我们还将发展观
光农业、打造‘周末游’主题乐园，让
市民游客在‘吃、住、行’上有一个更
好的去处。”

加快建设“蓝色粮仓”

在响水县，采取低密度多营养层
次养殖模式的海产品养殖基地高效
有序；在射阳县，国家中心渔港·黄沙
港二期码头正式启用；在滨海县，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陶湾一号”海
洋牧场筑礁引鱼……盐城“躬耕”万
顷碧波，“放牧”蓝色家园，唱出了嘹
亮的“海洋牧歌”。

沿海，是盐城面积最广的潜在增长
极。盐城拥有全省最长的海岸线、最广
的海域面积、最多的滩涂资源，近海海域
1.89万平方千米，占全省48%；海岸线
582千米，占全省56%；滩涂面积683万
亩，占全省70%。作为渔业大市，全市
2023年水产品总产量124.3万吨，位列
全国地级市第十，占全省23.8%、全国
1.8%，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优质水产品
供应基地。

今年暑期，响水县野化驯养的10
万亩斑节虾迎来了丰收，健康、鲜活的
斑节虾成功“蹦”进了长三角市场。“丰
收期工人每人每晚能捕捞 400 斤至
500斤，一般每斤40只左右。”养殖工
人乔登华十分高兴。作为响水斑节虾
的核心养殖基地——江苏三圩盐场，
拥有养殖面积2.1万亩，创成国家级水
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今
年，该盐场采用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提
供的虾、蟹、贝立体养殖模式和生态原
位净化技术，预计全年产量可达120
万公斤，产值1.5亿元。

从渔业大市成为渔业强市，离不
开新动能推动。《盐城市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明确将海洋渔业作为九大海洋
产业之一重点培育，通过推动海洋渔

业转型发展、优化海水养殖布局、培
育海产品交易电商、支持远洋渔业发
展、加快现代渔港建设等，支撑海洋
产业发展格局，让海洋渔业成为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走进位于东台的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条南生态健康养
殖基地，1.6 万亩养殖水面碧波荡
漾。“其中，有4000亩淡水养殖区建立

‘一站式’智慧养殖生产管理平台，涵
盖生产、管理、追溯、营销各环节，深
度整合多源数据，实现渔业生产全过
程信息采集，提升渔业养殖数字化赋
能水平。”条南生态健康养殖基地负
责人介绍。

“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成了海洋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下一步，我
市将坚持把发展海洋渔业经济作为高
水平建设农业强市、做强海洋蓝色经济
的重要内容，在做强特色、补链延链、拓
展空间、科技赋能上求突破，着力建设

“蓝色粮仓”。

激活种子“芯”动力

自动喷枪在田边分布成排，水雾
在空中均匀喷洒，水稻在喷灌中愈
发翠绿……这是阜宁县中江种业制
种水稻示范田在水稻制种时令人惊叹
的一幕场景。

中江种业今年新引进的智能喷
灌系统，可以通过测控气温实现水稻
精准喷灌，满足生长期水稻灌水和降
温的需求，助力培育出更优质的“金
种子”。“这个智能喷灌系统能模拟适
合植物生长的小气候。在中午温度
比较高的情况下可明显降温4摄氏度

以上，田间湿度增加 10%左右，这样
能保障水稻在孕穗关键时期有良好
的生长条件，最终保证种子的质量。”
中江种业副总经理查军民介绍。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所在。近年来，我
市充分发挥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基地市、中国蟹苗之乡优势，大力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全面实施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种业创新攻关、
企业主体培育、种业供给能力提升和
种业市场净化五大工程，种业振兴行
动“三年打基础”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市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2024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繁制
种面积首次突破 100 万亩，达 111 万
亩，较前三年同比分别增加 12.6 万
亩、15.6万亩、31.1万亩，年均增长率
11.67%。“盐城水稻种子”获中国地理
标志商标、“神农美玉”玉米商标被认
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

种业创新发展是稳粮增产最核心
的驱动力和保障。“中江种业平均每年
研发投入在2000万元以上，保障种业
创新资金。随着去年公司新建的智能
加工流水线顺利投产，日加工量可达
40吨。目前加工的小麦种，经过智能
加工生产线精选之后包装，10月份前
优质的小麦种全部进入市场，确保秋
季播种用种安全。”查军民介绍。建成
3个院士工作站、组织市农科院等10
家单位培育优质新品种、推进6个省
种业振兴“揭榜挂帅”品种创新项目实
施……厚基础、重科研、创新驱动，盐
城不断点亮种业“芯”亮点，让农业现
代化更加可观可感，让新时代鱼米之
乡更加可触可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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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

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
让 民 族 团 结 的 佳 话 代 代 相 传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
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
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1951 年，包括你们
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
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
年来，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

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
篇章。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
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
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
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

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
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
烂。

1950年，云南普洱专区各族代表
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
庆祝活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亲切接见。1951年元旦，普洱专
区各族群众举行盟誓大会，以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立下誓词碑，表示“一

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
家庭而奋斗！”48名各族代表碑上签
名。近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
代表后代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当地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过上幸
福生活的情况，表达牢记誓言跟党
走、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贡献
力量的决心。

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市 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
——“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系列报道之四

□记者 孙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