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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潭村是临城街道西部“远郊村”，
由东潭、西潭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横
泾河贯穿村庄，为典型的纯农业村。全
村辖16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2780人，
790户；农业总面积4850亩，其中承包
耕地3930亩，人均耕地1.41亩。由于支
撑村级经济的可利用资源匮乏，村经营
性收入较少，工业收入几乎为零。2016
年，该村被原昭阳镇确定为经济薄弱
村，2017年初纳入开发区区划调整。通
过3年的不懈努力，该村在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中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精准施策，着力化解经济发展矛盾

2006年9月，东潭自然村流转耕地
130亩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由于种植失
败，不仅种植户损失惨重，也给村级经
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种植业主宁愿抛
弃墙体设施，也不愿承担租金上缴，村
级因此每年垫支7.5万元以上。西潭自然
村403亩葡萄农庄由于业主经营不善，自
行脱离，村每年承担29万元农户土地租
金。

针对东潭原废弃的52栋日光温室，
该村在逐一排查摸底的基础上，首先确

立权属关系，对自愿放弃设施确已抛荒
处理的迅速对接原当事人，交付村级处
置。积极引进过渡性项目，优先考虑开
荒种植一些经济林果类，争取政策扶
持，明确“谁投资，谁收益”的产权关
系。稳步推进村庄宅基地建设，沿现有
村庄新区向西发展低层建筑，既解决大
棚租金，又提升村容村貌。西潭葡萄农
庄同样创新机制，通过公开招投标等程
序复垦到位。仅此一项，消除双潭村每
年垫支租金37万元，并增加集体收入近
10万元。同时，开发区给予政策扶持，
如猪场拆除兜底帮扶就约600万元，有力
支持了村级集体经济恢复发展。

拓展思路，充分挖掘自然与社会资源

开发区东潭养殖场现有养殖水面800
多亩，上世纪80年代末，原东潭乡举全
乡人力、物力实施“梁山滩”开发，权
属关系为乡镇征用，管理单位为区街自
设单位——养殖场，上缴标底明显低于
本村，且承包经营方式较为复杂。通过
村级领导班子的主动出击与相关人大代
表多次提议，开发区从融合、绿色发展
到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经充分酝酿斟

酌，实施协调统一帮扶和部分分割水面
资源。2019年上半年，原东潭养殖场的
407.9亩精养水面划归双潭村管理统筹，
当年收入增加17.7万元，有效缓解了经济
薄弱状况，促进双潭村集体经济的好
转。在节流方面，作为省三星级环境整
洁村，双潭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从经
济实惠出发，花小钱，办实事，扮新
村。注重在强化村庄长效管护下功夫，
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扮靓村庄。

久久为功，提升现代农业指标体系

该村耕地资源丰富，但支撑村级经
济的水面养殖、机动田等可利用资源较
少，各项经营性收入来源有限，加上历
史遗留问题较多，村级债务得不到及时
化解，2016年村集体收入不足 30万元。
按发展现代农业的指标配比，该村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无力、无钱配套，近
4000亩耕地只有15座机耕农桥，田间道
路不能贯通阡陌，生产河道淤塞严重。

双潭村在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上做
足文章，努力改善集体经济薄弱状态。
该村充分利用“351”省道区位优势、昭
阳路西延战略契机，促进耕地流转，实

行合作化经营。特别是“昭阳环线”公
路贯通后，该村吸引并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大力推进耕地流转工作；注重
村级机动田、节余田资源的积累，既增
加农民收入，又大幅改善村级经济；发
挥业主主观能动性，逐步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走活高效种植与生态发展一盘
棋。

2019年春，双潭村从小农户种植的
“铁板一块”跨越到大规模土地流转的
“一鸣惊人”，3500多亩耕地流转到位，
占全村耕地面积的90%以上，为村级集
体经济创收管理费15万多元。同时，村
组织一班人拓宽视野，积极谋划，通过
上争项目，探索多渠道、多类型、多元
化的发展路径，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50
万元以上。

如今，双潭村已成功化解村级债
务，实现村级高效快捷运转。2019年，
村集体总收入267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52.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85万元，名
列临城街道纯农业村前茅。

在融合发展中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通讯员 冯巧岚

——临城街道双潭村脱贫记

打赢脱贫攻坚战

1.2019年 7月-2020年 6月职工养

老保险费请务必于2020年6月29日前

缴清，逾期不可补缴。

2.每年6月30日至7月2日三天为

年终结转，不可缴纳社保费。

3.因4月26日起人社局社保服务大

厅改造升级，建议参保人员尽量选择微

信自助缴费或就近到农商行网点缴费。

兴化市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指南

一、二Ｏ一九年度（2019年7月-
2020年6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

费标准

二、缴费方式
1.微信小程序

“江苏税务社保缴

纳”缴费。微信扫右

侧二维码，实名认证

后缴费，可自已缴

费，也可为他人缴

费，默认低标准缴

纳，可变更缴费标准。

2.兴化农村商业银行各城乡网点柜

台缴费。持居民身份证前往银行柜台，

缴费时申明缴纳标准。

3.“德生宝”便民服务终端机（小黄

机）缴费。全市各行政村均已配置，可扫

码或刷银行卡缴费。

4.市税务局、人社局缴费窗口缴费。

三、查询途径
1.“泰州人社”“江苏政务服务”APP

查询;

2.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

网上办事大厅查询;

3.“德生宝”便民服务终端机（小黄

机）查询;

4.支付宝中的“城市服务”→“电子

社保卡”→“社保查询”;

5.“我的泰州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

查询;

6.人社局、劳服所自助服务一体机

（大白机）查询。

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
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社保缴费重要提醒

附：微信小程

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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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庄东篱菊花开出增收“并蒂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通讯

员 毛慧静）一匝鲜切菊花，在手里晃吱
晃吱的摇晃，弥漫着幽幽的菊香。日前，
在陈堡镇唐庄村东篱菊花种植有限公司
的一栋菊花棚里，公司创办人时伟根握
着一匝鲜切菊花向记者展示。

时伟根说，他手里的这匝鲜切花，
共 10支，是从棚里采摘的“早熟花”。
这段时间的鲜切菊花行情是每支 0.7元
至 0.9元。他生产的鲜切菊花称得上是

“A”货，无锡一鲜花商已看样订购，每
周上门提货 4000 匝，价格为每支 0.9
元，每匝9元。

鲜切花“A”货为优级花，其标准是：
花头大，花梗长 60公分，梗粗均匀，有韧
劲。该公司每亩大棚种植鲜切菊约 3万
至 3.5万株，按最低 3万支、最低价 0.7元
计算，亩产值为2.1万元。

“产值虽然高，但用工较多。”公司技
术员周洪飞掰着指头说，用工贯穿菊花
整个生产过程，栽苗、剪切、栽植、除草、
施肥、植保、抹牙、采摘等，每个环节都需
大量用工，从栽苗至采摘，一季花每亩需
用工60个，工费约4800元。

鲜切菊花又称“祭拜菊”，是鲜切花
中用量最大的花种，同时因为保花期长，
又称为“长寿花”。去年 12月，陈堡镇武
泽村在外经济能人时伟根，把发展触角

锚定鲜切菊花，并在省特色田园乡村唐
庄村高效农业园租地 50亩，创办了东
篱菊花种植基地。基地高薪聘请菊花种
植技术员，招纳当地23名农妇务工。

为种出A级菊花，基地引进优香白
菊、黄菊品种，实施技术员专利技术种
植管理，施用进口专用水溶肥。基地还
按三批次种植，使菊花分批次上市。

第一批次种植的 13栋（每栋一亩）

大棚菊花，1月初育苗，苗本每株0.27元，
2月上旬剪技定植，4月上旬现蕾。一般

一株菊花现蕾3至5个，需通过人工抹芽
摘去多余的，留存一个。

“现在大棚里的活主要就是抹
芽”，在一栋大棚里正在抹芽作业的 4
名妇女，一脸轻松，她们边干活，边笑
着唠着家常。“活儿轻，又干净，还闻
着花香，一天工钱80块呢。”56岁的女
工徐玉桂说，从育苗开始，她便来基地
务工，至现在已做了 90多个工，7200
多块钱了。

时伟根介绍，基地的第一季菊花将
在 6 月底结束，预计亩纯收入逾 1 万
元。7月始，将启动第二季菊花种植。
鲜切菊一年可种两季。第二季菊花处于
夏秋，气温较高，三个月后便可陆续上
市。计划11月，基地再扩张50亩。

“基地是苏中地区目前唯一的鲜切
菊基地，也是唐庄特色田园乡村一个新
的特色产业，既为创业增收开辟新的路
子，又为就业困难的妇女增收提供了舞
台。”陈堡镇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讯（通讯员 顾长善 袁 野 全
媒体记者 余刘江）市农业农村局充分发
挥自身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对外合作
优势，全方位推进省级试验区建设。目
前，试验区已基本形成脱水蔬菜、米面制
品、调味品、火锅料等七大优势食品产
业，力争打造千亿级健康食品产业集群。

去年初，我市被认定为全省农业对
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我市健康食品产业集群、调味品产
业集聚区优势凸显，开放型农业发展持
续推进。我市现拥有脱水蔬菜加工企
业 83 家，年加工、销售脱水蔬菜 15 万
吨，实现销售收入近 40 亿元、利税 4 亿
元。果蔬食品加工集中区被认定为“首
批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成为“中国
果蔬脱水加工第一县”。在粮食市场大
米加工、五得利面粉等主体示范带动

下，引进和培育米面制品龙头企业，延
伸米面制品产业链，做好“兴化大米”

“兴化红皮小麦”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
发展文章；以“特味浓”为龙头，建设“中
国第一、中国唯一”调味品产业集聚区，
叫响“中华好味道、兴化调味料”中国调
味品之乡品牌；以冷链物流中心为支撑，
充分发挥“安井”食品的示范带动作用，
着力培育火锅料食品产业链；以“梦之
香”粮油、“盛洲”粮油为龙头，拉长食用
油产业链；以生态水乡奶牛养殖基地为
载体、“华夏生态乳业”为龙头，构建现
代乳制品产业链。此外，立足全国水产
品加工示范基地，年加工出口水产品
5000 万美元以上，形成兴化大闸蟹、泓
膏、板桥等20多个省级以上品牌。

近年来，试验区围绕做大做强健康
食品产业，着力招引建链、强链、补链龙

头项目和相关配套项目，努力拓展延伸
产业体系，推进农业产业的绿色、融合发
展。我市已建成 1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8个省级出口农
产品示范基地，建立了一大批各具特色
的标准化、示范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20
多家企业拥有出口原料备案基地，47家
企业拥有出口编号，41家企业有农产品
出口实绩，成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
地、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农产
品加工示范区。去年，我市农产品出口
总额位于全省前列、泰州第一，产品远销
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脱水蔬菜出口总
量占全国 40%以上，是全国乃至亚洲最
大的脱水蔬菜加工基地、出口基地和产
成品集散地。

市农业农村局注重发挥科技创新、
品牌创建的“双创”驱动，加大对成长型、

创新型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培育与监
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新动能。一方面，
出台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深入开展

“五百”产学研活动，分别与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建立战略合作，
成立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和中国健康食
品产业创新基地，为我市现代农业的发
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引
导外向型企业牢固树立以质量和诚信为
核心的品牌观念，推动出口企业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目前，全市拥有“顶能”

“泓膏”“大地蓝”等 3个中国驰名商标，
“顶能”“兴野”“联富”等脱水蔬菜企业通
过马德里国际注册体系或者单一国家注
册，并先后在 35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农
产品境外商标品牌53个。

市农业农村局推进省级试验区建设

既开辟增收路子，又促进就业增收

发挥资源优势 做强新型农业

本报讯（通讯员 韩明华 仇志
军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6月8日，市
市场监管局沙沟分局联合沙沟中心
卫生院、扬州三星电梯维保公司，开
展电梯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模拟沙沟中心卫生院
运营电梯突发故障、电梯停止运行、
人员被困，安全管理员发现后第一时
间通知电梯维保人员，电梯维保人员
火速前往现场排查抢修，救出被困人
员。此次演练还安排医护人员，对被
困者进行心理疏导、身体检查。

市监局沙沟分局
开展电梯应急演练

最近，市文正实验学校因
疫情暂停的社团活动全面恢复
开展，美术、书法、跆拳道、健美
操、文学写作等20多个社团活
动有声有色，亮点纷呈。不久
前，该校跆拳道社团在全国中
学生跆拳道联赛总决赛中勇夺
3项冠军、3项亚军，团体总分列
江苏第一、全国第五。图为颁
奖现场。 吉荣华 摄

社团活动
亮点纷呈

镜头下的美丽唐庄。 梅立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