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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流淌的苏北灌溉总渠袁犹如一条
飘逸的玉带绕镇而过遥 人在镇中尧镇在画
中袁看得见蓝天尧近得了绿水尧记得住乡
愁袁 是多少人追逐和向往的生活与居住
环境遥

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的百年小镇袁也是
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遥 这里,一方
方田地蒜薹飘香袁 一座座崭新农民集中
居住点拔地而起袁 欣欣向荣的集镇服务
业袁时尚新颖的城镇化建设袁无不让你感
受到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崭新的城镇面
貌遥 这里就是临海镇遥

农民住上野暖心房冶
一汪碧水环绕着村庄袁常绿树掩映着

白墙红瓦遥这就是临海镇金海安置点遥小
区内道路干净整洁袁房屋错落有致噎噎

野如今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袁这吃住
都不用愁浴 房子再也不是原先年久失修
的老房子了袁大都住上小楼房遥 冶村民尚
守英指着不远处新建成的楼房说

该镇按照 野统一规划尧 分步实施尧一
体推进冶的思路袁在充分体现临海特点的
基础上袁 着力构建令人耳目一新的空间

总体布局曰完善了 13个集中居住点规划袁
坚持做到一点一个规划袁保证各具特色曰
在充分尊重农民生活习惯和兼顾生产尧
生活的基础上袁优化房屋结构袁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需求遥

同时该镇组织人员深入每家每户进
行全面调查袁摸清群众意愿袁为全面启动
建设提供民意保障曰按照市县文件精神袁
把退宅还耕的红利不折不扣地兑现给农
民袁激发农民意愿曰对集中小区建成后的
管理等问题袁在充分尊重民意尧集思广益
的基础上袁出台叶临海镇农民集中居住区
建设管理意见曳遥

据悉袁 目前该镇已拆除危旧房 280
户袁新建各类农村居民房屋 18户袁先期启
动了东兴集中安置点建设遥 金海安置点
24户前期工作已完成袁 完成了已建集中
居住点道路尧水泥场地尧雨污管道尧绿化尧
路灯等基础配套建设袁108 户 野四类人群
住房条件改善冶工作圆满完成遥

集镇野颜值冶得提升
集镇人居环境不仅是全镇的外在野颜

值冶袁更关乎群众的生产生活遥 为了提高

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袁 该镇不断完善集
镇基础设施袁全力提升集镇品位袁让百姓
乐享安居遥

去年以来袁该镇积极推进集镇向北发
展袁交警队尧派出所搬迁工程正在施工袁
完成市民广场尧 足球场等公共服务项目
建设的前期工作曰大力推进厕所革命袁七
座集镇公厕已交付使用曰 完成了八大社
区下水道和农贸市场下水道改造工作曰
对桥南街尧桥北街尧中心街和陈李线 68盏
路灯进行维修曰 完成 15个违规广告高炮
拆除工作曰对集镇雨水管道尧污水管道进
行疏通曰 并对全镇 336 个花木箱进行刷
新袁全力改善集镇居住环境遥

野我们将严格按照美丽乡村的建设要
求袁突出集镇的道路亮化优化袁重点打造
临坍路两侧绿化带袁 建成一条林荫式大
道袁 让镇内的百姓感觉到生活在园林
中遥 冶临海镇相关负责人如此介绍遥

乡村走上振兴路
当你步行在该镇的乡村道路上袁映入

眼帘的是一幅生态清幽的美景图院 绿水
沃野间整齐排列着一栋栋精美别致的农

家小院袁 洁净的水泥路延伸到农家门前袁
房前屋后树木环绕噎噎这是临海镇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镜头遥

该镇聚焦乡村振兴袁加快推进野一镇
两园冶建设曰编制了省级农业示范园区规
划袁全镇调减低效粮油作物尧发展特经作
物 2.2 万亩袁其中院发展稻田综合种养面
积 3000 亩袁 发展林下经济种植菊花尧辣
椒尧瓜果 2000 亩袁发展畜禽养殖 500 亩袁
发展设施农渊渔冤业 2000 亩袁新增大蒜面
积 6800 亩袁栽植林木 1780 亩袁改造低效
农田尧发展优质稻米 11000亩遥 大蒜保有
量达 4万亩袁成立镇海涂管理公司对全镇
5000 亩蟹苗繁育产业进行规范管理袁积
极打造产业示范基地遥 在双洋尧曙东等沿
海村居推广工厂化养殖 5000 平方米袁显
著提升亩产效益遥

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产业兴旺是重
点遥 全镇上下应同心协力发展产业袁因地
制宜做出特色袁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
到实处遥 冶 在该镇的经济发展大会上袁该
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言语铿锵地表示遥

绿野处处皆风景
要要要临海镇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纪实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野我原本在苏州打工袁积累
了点资金遥听说镇里出台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袁于是
我便回来创办了养鸡场遥 冶日前盘湾镇振阳村蛋鸡养殖户
刘雪晴对笔者说遥

近年来袁盘湾镇认真落实省尧市尧县关于鼓励农民创
业的相关政策袁 把农民自主创业尧 返乡创业纳入工作日
程袁以创业带动就业尧促进农民创业为工作重心袁采取多
种措施袁积极开展农民创业活动遥该镇对有创业和转移意
愿的农民袁镇政府整合相关部门资源袁制定出台了方案和
政策袁在小额信贷尧建设用地审批尧项目规划等方面向自
主创业尧返乡创业的农民倾斜遥 鼓励有经济实力尧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袁 并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创业
带头人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遥 通过深入挖掘农民工返
乡创业典型尧农民自主创业典型袁积极宣传引导袁使更多
的农民加入到创业中来袁真正使农民得到实惠袁创造更多
的经济价值袁过上富裕的生活遥

盘湾镇

引领农民奔“钱途”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在黄沙港镇东方村袁村民张光
明家大门上挂着的野十星级文明户冶锦旗耀眼夺目袁十颗金
星熠熠生辉遥 张光明自豪地说院野自从镇上开始评选耶星级
文明户爷袁我们家就行动起来了袁全家老少齐上阵袁按照耶十
星级爷的标准去做袁终于摘到了耶十颗星爷袁我们全家感到非
常光荣遥 冶

去年以来袁黄沙港镇围绕培育新型农民袁塑造农村新
风貌袁开展了野争当星级文明户冶活动遥 通过星级文明户的
辐射带动作用袁 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触角延伸到最基
层袁找到了一条提高农民素质袁实现农民自我管理尧自我教
育的途径袁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明建设遥

据了解袁该活动刚刚开展时袁村民们并不关心自家野星
星冶的多少袁哪怕被评为野一星户冶尧野两星户冶也不在乎遥 可
后来看到别人家门口挂的野星星冶逐渐多起来袁大家都来了
劲儿袁你追我赶袁都争着要当野十星户冶遥 野十星冶分别指道
德尧守法尧义务尧致富尧计生尧科技尧新风尧文教尧团结和卫生
十颗星遥 每个季度袁由村民代表组成的文明评审团对每家
每户进行评定袁哪个方面做得好就得一颗星袁得不到就督
促改正遥

近年来袁该镇严格标准和程序袁已创建野十星级文明
户冶322户遥这些野星户冶分布在全镇各社区尧村袁他们已经成
为推动农村文明发展的示范户和带领群众致富的 野领头
雁冶遥

黄沙港镇

农民踊跃“戴星”

本报讯渊通讯员 翟学武 张建忠冤1月 5日下午袁外面
下着蒙蒙细雨袁 长荡镇港南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留宜组织
农机手陈昌华等人开着抛肥机为本居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的 965亩小麦进行突击施肥遥 这是该镇抓好冬季农作物田
间管理的一个镜头遥

为确保大小麦等夏熟作物安全越冬袁 该镇成立了冬季
农作物田间管理领导小组袁 认真落实好冬季田间管护责任
制袁要求全镇 14个村渊居冤成立冬季田间管理小组袁不定期尧
不定时逐村渊居冤进行巡查辖区范围的麦田尧油菜田生长情
况袁坚决杜绝畜禽啃青尧踏毁现象的发生曰要求全镇广大农
户及时做好清沟理墒尧 排水降渍袁 重施腊肥促长促壮等措
施袁确保冬季大小麦以及油菜尧蚕豆等农作物正常生长曰通
过村渊居冤宣传栏尧宣传单页尧村渊居冤广播尧流动小喇叭尧村民
小组会等形式袁广泛深入宣传加强冬季田间管理的重要性曰
组织农技人员配合驻村渊居冤镇分工干部以及村渊居冤干部深
入全镇各村渊居冤97个村渊居冤民小组 1.2万多个农户的田间
地头野零距离冶开展冬季大小麦苗情尧墒情尧病虫野三情冶调
查袁现场指导农民及时划锄袁破除土壤板结袁增温保墒袁并做
好化学除草尧综合防治病虫害等工作袁及时做好病虫害的监
测防治袁采取野发现一点尧控制一片冶的办法袁最大限度地减
少越冬菌源袁为今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遥 截至目前袁该
镇 6万多亩小麦尧1万多亩大麦袁2500多亩油菜尧1000多亩
蚕豆等农作物已基本做到管护一遍尧施肥一遍遥

长荡镇

为冬季农作物“穿上防寒服”

元月 13日下午袁 记者
顶着寒风来到凤凰高效农
业示范园采访袁面前一个个
巨型蒙古包状的大棚匍匐
在园区内遥记者走进一个大

棚袁感觉周遭暖烘烘的袁眼前翠绿葱茏袁圆润饱满的西葫芦挂满
了藤蔓袁一片旖旎春色遥

此时袁一个脸色黧黑尧大约 40多岁的男子迎了上来遥他叫尤
武袁是这座大棚的主人遥野去年以来袁我承包了 54亩大棚袁主要种
植西葫芦遥去年 12月初西葫芦就开始上市遥 冶尤武蹲下身袁指着
一株西葫芦对记者说袁野别小看这西葫芦袁它生长期比较长袁能结
到明年 6月份袁每亩产量达 4500公斤袁按照现在每公斤 6元的
批发价计算袁每亩西葫芦可以卖到 27000元遥 冶

野是啊浴 要是遇上好年景袁我家 54亩大棚就可以达到 70多
万元的纯收入遥我们夫妻俩都觉得像做梦一样袁一亩大棚居然赶
上以前一个人一年打工的收入袁 种大棚的确比打工种庄稼强了
很多遥 冶尤武的妻子杨杰一边摘西葫芦装进网袋里袁一边乐呵呵
地告诉记者遥
据尤武介绍袁他们夫妻俩以前在耦耕种了 9年大棚袁在凤凰

村至今已经种了 8年袁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遥 野这些植物都是
有生命的袁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小心呵护遥其实种植西葫
芦很省事袁它在早期没有什么病虫害袁只有在晚期才要喷施低毒
农药预防蚜虫尧白粉病等虫害遥可以说袁西葫芦是无公害蔬菜遥 冶

野轰隆隆噎噎冶大棚外传来一阵卡车声遥记者走出瓜棚袁只见
卡车的驾驶室里跳出三个中年人袁 领头的中年人急吼吼地冲着
尤武嚷院野尤老板袁 再给我一车货袁 前天的货到了上海居然不够
卖遥 冶

这中年人姓王袁是兴化的经纪人袁他已经和尤武合作多年遥
连日来袁随着我县的西葫芦相继成熟上市袁种植户们迎来了丰收
季袁外地的商贩也蜂拥而至遥

野不瞒你说袁射阳产的西葫芦因其生态尧无公害袁在外地市场
很畅销遥 在上海和苏锡常地区的菜市场都卖到一公斤 16元了遥
我这卡车有 10吨袁除去运输和人力成本袁我们一趟也能赚个 4
万元遥 冶王老板边指挥往车上搬西葫芦袁边对记者说遥

忙碌的大棚内外暖意融融袁 丰收的喜悦荡漾在每个人的心
田遥

阳光大棚溢春色
本报记者 杨向东

当前，已到了一年中农业生产的闲暇时光，不少
农民开始给自己“放假”。利用冬闲时间做些休整无
可厚非，但千万不能因冬闲而无所事事。冬闲莫要闲，
每个农民都应该利用冬闲时间，为自己“补补课”，为
农田“补营养”。

要为自己“补补课”。现代农业发展已经步入比
拼科技的时代。同样的一亩地，种植新品种、利用新
技术、发展新模式，也许就是十倍，甚至百倍的产出。
农民要利用冬闲时间，主动结交农业专家、主动走进
农家书屋，虚心问、认真读，及时把握新信息。有关部
门，特别是农村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农业技术部门，要
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组织和引导农民多学习、多“充
电”，让他们多掌握一门技术，多了解一项技能，全面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农民还要在各种交流
学习中，分析和研判市场，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科学判
断市场行情，在适当的时候种植适当的品种，从而获
得更高的收益。

要为农田“加加餐”。在收种季节，农民抢农时，赶
进度，一些必要的农田设施建设都被延误下来，冬闲
正是“补课”的好时机。专家指出，冬季是一年中最适
宜挖沟理墒、增加地肥的季节。农民朋友应该主动抢
抓季节，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针对各田块的实际
情况，及时做好设施建设，在来年生产中真正做到“旱
能灌、涝能排”。农民朋友还应根据作物生产特点，及
早做好冬管工作，该施肥的施肥，该保温的保温，这样
来年才有好收成。

冬闲莫要闲。只要每个农民都忙起来，而且忙对
了方向，那来年增收致富的道路一定能越走越宽。

农民冬闲不妨“补补课”
易木

冬季养鸭袁由于气候环
境等因素影响袁容易出现生
产成本高尧成活率低尧经济
效益不理想等情况遥笔者根
据多年调查及实践袁介绍提
高冬季养鸭效益需要解决

好的问题遥
卫生和消毒

卫生消毒工作是养鸭基础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遥进入冬季袁
天气多变袁雨雪天气多袁气温下降袁造成鸭适应能力和机体抵抗
力降低遥因此袁卫生消毒工作必须做到及时尧彻底尧有效遥特别要
注意中小鸭舍的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袁 防止中小鸭感染疾病和
前期生长不良遥 每天对中小鸭舍进行带鸭消毒袁 有利于鸭舍地
面尧垫草和空气的净化袁防止中小鸭通过呼吸道和损伤皮肤感染
鸭传染性浆膜炎等多发病遥
冬季鸭群的生活空间大多在室内袁 鸭舍室内卫生的清洁是

解决冬季养殖整体卫生水平的关键遥实践证明袁垫草干燥卫生直
接影响商品鸭增重和料肉比遥湿的垫草会产生大量氨气袁造成鸭
舍空气污染袁导致鸭群疾病流行袁影响生长发育遥

温度和通风
冬季要正确解决和处理温度尧通风问题以及二者的关系袁将

直接影响整体生产水平的发挥遥一般养殖场袁保温主要靠简易的
炉火尧农膜等来调节袁要按照技术标准要求袁严格调整不同日龄
鸭的室内温度遥7日龄之前袁温度 34益~27益曰8日龄~21日龄袁温
度 26益~18益曰22日龄至出栏上市袁常温渊15益~20益冤遥

通风与否应根据鸭舍氨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来定袁 一般进入
鸭舍未感到刺眼和呼吸困难等情况袁并且温度适宜袁可采用在鸭
舍顶棚上方安全通风设施开一个小通风孔进行小气流通风曰若
进入鸭舍感觉刺眼和呼吸困难时袁 说明空气中的氨气和二氧化
碳浓度过高袁应查找原因袁如垫草的干燥程度尧饮水采食器的卫
生状况尧消毒等情况遥 有问题应及时处理袁同时打开顶棚通风设
施或通风孔袁进行大气流通风袁切忌进行纵横向通风袁造成室内
温度骤然降低袁导致鸭群感冒遥

饮水和水温控制
水是鸭生长过程中必需的物质袁 应始终保证给鸭提供容易

摄取尧清洁卫生的饮水袁同时注意饮水的温度袁特别是育雏期间
鸭的饮水温度遥雏鸭理想的饮水温度在 20益~25益曰中成鸭理想
的饮水温度在 10益或略偏上为好遥 切忌冬季让鸭饮冰水遥 如果
鸭饮水量降低袁24小时~28小时就会引起鸭进食量降低袁从而影
响生长速度袁同时鸭群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也会相应降低遥

如何提高冬季养鸭效益

近年来袁 我县牢牢把握农业增产尧农
民增收工作总基调袁强势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袁全县农业发展呈
现出稳中向好的喜人局面遥

上图为种植户在修整草莓藤蔓遥
左图为农技专家在检测土壤酸碱值遥

彭岭 盛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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