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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华）今年，浮桥镇将围绕“一轴
两园三片区”，持续打造浮桥农业立体复合发展新业
态，把“11111”工程落地落实。

具体地说，浮桥镇将进一步加快三市村等1000
多亩菜篮子工程建设，强化与苏州市农业科学院等
大院大所的对应，突出“科技兴农”，尝试引进蔬菜新
品与种植新模式，发挥出菜篮子基地在产品规模、蔬
菜保供、种植收入上的带动效应。

以太仓白蒜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为契机，在
牌楼白蒜基地上，开展种收全程机械化模式试验推
广，完成“太仓白蒜”产销一体化平台建设。要从大
蒜种植、大蒜收割、大蒜加工、大蒜底蕴等全链条式
讲好“白蒜故事”，打响“苏仓楼”品牌。要在糖蒜、醋
蒜、蒜泥等深加工产品上发力，在大蒜秸杆还田打造

“蒜田米”上做出探索，在大蒜衍生品制造除虫剂、提
取蒜精油上积极对接。

杨林、浪港近1万亩粮食生产基地，要持续扩大
水稻机械化水平。有序协调好3个烘干基地的调配
工作，逐步将烘干产能提升到最大效能。

此外，该镇以新邵村等1000亩的中华绒螯蟹种
蟹基地为依托，打通中华绒螯幼蟹、扣蟹、成蟹全周
期的培养流程。加快“三高一美”工程建设，快速推
进茜泾、方桥、七丫等63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方
案设计、招投标、开工建设，确保到年末高标准农田
占规划区外农田比例达70%。加快推进新邵村等
超1000亩高标准鱼池的规划建设。开展好4000亩
以上的轮作休耕，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95%
以上，农药用量保持负增长。

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浮桥打好农业产业牌

本报讯（记者 李华） 日前，市农药集中配送领
导小组办公室举行2021年太仓市春季农药集中配
送招标工作，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全程透明化。市农药集中配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于2月26日在“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太仓市
2021年春季农药集中采购供应商备案的公告》，3月
5日发布《2021年春季农药集中采购供应商备案资
格预审结果公告》及《2021年太仓市春季农药采购
项目招标公告》，及时发布招标信息，确保预审等准
备工作规范开展。

评审科学化。招标工作由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
监督，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7家单位全程参与，由
植保专家、农资经销员、种植大户等组成的评标委员
团队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投标方案科学合理、产品
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完善、符合采购需求的25家企
业、205只农药。

服务精细化。本次农药招标工作，定标金额共
约2800万元，可为农户节约用药开支800万元；市
供销合作总社将通过全市26家供销基层农资网点，
将春耕所需农药精准配送到田间地头，将服务下沉
到基层“末梢”。

农药招标采购
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昨天，市农业农村局、市
公安局、市市场监督局、长航公安局苏州分局太仓派
出所及浏河镇在华东水产品交易中心（市场），联合
举行长江流域水域禁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
参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全力推动
境内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深入开展。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周围商户及群众发放《打
击非法捕捞 保护渔业资源》等相关资料，展板全面
展示了长江流域水域禁捕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市在长
江流域水域禁捕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此
次活动还以案示警，太仓近年来查处的多个重大涉
渔违法案件以展板专题展示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现
在商户和群众眼前，让他们意识到非法捕捞的严重
性。借助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工作人员还就禁止使
用渔具等情况向现场群众进行解说，明确关于禁捕
期垂钓的相关要求，引导市民群众主动了解并参与
到禁捕宣传中来。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是一场持久攻坚
战，接下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加强沟通合作，强化大
局意识，进一步加大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的
社会氛围营造和舆论宣传，让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共
同监督、共同推动，一起做好我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工作。

长江流域水域
禁捕宣传活动举行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

作风效能建设暨农业农村工

作会议，进一步推进2021年农

业农村重点工作。据悉，今

年，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对标对

表乡村全面振兴、率先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紧扣目标

任务，强化工作举措，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全力推进我市“三农”发展再

上新台阶。

“

加快智慧农业布局。把握大数据时代机遇，促进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与
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智慧农业布局，推广农业四
大主导产业现代化生产模式，探索数字技术与生产经
营互通机制，完善4个智慧农业示范场景，新增智慧农
业品牌1个、“智慧农村”示范村2个，确保农业农村信
息化覆盖率超70%。

完善农业园区体系。按照“产业强园、科技兴园、
生态立园、机制活园”为导向，推动全市各类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力争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按
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国家现代农
业园区引进农业创新平台，对接知名农业企业，新增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1个、苏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
个。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大力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挖
掘具有我市地域特色和人文底蕴的农产品资源，培育
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做好太仓白蒜和新毛芋艿的提
纯复壮，打响更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太仓农产
品走向价值链高端。加强农产品品牌扶持运营和推广
力度，年内新增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1~2个、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1个。

全面发力

□本报记者 李华 通讯员 邓鹏

强化稳产保供。今年，我市将加大高标准农田建
设力度，提高耕地质量，加强耕地保护建设，确保粮食
面积稳定、只增不减；再建一批高标准蔬菜基地；要固
产能、优措施、防风险，切实抓好生猪产能恢复和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抓好渔业生产的转型升级，促进水产养
殖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生产
稳定、有效供给。粮食产量稳定度达1.5、生猪自给率达
30%。持续推进“三高一美”建设，新增高标准池塘
4000亩、高标准菜地8000亩，建设美丽生态牧场2个。

提升农产品品质。以争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为抓手，推进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推行农产
品合格证和追溯码制度，加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应
用推广，全市农产品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让“绿色、
安全”成为太仓农产品的鲜明特质。继续抓好化肥减
量增效、农药“零增长”行动，统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确保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达95%，申报创建2021年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
业模式县。

加快农机化转型升级。以建成具有全程“机械
化”、全面“机械化”、管理“信息化”、装备“智能化”、设
施“宜机化”、服务“综合化”、机艺“融合化”、发展“绿色
化”等“八化”标准为目标，促进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
产养殖、果茶桑、农产品初加工等特色农业全面机械
化，主要农作物机械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体制机制创新”国家
级试点工作，实施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系统推进农村改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
村庄清洁和绿化，切实改变农村面貌，持续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培育苏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镇1个以上、苏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村10个以上。

持续推进特色康居（宜居）乡村建设。结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理和品质提升，探索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体制，打造一批特
色宜居乡村，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力争特色

康居（宜居）村占比达80%。特色田园（康居）乡
村建设列入市政府2021年民生实事工程，计划
完成特色康居乡村建设点位30个。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全面贯彻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调研指示精神，发挥临
沪优势做足农文旅融合文章，以区位条件、乡村
旅游资源、地域文化为基础，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推动长江红色农文旅示范区、七浦农文旅
特色康居示范区建设，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等
产业深度融合。力争2021年新增共享农庄2
个、乡村旅游精品路线1条，全市休闲农业收入
突破4亿元。

多举措全力推动富民强村。把发展农文旅
作为促进增收致富的重要工作来抓，加快形成太
仓农民增收致富新业态。要实施好“时代工匠”、
乡土人才等培育工程，完善市镇两级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体系，组织好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扶持农
民就业创业，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强化
集体经济抱团联合发展，持续推进村企对接、企
村联建，启动新一轮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工
作，构建村级经济长效发展机制，推动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村均集体可支配收入力争达到1000
万元。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立足指导、扶
持、服务、规范的职能定位，加强示范引领，创新
机制方法，优化政策扶持，规范行业管理，强化指
导服务，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强素质、外强
能力。统筹配置各级培训资源，完善市镇两级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机制，探索
第三方培训机构参与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中，培训农民1200人次以上。

继续深化农村各项改革。贯彻落实产权制
度改革部署，厘清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关
系，积极开展政经分离改革试点。持续推进“新
型职业农民制度改革”“蔬菜气象指数保险、气象
灾害违约责任保险和蔬菜收购价格指数保险”等
改革试点工作。加快推进“激活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承包地、宅基地权能”这一国家级农村改革试
验任务进度，研究出台《太仓市农村宅基地管理
和改革指导意见》，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成
员资格认定，明确享有宅基地资格权，并选择条
件成熟的村探索开展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和盘
活利用，保障农村集体所有权、落实农民资格权、
搞活使用权。

全力做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加大法律
法规和禁捕制度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长江“十
年禁渔”氛围。持续开展长江涉渔“三无”船舶和
违规渔具清理整治，联合有关部门打击消除非法
捕捞。强化渔业执法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巡护员
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技防+人防”优势，为渔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管理，增殖放流全过程监管，有效加强长江水
生生物资源养护。

坚持开展对内对外帮扶工作。按照上级要
求，继续推进协作帮扶及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工
作。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薄弱村发展长效机制，做

好“十四五”期间苏州市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巩固提升工作，审核确定巩固提升名单，组织项
目申报，精准实施帮扶，促进村集体经济可支配
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双增长。持续开展“阳光
扶贫”入户走访，完善“阳光惠农”监管系统数据
资金信息与项目数据，做好系统的高质量管理。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牢牢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整治和渔业、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严格
监管执法、狠抓责任落实、夯实基础保障，为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聚焦特色康居乡村建设

绘就美丽乡村画卷

聚焦“现代田园城”定位

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聚焦共同富裕目标

激发“三农”发展活力

聚焦重点工作任务

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推动“三农”发展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