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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 近年来，随着畜禽养殖
量的不断增长，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也日渐突
出。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市兽医站对浏河镇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太仓市华忠奶牛场是浏河镇唯一一家规模养殖
场，已实施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该项目通
过安装粪污处理设施，推行雨污分流、种养结合和
有机肥加工等无害化处理技术，对粪污资源进行综
合利用。现场检查发现，华忠奶牛场的粪污处理设
备运行良好，污水基本做到雨污分流；粪污储存场
地设施完好，固体粪污按规定处理后还田利用，规
模总计2200余亩。同时，各类相关台账资料完备，
记录规范。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变废为宝，如何将
畜禽粪污转化为资源加以利用，是解决畜禽养殖污
染的关键。今后，浏河镇将继续对华忠奶牛场进行
依法监管，进一步提升全镇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
用水平，加快畜禽养殖业由传统养殖方式向生态养
殖方式转变，减少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推进生态畜
牧业健康发展。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农村传统
菜园似乎和“美丽”搭不上边。但在璜泾
镇新华村瞿杨村三星级康居点上，新打理
好的菜园已经种上了上海青。菜园改造
没有过度使用装饰材料，而是因地制宜
采用青、红砖铺设小径，通过几何图形的
相互衔接对田块进行整体规划，既凸显
农家风味，又给菜园合理分区，方便农户
种植应季蔬菜。在路泾村三星级康居
点，新建好的“美丽菜园”还用少量花卉
进行色彩搭配，并融入青蛙、蜗牛等趣味
园艺景观，不仅让美丽新农村保留了生
态田园和农家情趣，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田园生活”，扮靓农户房前屋后，成
为康居点的一景，也成了周围居民最爱

“逛”的地方。
家住新华村的周祖明老人说，村里把

大家的菜园搞得整整齐齐，他看着就像花
园一样。小菜园颜值提升了，其造福村民
的功能也没有改变。通过“美丽菜园”的
建设，在提升外观的同时，还优化菜园功
能，如硬化道路、合理分区、设置尾菜处理
房等，既用好了村民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
自留地，又能提升种植的品质，加快菜园
循环，为丰富村民餐桌、提升生活水平作
了大大的贡献。

浏河>>>
检查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项目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记者日前从沙溪镇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该镇积极做好稳产保供工作，2021
年小麦总产1.15万公斤、水稻总产2.92万公斤，粮
食生产稳定度为1.54，蔬菜产量稳定度为0.9。

2021年，沙溪镇推进“三高一美”建设，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7.4万亩、高标准蔬菜地1.43万亩、高
标准鱼池2250亩；完善绿色农产品体系建设，新增
申报绿色食品种植面积1.24万亩，续展申报绿色食
品种植面积420亩；持续推进绿色优质水稻基地建
设，新建绿色优质水稻基地8767亩，累计建成4.45
万亩，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从36.6%增至62.58%；
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力和
市场竞争力，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
到3.3；稳步推进共享农庄建设，半泾村、庄西村成功
申报成为苏州市共享农庄；深入推进太仓市七浦高
效农业区归庄现代农业产业园及直塘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农业园区建成面积比例达100%。

此外，该镇还积极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县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从2020年的14.7亿元增加
到2021年的18.8亿元。

沙溪>>>
“绿色”种植
基础优势凸显

本报讯（记者 张瑜）近日，记者从璜泾镇新联
村了解到，位于346国道旁的康居点盛家湾建设完
成，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设施齐全，一派江南水乡的
优美风貌。

盛家湾特色康居乡村，点位覆盖5组、6组、7
组、9组、11组，总投资500多万元。新联村按照苏
州市创建“特色康居乡村”的标准和要求，突出提升
村庄风貌、美化环境卫生、完善配套设施、塑造村庄
特色、促进产业发展等五个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村
民生活品质，对盛家湾进行道路停车场、绿化菜园、
外墙立面、小游园、公共厕所、河道驳岸等改造，并新
建健康步道，增添健身器材，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好的
居住环境。

“走在这里就像进入了大花园。”周边居民表示，
从没发现自己的家园有这么美丽。接下来，新联村
还将细化康居点风貌，还原农村生活肌理，在留住水
乡风貌的同时，注重乡村文化的传承，将新联村由内
而外打造成为一片宁静淡雅的水乡栖息地。

璜泾>>>
新联村建成
盛家湾康居点

美丽菜园
扮靓生活更扮靓乡村

□本报记者 张瑜 文/图

菜园，对于农村百姓来说，是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宝地”，也是乡村生活的一种情结。近年

来，我市深入推进“美丽菜园”建设，不仅丰富了村民的餐桌，也扮靓了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了村

庄颜值。作为农业产业强镇，璜泾更是着眼菜园这一细节，以创建一批、带动一片的方式，为全

镇“绿色篇章”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璜泾，菜园早已不仅仅是农
民自给自足的所在，更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个亮点。在璜泾镇玄武
路西延，新修建的农路一侧小桥流
水，粉墙黛瓦，景色宜人，这里正是
荣文村首个三星级康居点——邢家
庄。邢家庄康居点涉及范围较广，
点位占地面积约85公顷，覆盖周边
87户农家。沿河修建健身步道，增
加法治文化宣传角，将集装箱设计

为村民议事厅……更为有趣的是，
康居点建设还将菜园融入了进来。
篱笆围成的小菜地，种植了上海青、
油菜、菠菜等，菜园形状各异、菜苗
颜色不同，形成了一幅别样的农家
画卷，凸显这里独特的农家风味。

“农村不能没有菜地。”该村有关
负责人介绍，与其种鲜花，不如用绿
色蔬菜装点，还原农村生活肌理，提
升土地产出率，这才是美丽乡村该有

的样子。不仅在杨漕村、荣文村，新
明村、新华村、孟河村等都在开展康
居点建设中融入菜园元素，小菜园代
替了小花坛，让“美丽菜园”不再是生
活的“配角”，而是站在美丽乡村的“C
位”。在“美丽菜园”的点缀下，各个
乡村的康居点更具生活气息，菜园带
来的乡村风貌的朴实感让住在这里
的人更加踏实，让来参观的游客更加
亲近自然。

提升价值
成就特色康居的“新亮点”

在杨漕村，老马家的一块菜园
别具风格，植株较高的芋头、玉米沿
河而种，较矮的瓜菜类作物种在园
内，三四片菜地规划齐整，菜园的四
周围着矮木栅栏。除了种菜，老马
在瓦片围起的花坛里种了太阳花、
鸡冠花、月季，在向阳的一面白墙
挂起绿萝，还用上百片瓦片造景，
好似江南水乡温柔的波浪，别有一
番趣味。“瓦片都是老屋拆下来的，
木栅栏是村里给添置的。菜园不
大，但合理规划、简单规整，还是挺
漂亮的。”谈起自家的菜园，老马有

些自豪，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就
爱打理打理菜园，种菜种花乐此不
疲。能看得出来，老马花费了不少
心思，院子虽然质朴，没有华丽修
饰，但正是这种农家味道，让人倍感
温馨。

去年以来，杨漕村对农户门前
的自留菜园进行大改造。在村19
组，原来的泥泞小路变成了青砖小
径，原本杂物堆放的地块如今变成
了规划整齐的田块。废砖废瓦成
为美化工具，砌成了充满乡愁的矮
墙，废弃竹子成为清新亮丽的小篱

笆，实现了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从
高空向下望去，小菜园宛如一幅简
笔画，青菜、辣椒、黄芽菜……如画
上的填色，红绿相间，金黄点点，既
净化了农村生活空间，又提升了村
容村貌。

“美丽菜园”虽然小，给群众带
来的幸福感却不少。作为百姓的

“菜篮子”，“美丽菜园”让农户一年
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安全的水果和
蔬菜，同时周边村民一起在菜园种
菜、摘菜，相互赠与、一起品尝，邻
里幸福不断升温。

在璜泾，“美丽菜园”还在发挥
着更大的作用——成为孩子们的

“第二课堂”。观察蔬菜的生长、为
农作物浇水、装点小小菜园……荣
文小学五（5）班的同学们忙碌不停，
阳光、汗水、笑语交织成一派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景。这片由12块菜地
连成的菜园，就是新华村联合荣文
小学共建的“少年农学院”，12块菜
地以“竞拍”的方式，由12个班级托
管。据了解，参与竞拍的班级设计
菜地的主题、种植、管理等方案，最

终通过公开评比确定托管班级。通
过这种方式，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在
学生中更有效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劳
动教育课程。校方工作人员表示，
耕作、种菜，孩子们书本上是学不到
的。荣文小学立足乡村学校，整合
多方劳动教育资源，通过与村共建
菜园，为孩子们开展乡村劳动教育
进行有益尝试。这座以菜园为主要
内容的“少年农学院”不是给学生提
供“三分钟热度”的空间，而是通过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式让学

生领悟和体味劳动光荣、劳动幸福、
劳动快乐的道理，同时也为乡村传
承耕作文化、发展观光农业增添新
的阵地。

菜园虽小，内涵却很丰富。璜
泾镇通过美丽菜园的打造，不仅满
足了村民的“种菜情结”，同时进一
步优化提升了村庄资源利用率。通
过引导村民树立规范化种植瓜果蔬
菜，共同提升家前屋后整体颜值的
意识，璜泾镇的“美丽菜园”建设，让
田间地头正经历一场美丽蜕变。

打造特色
田园生活融入美感

因地制宜
增添农家生活趣味

延伸功用
为孩子们提供“第二课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