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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华）近日，苏州市农业农村局
公布了首批苏州市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名单，
太仓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圃（库）、太仓市种猪场成
功入选。

太仓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圃（库）位于城厢镇
万丰村，现收集保存了太仓白蒜、新毛芋艿、毛板
青蚕豆、牛踏扁毛豆、鲜食糯玉米等本地特色农
作物种质资源150余份，同时还与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大院
大所积极合作，探索地方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新途
径。

太仓市种猪场主要承担了梅山猪保种任务，
现有梅山猪存栏220头。作为我国优良地方品
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梅山猪以其高繁殖力和肉
质鲜美而广受消费者欢迎，2006年被列入了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

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公益性、基础性、长远
性的系统工作，我市将继续做好地方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工作，为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助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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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提升农机安全监管水平
深化创建“平安农机”

本报讯（记者 李华）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召开上半年农机监理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省、
苏州市农机安全“四全”监管要求，提升农机安全
监管水平。

会上，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从健
全监管方式、深化安全教育、强化执法检查三方
面对全市上半年农机监理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
下半年“平安农机”示范县、乡镇及合作社创建、
农机应急演练、农机报废更新等重点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市农业农村局现代农业科、市农机推
广站及各镇（区、街道）农机管理部门负责人作了
交流发言，对今年以来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
的经验、问题、难点进行了充分探讨。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持续以深化创建“平安
农机”为抓手，巩固农机安全专项整治“三年大
灶”工作成果，进一步压降农机安全生产事故；聚
焦本质安全，结合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不断健全
农机安全监管方式；严格落实省厅《农机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方案》要求，实施全机具、全人员、
全天候、全覆盖监管，从细从实从严排查整治农
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独溇小海”智慧渔场
成全国水产养殖骨干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李华）日前，全国水产绿色健康
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授牌仪式在
城厢镇永丰村“独溇小海”智慧渔场举行。

“独溇小海”智慧渔场占地面积45亩，依托
“江苏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建成鱼菜共
生商品鱼保供基地12000平方米（18套鱼菜共
生循环养殖系统）、智慧渔业展示体验馆2400
平方米、尾水净化处理区10000平方米。

2021年，“独溇小海”智慧渔场成为全国水产
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推进会现场观摩点，同
时入选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配合饲料替代
幼杂鱼行动示范与推广实施基地”。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授牌为契
机，推动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助力乡村
振兴、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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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李华 通讯员 邓鹏

今年以来，市农

业农村局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和

稳产保供的双重压

力，把压力化为动力，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稳住了农业基本盘，

各项年度工作任务按

计划推进，成效逐步

显现。

核 心 提 示 >>>

【新闻点击】>>>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做大农村集体经
济“蛋糕”是必然选择。从2019年10月起，我市承
担“推进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验区”省级试点。试
点近三年来，我市以“抱团谋发展、做亮‘农’文章”
为核心，助推村级经济“破茧成蝶”。据统计，我市
92 个村（涉农社区）2019 年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
7.89亿元、村均858万元。到2021年，我市村级集
体可支配收入9.94亿元、村均1080万元。

近年来，各镇依托镇级平台抱团发展，突破资
金、土地的制约，打造优质项目，增强村级集体经
济造血功能。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村级集体经
济联合抱团发展平台26个、注册资本约15.2亿元，
已开发标准厂房、商铺、村民会所、烘干房等各类
载体34 个，总投资10.92 亿元，开发物业面积36.1
万平方米。

村级合作组织特别是村集体合作农场是我市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一大特色。全市93%以上的基
本农田规范流转到村里，各村根据产业特色组建粮
蔬渔果等合作农场。目前，全市合作农场总经营面
积近20万亩，其中有18万亩种植粮食，引领、带动

家庭农场605家。2021年，全市村集体合作社实现
总收入6.24亿元，其中经营收入达5.22亿元。

【全景扫描】>>>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各项
工作亮点纷呈。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试点工
作，完成雅鹿村乡村治理积分管理平台试点建设。
启动开展乡村公益医疗互助项目试点工作。深入
推进第三轮省农村改革试验任务，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村企联建发展不断深化，新增项目5个。

不断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扎实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作，举办部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者培训班2期，持续深化农业委培生培育模式，选
录农业委培生40名。引导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组织申报了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3家苏州
示范家庭农场。

严格落实农业执法监督。认真落实长江禁渔
相关政策，严格执行渔业伏休制度，开展打击非法
捕捞行动，推进“三无”船舶治理。全省率先引入
社会化服务方式，开展农机安全技术检验工作。
持续加强农药、种子、肥料、动物卫生、农机、农产
品质量等领域执法，为农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新闻点击】>>>

3台插秧机来回作业，不一会儿秧苗整齐
排列在田间。这本是我市寻常的现代农耕画
面，但走近一看，整个田地里空无一人，3台插
秧机无人操作，而这些“机器人”正娴熟地

“干”着农活……这是夏种期间，记者在璜泾
镇雅丰农场见到的一幕。

去年，璜泾镇率先启动了“智慧农场”建
设，采用卫星导航、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农场500亩
农田环境以及农用设施、机械等的优化和改
装，完成所有农场生产、管理任务，实现了全
天候、全过程、全空间的无人化生产作业，其
本质是实现机器换人。

机器无人操作，只是“无人农场”的1.0版
本。未来，雅丰农场将进一步升级，通过各种
设备、各类传感器和摄像头上传的田间土壤、
农业气象、田间空气温度与湿度、作物长势、
病虫草害预警等信息，同时，通过算法进行数
据处理分析和智能决策，进一步减少人工参
与，达到种植效率最大化。

【全景扫描】>>>

农业稳，底气足。今年以来，我市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农业生产，积极有序推进全
产业链复工复产，在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
全市小麦种植面积14.5万亩，预估单产340公
斤/亩，同比增长6.5%。水稻播种面积16.8万
亩，大豆播种面积0.5万亩。规模猪场生产稳
定，生猪存栏3.26万头、能繁母猪存栏804
头。科学调度蔬菜生产和销售，畅通农产品产
销对接渠道，建立市镇两级“7+1”农产品应急
配送体系。

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加速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复工复产，开工启动建设5500亩；
启动太仓市级高标准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创建
工作；大力推进高标准鱼池和美丽生态牧场
改造。持续推进省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
整体推进县项目和智慧农机示范基地建设，
完成苏州市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验收9个。

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深入推进稻麦
秸秆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100%，
东林农牧循环入选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
例。有序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实施面积2.66万
亩。新增绿色食品认证26个，占比达66%，同
比增长4%，积极争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市）。试点先行，率先启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

推动农业园区转型升级。完成 2021
年度苏州市现代农业园区转型升级示范
园区——城厢镇现代水稻循环经济转型升级
示范园区的绩效评价工作。我市现代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成功入选省级拟建设名
单。

【新闻点击】>>>

近日，城厢镇万丰村开展了人居环境“夏季战
役”专项行动，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常态化，为村民营造生态、美丽、宜居
的生活环境。

村两委工作人员、志愿者们顶着炎炎烈日修
剪过于茂盛的树枝，将村民在公共区域的私种作
物，以及田间地头卫生死角、绿化带内白色垃圾、
宅前屋后杂草杂物等进行了清理，做到宅前屋后
整洁有序，沿路、沿河整洁美观，村容村貌和人居
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近期，浏河镇张桥村也全面打响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夏季战役”，全面推进村庄清洁活动，持续
深入巩固环境整治提升成果。

据介绍，张桥村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制定了全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
案，划分区域及整治重点，实现“片区包干、人人下
沉、人人有责”。在实施过程中，该村通过电子屏、
微信公众号、宣传栏、横幅、宣传单等方式，广泛开
展疫情防控和环境整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清洁村庄行动，从宅前屋后“脏
乱差”“乱堆放”等不文明现象入手，结合秸秆禁烧

“以点带面”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和文明创建“双提
升”。

【全景扫描】>>>

今年以来，我市以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成效为基础，创新“互联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发“娄城人居随手拍”微信
小程序并积极倡议全市人民共同参与，以“群
众眼睛＋手机镜头”方式发现问题，以“随时
拍、随手拍”形式提交问题，彻底形成闭环，打
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热
情。截至目前，通过“娄城人居随手拍”小程序
累计发现问题 26457 个，100%得到了有效解
决，有力推动了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实
施。

同时，探索全员发动，实现问题“人人查”。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百名党员干部进百村”行
动，每两名党员干部挂钩联系一个村（涉农社区），
挂钩人员每两周至少进村入区1次，指导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及时掌握各村整治进展动态、
协调处理整治堵点难点。累计进村入户7508人
次，协调处理相关问题1328个。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市持续开
展“啄木鸟”行动，设定每月7日为“美丽村庄保洁
日”。持续推进特色康居乡村（示范区）建设，启动
建设双凤福地特色康居示范区和浮桥乡村农旅融
合特色康居示范区。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培育宜居宜业
特色农业精品村，积极创建苏州共享农庄，加快香
塘艺术田园、七十二家村等项目建设。

稳 产 保 供

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锐 意 创 新

农业农村改革持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