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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武进：乡村振兴的“小故事”“大文章”
【新华网】11 月的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新康村，

数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将颗粒饱满的

稻穗卷入舱内，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以建设区域高标准良田项目为契机，新康村开展

一系列“生态乡村试验”，让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老新

康人对未来充满期待。

扎根大地、向阳生长的不仅是新康村的水稻，还

有武进各村的奋斗故事，汇聚成乡村振兴“大文章”。

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说，武进 196 个村

（包括涉农社区）正利用当地优势和各自特长，释放农

村活力，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美丽乡村有“颜

值”更有“气质”。

故事一：水稻与生态循环文章

禾苗青青，成群的鸭子在稻田里或聚或散，生机

盎然的田园景色让人流连忘返。这是新康村“稻鸭共作”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曾经，河塘发臭、土地抛荒是很多人的记忆。为

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新康村把分散在 349 户农民

手中的 1600 亩土地流转到合作社，打造新康水稻科技

（优质稻米）示范园。

新康村党总支书记金建新说，合作社由村集体与

农户共同参股成立，农民有了三方面收益：一是每年每

亩土地有 800 元固定收益；二是在合作社盈余后按“60%

归农户、40% 归合作社”实行二次分配的收益；三是参

与园区建设拿工资。

金建新算了一笔账，耕地实行生态型养护，每年

只种一季，但有机稻米售价是普通稻米的 3-4 倍，另

外实行“稻田养鸭”模式，先期探索 100 亩地每亩地

15 只鸭子，每只鸭子可以卖到 80-100 元，亩均效益优

势显而易见。

“让每一滴水、每一条河都焕发生机。”从 2018

年起，新康村对 16 条小微水体进行提升，把所有周边

河道的淤泥全部清掉，把所有周边稻田的尾水、老百姓

的生活污水进行拦截净化。针对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高的

问题，新康村积极在沟渠和河塘中试验种植高效去污的

景观型植物群落，通过植物生态拦截，实现农田污染的

近零排放。三年来，新康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

到 80% 以上，河流水为三类水标准。同时，新康村对

原有的小河浜也进行了改造，种植荷花莲藕，把原来的

臭河浜变成了现在的生态休闲好去处。

据测算，示范区内化肥投入量减少 28%，农药投

入量减少 30%，环境污染近零排放，农产品绿色优质率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0%。如今的新康村不仅实现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还发挥了农业生产、

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农田生态景观的综合功能。去年，新

康村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生态农场。

最近，江苏省农科院“十四五”课题组又落地新

康村，聚焦乡村污染、水稻产业、数据治理和生活污水

处理，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鱼米之乡”积累经验。

故事二：果香溢满乡村振兴路

特色林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武进拥有

果品种植面积近 7 万亩，年产果品 6 万吨，形成了以水

蜜桃、葡萄为代表的应时鲜果产业以及以雪堰、洛阳、

礼嘉、前黄四镇为核心的林果特色板块。

前黄镇丁舍村是后起之秀，“桑葚”“脆红李”“葡

萄”撑起了整个村的产业，每年林果业产值近 1 亿元，

村里成立了 7 家合作社，其中有 4 家家庭农场。

20多年前，丁舍村村民何建明种下第一棵果桑树，

从当初不被看好到如今注册“北沿”商标；从一户种到

如今带动全村 50 多家农户走上桑葚种植之路；从一亩

到如今成为前黄最大的桑葚采摘基地，逐步建立“桑葚

+ 采摘体验”“桑葚 + 农产品深加工”

的运营模式，小小桑果已然成为推动

丁舍村果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 5 月桑葚节，约有 10 万多

的游客走进丁舍，带动了当地产品外

销。据介绍，每亩地约产桑葚 2000 斤，

10 元左右每斤，精包装后更可达到每

斤30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

桑葚下季，脆红李、水蜜桃、葡

萄接连上市，丁舍村空气中满溢甜蜜

果香。丁舍村党总支书记吴绍成说，

农户们非常注重果品品质，全村每年

从本地一家牧业公司购买鸡粪、牛粪、

猪粪等有机肥，最多的一年达 480 多

吨。

“丁舍已然形成自己的果林业链

条，六七月产早桃，八月出脆红李和

葡萄，九月还有阳光玫瑰，根本不用

出村就卖光了，丁舍的果林不愁销，

下一步的目标是品牌塑造。”吴绍成

说。

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吴绍成说，

近年来，丁舍村大力推广桑葚、脆红

李、桃子、葡萄等水果种植，并举办

各类采摘节等活动，精品水果产业影

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丁舍”水果

品牌。丁舍村还积极规划乡村旅游路

线图，打造集采摘、美丽乡村游、地

方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田园风光路线。

故事三：特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口袋富”，也要

“脑袋富”。丫河村是乡风文明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群众幸福感的典

型代表。

“新修建的一条路要占用村民的

自留地，村里召集了网格员、党员代

表、志愿者、社员代表、乡贤、特定

对象等十余人进行议事，经过一个半

小时的讨论，最后以相互礼让完美解

决。”牛塘镇丫河村党总支书记张伟

东说，自“援法议事堂”成立以来，

村内诸如小微水体改造、进村路口和

村中桥面改造修复、新建健身步道等

群众“急难愁盼”的事都在这里得到

了圆满解决。

“援法议事”，通过民主协商，

拓展了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渠道，

增添了解决民生难事的抓手和办法。

如今“援法议事”工作已在武进全区

以不同形式全面铺开，把事情铺在桌面上讲，让老百姓

有参与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干群关系。

乡贤文化是丫河村一大特色。丫河村在 2018 年选

出了十大乡贤，一看道德品质和村中口碑，二看公益之

心和奉献之举。这样选出来的乡贤，不仅得到了村民的

一致认可，更在村中引领了好风尚、彰显了正能量。

80 周岁的退休教师高岳正，多年来不辞辛劳、出

钱出力，将昔日脏乱差的村庄打造成了四季花香的好地

方；村民冯国文拿出自家 100 平方米左右的自留地建设

健身广场、村民活动中心，他还和村民一起，将淤塞的

河塘与外河打通，开展河道清淤、码头修建、生态驳岸

建设等工程，将原先长满绿萍的黑臭水体变成了一潭碧

波；一对大学生夫妻回乡培育了十几个小番茄品种，为

年轻人上进干事树立了榜样……

丫河村还打出了社会治理品牌——“丫丫治”，

总结提炼了“丫丫价值观”。一双双“铁脚板”丈量每

一个小网格，成了网格内的“活地图、活户籍、活档案”，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真正实现“进百家门、知百

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和百家亲”。

“热爱家乡、造福村民、服务三农的新时代乡贤，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张伟东说。（邱麦 报道员：苏舟）

学生们在新康村参加农事体验

丫河村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赋能赋智赋未来

一颗颗甜蜜果实成为前黄果品经济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