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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市秋收秋种已经完
成，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助力下，
全市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
稳产丰产根基越筑越牢。

今年4月，记者在江阴市徐霞
客镇方园村东区高标准农田采访
时，这里还是挖掘机、推土机来回
穿梭“灰头土脸”的样子。最近再
到这里，第一茬水稻已经收割、新
一季麦苗也已播种完毕。“近1500
亩规模的连片农田在江阴地区是
数一数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
零散田连成整片田，各类大型农机
可以轻松下田，加上地下深埋的灌
溉暗管等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农
户种粮轻松多了，种地积极性也更
高了。”徐霞客镇农业产业科科长
王高钟指着身后大片平坦整齐的
麦田介绍说。截至目前，徐霞客镇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3500 亩，到
2025年末将完成10000亩高标准
农田的建设目标。

随着一个个高标准农田项目
的建成，希望的田野不断焕发出强
大的生机与活力。若干年前，东港
镇以种植红豆杉闻名，自2017年
退林还耕至今，全镇已建成“田成
方、渠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
2098亩，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
高25公斤，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 96%，增产增效显
著。11月初，东港镇张缪舍村新改
建完成的1100多亩高标准农田迎
来了首茬南粳46水稻的丰收，新米
订单不断。“水稻收割、小麦播种都
机械化操作了，自动灌溉设施上水
排水也很方便。今年还新建了农
事综合服务中心，从收割、烘干、碾
米到包装等全程机械化，48小时内
就能完成。”种田大户徐伟元吃到
了高标准农田带来的“红利”。

我市高标准农田在规划设计
时就将农耕文化等元素融入田园
建设，以“美丽田园+产业发展”的
思维模式搭好乡村振兴新平台，将

“小田园”串珠成线、连线成面，挖
掘出乡村振兴新流量。爬上江阴
市长泾镇蒲市村高标准农田数字
化核心区的观景高台，80亩齐整农
田尽收眼底，田间道路笔直宽敞，
装饰有三色风车的竹制长廊、24节

气主题栈道等农旅设施点缀其间，
远处“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几个红色大字和农房上春
夏秋冬的四季彩绘更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这片智慧农田示范区基
于物联网技术打造了稻田智慧灌
溉系统，还植入了田间小气候监
测、墒情监测、灌区供水远程控制
等多项功能，实现了节约灌溉用水
和科学高效管理。”蒲市村党总支
书记浦益锋介绍。如今，这里已形
成“一季稻一季油菜花”的农田景
观，“蒲市大米”这一自主品牌名气
也越来越响。

和蒲市村类似的，在全市高标
准农田建设中，还涌现出了宜兴市
金兰村、锡山区太湖水稻园、港南
村数字农田、滨湖区小南湾稻田帐
篷等典型示范点，催生了丰产方花
海、“晒秋”基地、稻田研学基地、稻
田咖啡馆等网红打卡地，在保障粮
食安全、提升田园环境、推进三产
融合发展、带动农民致富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成为都市居民休闲
旅游的新选择。

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整区域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施意见
（2022-2025年）》，成功获批整地
市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试
点，制定印发《无锡市整区域推进

高标
准农田建
设试点行动方案》，出 台《无锡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决
定》，就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强法制保障……近年来，无锡
市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
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建设，
计划用3年时间逐步把符合条件的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着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新
粮仓。今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10万亩，实际开工建设12万
亩。

农田、菜地建设高标准

智慧“守护人”
托稳米袋子菜篮子

连片良田内，农机忙碌穿梭，一茬茬水稻收割完毕后被立即
送去烘干，一袋袋新米不到48小时就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蔬菜基
地里，大棚内蔬菜鲜翠欲滴、长势喜人，每天出菜近30吨，保障市
民拎稳菜篮子；功能强大的各式农机、高科技的各种智能设施，是
稻麦、蔬菜生产的“守护人”……随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属
菜篮子工程绿色蔬菜保供基地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幅现代化农业
生产全景图正在展现，助力托稳锡城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

市民菜篮子拎得稳稳的背后，离不开
一批生态化、智能化、规模化、现代化蔬菜
基地的生产保障。

来到位于惠山区精细蔬菜产业园的万
寿河蔬菜专业合作社，高档连栋温室大棚
内的20亩松花菜长势喜人，即将进入采收
期。“这批松花菜不仅外观圆整、颜色漂亮，
个头也比一般市场上卖的要大，普遍在2
至5斤重。”合作社负责人郜士团随意挑了
一颗扒开数片叶子，雪白硕大的松花菜便
显露出来。记者注意到，松花菜的根部土
壤里还埋着一些黑色管道。“这是水肥一体
化自动滴灌管道，每天9点左右自动浇灌，
一般根茎类蔬菜用滴灌，叶菜类会用到棚
顶安装的喷灌设备。”郜士团介绍，以前，夫
妻两人最多管理5亩田，现在两人管理15
到20亩田轻轻松松。

一走进无锡四季农联绿色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蔬菜大棚，靓丽的翠色和暖暖的
热气一同扑面而来。不同于传统的土培模
式，这里的蔬菜都是水培的，菠菜、青梗菜、
芝麻菜等被齐整地嵌在泡沫板里，掀开一
看，蔬菜根系被基质固定住，直接接触下
方的营养液，在水肥一体化循环系统的
滋养下茁壮生长。“这片水培蔬菜生产
区约20亩，借助智能物联网技术搭
建了营养液自动控制循环系统，可实
现全封闭状态下的育苗和生产，产
出的各类蔬菜达到直接生食标准。”
现场负责人赵敏介绍，水培蔬菜生长
的温湿度和光照全程可控，从出苗到
餐桌只需 30~40 天，具有生长周期

短、上市早、产量高、品质优、土地利用
率高等优点。

硬件设施陈旧老化、生产能力偏低是
不少蔬菜基地的通病，加之菜农老龄化趋
势严重，推动蔬菜生产向机械化、智能化转
型迫在眉睫。为此，市属菜篮子工程绿色
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三年行动已于近日全面
启动，计划至2025年新建、改建保供基地3
万亩，市属蔬菜基地总量将达6.94万亩、
141个片区，大部分为百亩连片基地。

目前，我市正围绕高标准建设要求，积
极探索蔬菜基地可持续发展模式，推进农
田整理和水利设施建设，鼓励因地制宜推
广连栋大棚和滴灌、微喷、水肥药一体化等
高效设施，为保供增收打好基础；实施好机
艺融合工程、智慧蔬菜工程，提高种植效
益；积极培育新型主体，引入国有企业参
与、推进品牌建设，确保市民的菜篮子拎
稳、拎好。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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