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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助阵
水蜜桃生产新模式全国推广

近年来，除了农作物机械化率
不断提升，果树种植也在加大机械
化率的步伐。在阳山水蜜桃东山基
地，醉霞绯云般的桃花正绚烂盛放，
引得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还有
人支着画架在桃树下写生。桃林深
处，农场负责人孙建勤正站在升降
平台上进行花前复剪。“别小看这台
机械式自动升降平台，我们疏花、疏
果、修剪、套袋、采摘等都能用上，完
美解决了桃树种植养护过程中所有
登高问题。”孙建勤说，除了升降平
台外，果园里还引进了新型植保机，
1台机器配2名工人，150亩地一天
就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打药工
作，要是在以前，这么多活5名工人
4天都不一定干得完。“初期投入是
高一些，但机器可以达到所有叶片

都附着药液且都不往下挂的效果，
这个均匀度和效率是人工不能比
的。”

据介绍，上个月，阳山水蜜桃机
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已获农业
农村部全国推广。

千亩梨花雪
打造文旅盛宴

本报讯 春光里，无锡的赏春盛
宴一场接一场。“香聚花海 畅漾锡
山”——2023锡山区网络文化节、锡
山区第七届旅游节暨第十二届宛山
湖梨花节启动仪式3月29日上午在
宛山湖畔举行，数千名游客前来现场
尽情感受“梨花千树雪”的壮观。目
前，梨花已开放七至八成，花期可延
续到4月中旬。

开幕式上，2023年锡山区全域
旅游项目同时启动，全域旅游便民服
务站揭牌，推介了一批体现新生活、
新消费理念的春季亮点文旅产品。
现场还举行了厚桥街道乡村振兴发
展特邀顾问受邀仪式和谢埭荡村农
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签约，进一步激发
乡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今年梨
花节设立宛山湖湿地公园主会场和
中东晏家湾梨园、谢埭荡芡实园两个
分会场，梨花节活动从3月29日延
续至4月5日。

据悉，锡山梨花节已连续举办
12届，以节庆促旅游、促开放、促发
展，成为提升厚桥形象和品位的一张
靓丽名片。近年来，锡山区厚桥街道
坚持农文旅融合、产游销贯通，结合
微度假、轻休闲、慢生活的出游方式，
推进农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此次梨
花节中，主办方还推出了宛山湖“牵
手未来”青年职工联谊活动，通过不
断创新活动载体，用精准的对接、优
质的服务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汇
聚厚桥。

（陶洁）

记录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

长篇纪实文学
《奋楫者先》推出

本报讯 最近，“四千四万”精神
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名词。3月29
日，一本礼赞“四千四万”精神的长篇
纪实文学《奋楫者先：无锡县乡镇企
业发展纪实（1956—2000）》正式推
出，全书43万字，配以五六十幅珍贵
的历史图片，被江苏省作协列为主题
创作重点关注作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原江
苏省无锡县的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连
续多年雄居全国县（市）之首，从1991
年起连续三届蝉联“中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第一名，获得“华夏第一县”
美誉。该书以时间为轴，运用真实史
料与文学化笔调，着重描写无锡县乡
镇企业个性化的创业故事，解读和总
结“四千四万”精神，为当前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精神动力。

作者之一、无锡市作协副主席陆
阳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无锡县
将供销人员千方百计、艰苦奋斗的做
法和精神，提炼为“踏遍千山万水、吃
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
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四千
四万’精神是无锡的传家宝，作为无
锡市民，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
史记录下来”，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沈
云福认为，当年“四千四万”精神不仅
在企业中流传，更扩散于整个社会，
是哺育城市发展的一种精神。

（陈钰洁）

蜜桃生产推陈出新 粮种培育端牢饭碗

无锡兴农模式获全国推广

编者按：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这也是党的二十
大后发布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文件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对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出了针对性的细化部署，释放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基层，聚焦无锡各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解析各具特色的切实举措，共同
感受乡村沃野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以期用“乡村振兴新画卷”系列报道抛砖引玉，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的赶考路
上创造新业绩、书写新篇章。

农业强，科技必须强。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农业科技
创新，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并通过多种机制创新优化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
推广服务体系，在农业机械、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品种
的培育和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亮眼成绩，为我市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技成果转化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无锡市以市级农业科技园建设为抓
手，突出科技要素，聚焦科技赋能，为无锡农业强市建设铸就强劲引擎。

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有国家级农业企业孵化平台1个，引进和研发新品种100个，新技术
36个，转化科技成果40项，申请国家专利49项。

目前，全市规模农业物联网应用点已达300多个，其中智能化设施栽培面积1万余亩、智能化设
施水产养殖面积5万余亩、智能化设施畜禽养殖量50万头。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建设也不断加快，近几年全市农产品电商销售额年均增幅超
10%。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起点，也是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用”体系，
调度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凝聚种业
发展合力，协同攻关种业“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

位于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无锡-浙大生物农业研究中
心内，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手持
镊子小心翼翼地将开花前的水稻
穗中的花药挑出，一粒粒排放在
培养皿中。一皿约有50粒花药，1
个人 1 天大概能挑 60 多皿。之
后，这些花药将通过无菌操作技
术，接种在人工培养基上，以改变
花药内花粉粒的发育程序，诱导
其分化成完整的植株。里间的培
养室内，一个个玻璃瓶整齐地摆

放在架子上，有
的瓶中已长出
水稻嫩苗。

“花药培养
技术是创制种质
资源的一个重要
方式。我们目前是
国内最大的水稻单倍
体创制单位，每年可以创
制6万个单株。”助理研究员谭
瑗瑗博士介绍。除了花药培养技
术外，该中心还全面掌握了诱变育
种、杂交育种等技术。“可以根据市
场需求创制出人们喜爱的稻米种
类，如香米、软米等；另一方面可以
满足育种生产中对早熟、抗病、抗
虫、高产等方面的需求。”谭瑗瑗介
绍，像“江两优7901”是2018年通

过 审 定 的 国
内第一个粳
型两系杂交
水稻品种，特
点是产量高、
米质好、抗性较

好。“锡稻1号”则
是第一个以锡字开

头命名的水稻新品种，
于2021年通过江苏省审定，

具有高产优质、耐高温、耐倒伏的
特点，经受住了2022年高温干旱
天气的考验。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希望通
过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创新工作，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产水
稻新品种，牢牢地把饭碗端在我们
自己的手里。”谭瑗瑗说。

新型植保机在果园内打药新型植保机在果园内打药。。

合力攻关
粮食种子不再被“卡脖子”

水稻品种培育水稻品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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