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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既可食用也
可入药的宜兴百合颇受
长三角地区的消费者欢
迎，百合产业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态势。去年，宜兴
百合入选“江苏地理标志
产品30强”，并获评“最
具人气产品”。市人大代
表张君君指出，宜兴百合
产量和产值稳步增长，种
植面积多年来稳定在
1500 多亩。2020 年开
始，宜兴百合的种植地扩
大到延安等对口帮扶地
区，为黄土地上的百姓也
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
百合产业链完整，包括种
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形
成了一整个链条。在技
术研发与创新方面，有多
家企业获得专利授权，提
高了产品的品质和竞争
力。百合品牌建设取得
了显著进步，产品呈现多
样化，有鲜百合、干百合、

饮片等，可以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需求。

张君君表示，宜兴百
合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要维持这种
发展态势，需要继续加强
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和市
场营销等方面的努力。
建议种植地属地相关部
门按照国家标准进一步
加强对百合产地环境、生
产过程的监管。对存在
农药、肥料、重金属等食
品安全问题的产品及其
种植地进行依法依规处
置，确保百合生长在干
净、安全的土壤和水源
中。同时，要进一步按照
国家标准进行抽检，积极
研讨设置科学合理的检
测标准和方法；企业应加
强市场主体责任，规范生
产经营行为，确保消费者
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晚报记者 任蓉蓉 潘凡）

如何绘就“希望的田野”，代表们建言——

激励“后浪”乡村奔涌
升级“园区”引凤来栖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如何进一

步推动农业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今年无锡两会上，代表们

积极建言献策。

近年来，在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三农”问题得到了较
好的解决，但也要看到，目前
农村存在“70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
的现象。市人大代表蒋仲良
表示，在前期走访调研中发
现，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人员工资以及农资价格的上
涨，种粮成本不断攀升，农民
种粮积极性减弱，长远来看
存在隐患。“要解决没人种地
的问题，‘机器换人’是一条
必由之路。”蒋仲良指出，目
前农业机械设备等正快速朝

着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方
向发展，但会驾驶、会操作、
会维修的人才十分紧缺，高
素质青年农业人才队伍的培
养迫在眉睫。

蒋仲良表示，重视青年农
业人才培养，强化政策支撑是
关键。建议整合资源、出台政
策、做好保障，建立健全青年
农业人才成长培养激励机制，
吸引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年轻人返乡。加大
资金投入，设置专项资金，用
于青年农业人才培养工作，如
开展培训、学历提升、考核奖

补、创新创业支持等。同时，
要积极搭建各类学习交流平
台，为青年农民提供成长空
间，如可以在技工学校等开设
农业自动化机械操作课程，并
发扬“传帮带”作用，让他们快
速成长成才。

“要通过各种有效激励举
措激发年轻人投身农业的热
情，使青年农业人才能在农村
一线安下心、扎下根、用心去
做。这样才能确保良田有人
种，智能机械有人操作，切实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蒋仲良说。

市人大代表杨伯民将目
光聚焦乡村振兴，就如何打造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
时代鱼米之乡”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

“像梅家渎村与宜兴市文
旅集团强强合作，围绕6000
多亩的水产养殖鱼塘，引进特
色水产品种青虾，并打造数字

化、智能化、全产业链深加工
的高效养殖基地，正在往打造
江南水乡特色旅游村的方向发
展，从而带动村强民富。”杨伯
民表示，为了建设好“新时代鱼
米之乡”，一定要从传统农业向
高效农业转型。建议根据产业
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差
异化需求，加快数字化技术、思

维、认知在乡村的运用
和普及，撬动乡村

生产生活生态各
领域系统变革，
让乡村生活变
得“智慧”。比
如，加快构建
乡村数字化

治 理 平
台 ，

推动实现信息发布、议事协
商、事务管理、公共服务等网
上运行；加快“数字技术+农业
技术+操作流程”的研发和推
广应用，打造“数字渔场”“数
字农场”，在农产品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等全链条广泛
应用；建设农产品（青虾、青
蟹）冷藏保鲜设施和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加强产地冷
链物流配送；发展农村电商，
如农产品“生鲜电商+冷链宅
配”等，推进直播带货、社区直
供、认养销售等模式，让农户、
合作社、龙头企业与互联网企
业建立产业共同体。

他还建议，加强与农业高
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和完
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快培
养有素养、有担当、有能力的
村党组织带头人以及“土专
家”“田秀才”等特色乡土人
才，依托农业科技园、产业
园大力培养青年科技人
才，以高质量人才队伍推
进乡村高质量发展。

加强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培育和壮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抓手。市人大代表吴美
燕指出，无锡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虽有成效，但规模
化程度有待提高，市级园
区农田面积在百亩以上
的比例不到5%，限制了
农业机械化和经营集约
化。市级园区布局规划
有待完善提升，资源整合
集聚效能不足，部分园区
一定程度上追求扩张发
展，没有全面发掘整合区
域内外资源优势、市场优
势和文化优势，培育农业
主导特色产业，形成更具
韧性的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科研成果转化推广
有待加强，农业技术高端
人才相对短缺。

吴美燕建议，建立健
全市级以上农业园区管
理体制，加快推进实体化
运作，推广“管委会+平台

公司”模式，并落实专业
管理队伍和运作经费。
鼓励园区开展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电商直播中
心、洽谈展销中心、主体
孵化中心等基础设施建
设，筑巢引凤。吴美燕表
示，要加快园区建设，提
升产业水平，围绕无锡优
质稻米、精细蔬菜、特色
果品、名优茶叶、特种水
产、花卉园艺等特色主导
产业，根据园区产业规划
定位，打造重点优势产
业，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加强园区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进一步深化与国内
一流院校战略合作机制，
做好农业领军型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引进，
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
业、精深加工等重点领
域，开展研发攻关和成果
转化。此外，还应健全完
善支农政策体系，确保人
才、资金、土地、公共服务
等各项保障措施及时到
位。

关于“人气产品”

以品牌和品质持续当红

关于“农业人才” 让年轻人安下心扎下根

关于“乡村振兴” 高效农业带动村强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