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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常
州经开区遥观镇总工会联合遥观
市场监管分局、交警部门开展“护

‘新’更暖心”关爱慰问活动，为外
卖骑手们发放礼包，并送上节日
祝福。

活动中，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新
业态群体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在
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瓶颈问
题以及对政府部门政策帮扶方面
的需求。同时了解配送人员使用
电动自行车情况，强化安全教育，
提升配送人员安全意识。

据悉，遥观镇为更好地保障新
业态就业群体的权益，成立遥观
镇快递行业联合工会委员会，打
造和美先锋骑士驿站，推出组织领
新、筑巢暖新、志愿同新等行动，为
骑手提供免费体检、团圆饭等暖心
服务。立足解决骑手实际需求，推
出持证进小区、雨季送安全、高温
送“凉”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体
婚礼等活动，切实关心关爱、团结
凝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通讯员 陈迪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陆文杰

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

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江苏这样干

江苏援建的这座博物馆
成克州文化新地标

游客在博物馆文创区驻足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位于祖国最西端，崇山峻岭之
多，让这里被称为“万山之州”。

当“万山之州”遇见“水韵江
苏”，山水情谊如何续写？跨越近
5000公里，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
来到这里，寻找江苏援克的故事。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一座城
市，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参观当地
的博物馆开始。

在克州首府阿图什，造型大气
恢宏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博物馆（以下简称克州博物馆），
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是游
客们来克州的必打卡地之一。在
多个社交平台，克州博物馆也凭
借精美的布展以及多样的体验感
征服网友，在网络上快速“出圈”。

克州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
项目之一，也是江苏深入实施“文
化润疆”的生动实践。在江苏援
疆力量的支持下，博物馆完成了
全馆六大主题展厅的展陈布展。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克州悠久
的历史、壮美的山川、浓郁的风

情、灿烂的文化、发展的历程和卫
国的情怀。2023 年 4 月开馆以
来，博物馆已接待观众20万人次，
成为当地民众和外地游客了解克
州的重要窗口。

克州博物馆馆长张波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江苏大力支持克州
博物馆的运行，除资金支持外，江
苏援疆工作团队还根据克州博物
馆建设运营实际，邀请柔性援疆
人才来克州指导相关工作。

接下来，江苏援克前方指挥部
将在当地推进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视觉形象示范点项目，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继续
提升克州博物馆等馆的展陈设
施，进一步丰富数字化展示体验
内容，拓展馆际交流活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马壮壮 文/摄

关爱外卖骑手，助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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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采摘工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一处蔬菜种植基地采摘韭菜花
新华社发

9月11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挑大
梁——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
新答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
八场——“深化农村改革 赋能乡
村振兴 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
乡”专场新闻发布会。现代快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夏粮
面积3738.2万亩，比上年增17.4
万亩，单产382.7 公斤/亩、增 4.5
公斤/亩，总产 286.1 亿斤、增 4.7
亿斤，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
1—8月份新开工农业农村重大项
目1153个，完成投资876.9亿元，
开工率93.1%。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
高，重大项目开工率93.1%

江苏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也
是粮食大省。2023年全省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8935.6亿元、居全国第
6位。以占全国3.2%的耕地，生产
了全国5.5%的粮食、7.6%的蔬菜、
3.4%的肉类、6.6%的禽蛋和7.3%的
水产品，实现了人口密度最大省份
总量平衡、口粮自给、调出有余。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季辉
介绍，今年以来，全省夏粮面积
3738.2 万亩，比上年增 17.4 万亩，
单产 382.7 公斤/亩、增 4.5 公斤/
亩，总产286.1亿斤、增4.7亿斤，夏
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秋粮面积
稳中有增、长势正常，具备丰收基
础。蔬菜、生猪、水产品等“菜篮
子”产品生产平稳，产量持平略增，
产能持续巩固。前段时间市场零
售价格相对较高，最近有所回落。

农业重大项目落地快、乡村建
设推进快、农民收入增长快。开展
农业农村投资促进年活动，大力发
展项目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
和绿色农业，1—8月份新开工农业
农村重大项目 1153 个，完成投资
876.9 亿元，开工率93.1%；农业设
施设备更新提升加快推进，报废更
新农机万台、拉动消费亿元。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投入亿元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
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深入实施经
济薄弱村提升行动，全省村均集体
经营性收入超过230万元，农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提 高 到 去 年 的
30488元。今年上半年达到17415
元、同比增长6.5%，城乡居民收入
比2:1，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
份之一。

加快建设“蓝色粮仓”，
培大做强海洋渔业产业主体

江苏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
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平原的
省份，大食物资源禀赋丰富。去
年，省政府发布《江苏省海洋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将海洋渔业列为
海洋十大产业之一，并出台多项支
持政策。目前已建设国家级海洋
牧场4个，其中连云港市秦山岛东
部海域、盐城市滨海东部海域陶湾
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正在加快
推进。

江苏将继续加快建设“蓝色粮

仓”，打造海洋渔业产业园、渔港经
济区等一批产业平台载体，推动土
地、海域、资金、用电等政策要素向
园区集中，引导企业集群化发展，
推进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探索渔港经济区发展，以渔港建
设为平台，打造“港产城”整体发展
格局，实现依港管船、依港促产、依
港兴业。

海洋渔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科
技的支撑。江苏将通过多学科联
合、协同攻关，着力突破水产良种
选育、海洋牧场建设、深远海装备
制造等关键技术问题。加强海洋
渔业成果转化推广服务，强化沿海
盐碱滩涂改良应用，扩大渔业发展
空间。

发展智慧农业，打造特
色产业“金名片”

在江苏广袤的田野里蕴藏着
满满的“新”力量，通过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分析、可视化等技术手
段，各种高科技、智能化农业设备
纷纷“上岗”。根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统计，江苏省农业生产信息化水
平达51.2%，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智慧农业是数字赋能乡
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江苏发展智
慧农业下一步有哪些新举措呢？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新华介绍，
江苏将加快高效绿色智能装备推
广应用，有力有序分类推进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

“智改数转网联”，实现信息技术向
产加销各领域、上下游各层面渗
透，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
以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农
机社会化服务中心为载体，引导社
会化服务组织运用数字化技术装
备和系统平台，打造综合性、智慧
型的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朱新华表示，将以农业全产
业链建设为主线，农产品精深加工
为重点，完善乡村产业联农带农利
益联结机制，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培
育一批乡村特色产业村镇、农业产
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
有特色、有认可度、有竞争力的“金
名片”，让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
农村、留给农民。支持农产品加工
企业精耕深耕特定细分领域，培育
更多具有行业话语权的“单项冠
军”企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
升级。加快农业与旅游、文化、教

育、康养等融合，积极创新民俗体
验、亲子研学、农耕活动、乡村文创
等新业态，推动串点成线、连片成
带、集群集聚发展。

拿出“真招实策”，加快
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稳住农业基本盘、夯实三农压
舱石是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近期，江苏
出台关于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农业农村领域如何推
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落实？

季辉表示，新出台的《若干政
策措施》专设章节部署推进农业现
代化，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
策”，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机
械更新、智慧农业发展、海洋渔业
等，都是着眼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
产力关键环节的新增政策。省农
业农村厅将在四个方面发力。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
全省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298万亩，相关项目正按序时
进度推进。此外，对开展规模化机
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省里还将增加 1000
元亩均投资。

支持农业机械更新提升。今
年用于农机报废补贴资金已超 1
亿元，是往年的3倍以上。农业农
村厅将会同省有关部门尽快将国
债资金分配下达到市县，制定便于
执行的具体机械报废补贴标准，组
织企业加大回收拆解力度，支持实
施老旧农机报废更新3.8万台（套）
以上。同时，统筹省级财政相关资
金，支持设施棚室改造提升 5 万
亩、规模畜禽养殖场设施设备提档
升级 75个等，推动“两新”政策在
农业农村领域落地见效。

加快发展智慧农业。目前，各
地已储备智慧园区项目 11个、数
字农场项目54个、数字牧场15个、
数字渔场14个。省财政将按照不
超过项目总投资30%的比例予以
补助。

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省农业
农村厅将加强海洋牧场建设管理，
统筹相关资金支持发展深远海养
殖、渔港经济区等，建立上下联动
的海洋渔业重大项目定期调度机
制，组织符合条件的地方积极争取
建设新的国家级海洋牧场，高质量
建设“蓝色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