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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乡村产业振兴排头兵

科技在荒山坡地“落地生根”
——记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川渝合作共建产业园

携手发展酱腌菜产业

广西南宁邕宁区
实现农业示范园区全覆盖

日前，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政府了解到，近年
来，邕宁区结合“10+3”特色农业产业提升工作，加强对现代特色
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加大整合项目资源和资金支持力度，推进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增点扩面提质升级，目前已建设自治区级现
代农业核心示范区1个，县级示范区1个，乡级示范园5个，村级示
范点24个，实现农业示范园区全覆盖。

在农业示范区建设中，邕宁区通过“抓大带小”，将资金、资源、
人才等产业发展要素向优势农业企业集中，带动优质柑橘、百香
果、火龙果、桑蚕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巩固粮食生产面积，培育了
桑蚕、香樟等一批产业鲜明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发展壮大了村
级集体经济。同时依托辖区邕江、八尺江、龟山半岛等自然美景及
错落有致的乡村民居，把生态综合示范村建设与现代特色农业示
范区有机结合，采用“产村互动、农旅融合”建设模式，重点发展特
色种植、生态养殖、立体种养、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等产业，大力推
动农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打造了“大美那蒙”“百味坛里”

“七彩那贵”等各具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2020年，该区计划引进农业企业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310家以上，家庭农场发展到52家以上，通过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进一步推动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同时充分发挥邕宁区获得

“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的优势，大力推进示范园区拓展休闲旅游功
能，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 覃捷

安徽合肥肥西县
扶贫产业园“扶志”又“扶智”

日前，笔者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政府了解到，近年
来，该镇立足于产业扶贫，通过建立扶贫产业园、特色种养等产业
扶贫项目，将“扶志”与“扶智”融入脱贫攻坚之中，不断激发贫困户
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产业园内主导优势产业的形成不仅带动了当地农业
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乡村振兴及贫困户脱贫致富寻找到了新
的出路。园区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实行“产业园带动+贫困
户”合作经营模式，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稳定的带动关
系，成立了兰君园艺扶贫产业园、祥源花世界扶贫产业园，通过政
府扶持和大户带动，让贫困户参与到产业链中，为稳定脱贫打好坚
实基础。

近年来，通过产业园对贫困户的带动，当地贫困户孙增红得到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时他也对脱贫致富更加坚定了信
心。“在这边务工的话比较方便，平时也能顾家。产业园的创建既
让我们增加了收入，也让我们学到了新的种植技术，更让我们看到
了致富的新希望。”孙增红说。

据悉，目前该镇规划建设的扶贫产业园区有2家，带动贫困户
293余户，帮助贫困户户均年增收1200元。 夏春雨 李强

浙江诸暨
“杨梅姑娘”直播带货卖杨梅

时值梅雨季节，浙江绍兴诸暨市浣东街道农业产业园水果功
能区500余亩杨梅已红上枝头，预计将有15万斤杨梅上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园区借力网络营销，先后推出
“杨梅卖杨梅”“杨梅姑娘摘杨梅”等一系列活动，请来全市7位名
叫“杨梅”的人现场代言，另选出10余名形象气质俱佳的“杨梅姑
娘”，以直播的方式向客户展示采摘、品尝及园区面貌，用“网红带
货”的形式进行市场销售。图为“杨梅姑娘”郦珊珊在向客户直播
杨梅采摘。 唐祥 蒋力奔 摄

河北张家口宣化区
特色种植示范园助农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镇关子口村按照“支部+
合作社+农户”模式，组建起升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引进“紫凤朝
阳”“桃花争春”“粉玲红花”“雪原红星”等芍药新品种建设特色种
植示范园区。目前，种植基地内芍药花陆续盛开，预计每亩销售额
可超过7000元，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富贵”花。图为近日，
合作社社员在采摘芍药花。 陈晓东 王玮 摄

□□ 王小芳 本报记者 常力强

太行山谷口，连接晋中平原和太行山腹
地的山地丘陵区，银白色的温室群依地形不
规则镶嵌在荒山坡地上。在山西省晋中市太
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首创的旱垣温室大棚
内，向荒山“要来的土地”覆盖着生机盎然的
绿色蔬菜，与棚外的一片贫瘠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2017 年，太谷县开始创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围绕“绿色、高效、科技”创建目标，立
足蔬菜、生猪两大主导产业，创新农业发展体
制机制，集聚关键要素，强化科技支撑，统筹
组织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全产业链
开发，形成了研发、中试、推广、生产、加工、贸
易、物流一体化的发展格局。2019年，位于太
谷县中东部，耕地面积 29.5万亩的产业园，蔬
菜规模达13万亩，仔猪和生猪产能均保持“双
百万”，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66.7%，园区年总
产值达117.6亿元。

科研引领，产业升级加载“智慧芯”

“我们一有什么好的品种、好的技术，他
们常常直接找上门来要求试验示范。”位于产
业园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服务区的山西农业
大学和山西省果树所，是产业园创建的两个
科技引擎，农大三农服务中心主任王秦俊说，

“在产业园创建的引领下，园内农民已经成为
农业科技的‘追星族’。”

“我们创建产业园，一个主要方向就是
要充分发挥太谷农业科技优势，以产业链条
多元化建设为主线，完善每个环节的科技支
撑，并向园外和省内外辐射技术、提供服
务。”太谷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产业园建设领
导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志强说，产业园利用山
西农大多个研究平台，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进
行技术创新和品种开发，已成功研发全国首
创的旱垣温室，推广面积 1.5 万亩，创新了有
机旱作新路子。同时研发推广的晋汾白猪
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品种，对山西
省乃至全国生猪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推动
作用。

其中旱垣温室选择地形开阔、背风向阳、
光照充足、能积蓄雨水的荒坡地块建设，劈山
为背，垫土为田，引水上山。温室大棚在结构
上形成了跨度 10米钢制骨架支撑，聚乙烯无
滴膜覆盖的建筑结构。

“这种棚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棚前挖 50
厘米×50 厘米的防寒沟，上下各铺一层旧塑
膜 ，中 间 用 碎 秸 秆 等 导 热 率 低 的 材 料 填
充。”产业园建设领导组办公室成员薛玮
说，在种植模式上，从一开始引进单一的冬
棚种植，逐步发展到如今的春提早、秋延后
和冬棚种植等数种模式，实现了一年四季

都有蔬菜供应的目标，目前单棚最高收入
突破 12 万元。

晋汾白猪则是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战略
安全和生猪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由山西农
业大学李步高教授领衔的山西省重点创新
团队协同攻关，培育成功的国家级华系猪新
品种，已形成由国家行业标准、国家专利、省
级地方标准组成的技术体系。该品种具有

“产仔多、生长快、肉质好、抗病强、易饲养”
的特点，目前在全国 11 个省区市得到推广，
在全省形成年产 50 万头优质商品猪的产业
规模。

在推动重大的农业科技研发的同时，产
业园注重发挥专家到一线传经送宝的作用，
使农业科技在千村万户“落地生根”，水肥一
体化、二氧化碳施肥、熊蜂授粉、自动卷帘、
放风等技术和设备在园区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产业园蔬菜产业规模从 10万亩发展到
13 万亩，生猪产业新建改建 10 个“家庭牧
场”，已成为省会太原最大的蔬菜供应基地
和生猪供给保障基地之一。蔬菜初级分选
包装、净菜加工、果蔬冻干加工、生猪屠宰精
细切割、饲料加工、有机肥生产等加工产值
已达 86.8亿元。

绿色发展，构建生态发展“循环链”

“太谷的菜、太谷的肉、太谷的枣都还是
儿时的味儿。”异地归乡人的这句话，给闫村
农民范润江增加了新的信心。范润江知道，
这都归功于产业园创建以来，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武向宏指导村里进行的绿色种植。

看到了自家施用多功能有机肥，按标准种植
的产品贴上绿色的标签，卖出了高价，终于
从将信将疑转为对绿色种植的坚定支持。

范润江所说的绿色种植，正是产业园推
广的绿色生产和循环发展。王志强说，通
过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化，产业园已实现了
资源节约化、种养循环化、生产标准化、经
营品牌化和产品可溯化“五化”发展格局。

其中资源节约化全园推行管灌、滴灌和
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生产已实现管灌全覆
盖，滴灌基本应用，大型园区水肥一体化逐渐
配套，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7。同时
采用多功能植保机、紫外线杀虫灯等物理防
治技术，推广园内科谷生物制药生产的白僵
菌、鱼藤酮等生物农药，每年减少农药使用量
5%-10%。目前，园区尾菜、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91%，有机肥施用增长率为11.5%，农膜回
收率达51%。

种养循环化实施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6%；建
成了富盛谷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病死
畜禽处理率达到 100%，蔬菜和生猪产业以尾
菜、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为纽带构建了循环
链条。在生产标准化方面，制定农业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 25个，全面推进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认证个数41个，认证比例
达56.3%。

产业园还坚持乡村与产业共发展，如闫
村以设施蔬菜为产业基础，提高乡村综合治
理能力，建成“三治”融合示范村。沙子地村
在枣园万亩连片种植基础上，集聚发展了红
枣加工、红枣休闲旅游等新业态，开展了人居

环境整治。

联农带农，多种模式“大比拼”

太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工贸易集
群化规划发展的步伐，让越来越多的太谷菜
走向全国各大城市。投资 38 亿元建设的农
产品国际交易中心集会展、加工、冷链、仓
储、物流于一体，可实现年吞吐量 1500 万
吨。而产品的销售也给农民带来了货真价
实的好处。

“产业园建设中坚持了以农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实现了民建民有民受益。”王志强
说，产业园奖补资金通过补助农户生产，促进
规模扩大、设施改善、技术提高，使农户直接
受益。带动农户发展“家庭牧场”、标准化养
殖场，实现每头母猪饲养年收入 2万元，育肥
猪每头收入2600元。带动农户发展设施蔬菜
6万亩，实现每座棚年收入 8万元。带动农户
发展“双调一盖”面积 2 万亩，实现每亩增收
5000元。

同时，产业园培育产值 1000万元以上的
龙头企业 56 家，合作社 838 个，家庭农场 248
家，各类经济人 2000余人。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探索出多种联带
模式。

其中“协会带动”模式以畜牧协会为核
心，联合 249个生猪养殖新型家庭农场、合作
社、养殖基地成员，集成了组织化管理、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互助贷款筹措等功能。
协会互担互贷超过 3000万元，在扶持小养殖
户向标准化规模养殖升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协会带动“家庭牧场”实现单头能繁母
猪年增收2万元，单个牧场年收入均达百万元
以上。

“田森”合作种植模式以田森公司为代
表，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方式，企业
进行前期垫资或担保贷款，向农户提供优质
种苗、设施设备、技术服务、融资担保、订单销
售等服务，1平方米产量 20公斤，公司保底价
收购，农户百米温室产量突破 4万斤，每棚收
入8万元以上。

“兴谷”社会化服务合作模式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展“五统一”服务，通
过“双调一盖”等技术提升优果率，实现了每
亩红枣增收4000元。

“番茄小镇”土地入股模式，农户以土地
经营权为资本，以土地流转费为保底资金入
股，以劳力获取劳务收入，以企业盈利作为二
次分红。番茄小镇通过租赁农户土地、入股
经营、雇佣劳力等方式，带动当地农户发展，
每年可增收2万元。

2019 年，产业园农民加入合作社联合经
营比例达80%，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
万元，高于周边地区46%。

当地农民在对无土立体栽培的草莓进行管护。 资料图

□□ 夏旭光 冯坤

6月，在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韩集镇聊城芳香文化博览园里，上千亩绚丽的
薰衣草花海吸引着一批批的游人。

作为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重大项目之一，该博览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科研团队技术支撑下进行创建的。占地3000余亩的园区集芳香植物种
植，芳香产品研发、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项目主要分为种植加工板块、休闲
旅游板块、养生康养板块，是以农业种植、加工生产、旅游服务为主的‘六产融
合’现代农业园区。”园区运营主体山东万紫嫣红芳香植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焕平说，“园区将试验示范‘精品林木+芳香花卉’间作种植模式，推动当地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效益提升。”

“薰衣草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香草之一，种植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高，在促进产
业链延伸的同时可纵深挖掘农业价值链，带富作用明显。”袁焕平说，园区建设
前，他们多次组织团队成员到国内外考察，先后去过以色列、德国、芬兰等国家
及中国的台湾、香港、上海和新疆等地，学习先进技术。

总投资7.6亿元的博览园项目于2018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规划中的
一期建设。其中包括鲁西芳香植物种质资源库及育苗扩繁基地和1500亩芳香植
物示范园区，已选良种良品种植了包括薰衣草、罗马甘菊、迷迭香等国内外知名的
芳香作物。规划中的北区芳香植物加工车间、产品烘干车间、提取中试车间已建
成投产，系列精深加工产品如精油、纯露、精油冷皂等高端日化用品及薰衣草助眠
枕、罗马甘菊花茶、艺术香包等不仅在中国林业产业交易会等展会上获得好评，还
畅销国内高端日化市场以及美容保健行业，目前正在布局海外终端市场。

薰衣草、迷迭香、蓍草、罗马甘菊、月见草……很多人只听说过或者用过香
水精油产品，但是并没有亲眼见过种植的这些香草。借助于芳香植物的景观效
应，园区在种植和加工产业发展同时，也在建设休闲文化旅游综合体，打造基于
休闲度假的主体功能，集聚多种管理功能业态，形成主题创意化、环境景区化、
产品休闲化、空间集聚化、服务社区化的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载体。

同时，园区建设在促进乡村振兴、助力精准脱贫中也开始发挥作用。据
介绍，项目 3个板块将示范带动 5万亩芳香植物产业链融合，预计创造岗位千
余个，带动 1000户农民增收。目前，园区通过配合当地政府筛查附近有劳动
能力及有务工意向的贫困人口，已长期聘用 60余人。部分贫困户在土地流转
的基础上，人均年可增加收入 1.7 万元。园内示范的马甘菊与复叶槭（榉树）
林下套作种植模式，在用工上也向贫困户以及基地周边农村五六十岁的弱势
群体倾斜。另外，在栽植、采花等季节，园区还可提供 300余个临时工作岗位，
可辐射附近 10余个村的村民及贫困户。园区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
日可采花 50 斤左右计算，每日可收入 200 元左右。目前园区日用工 100-200
人，因此仅工资一项，附近村民日收入就可增加 2万-4万元。

“未来，我们将以香草观光及发展衍生品产业为支点，做好农业、文化与旅
游深度融合的大文章，推出‘聊城芳香文化节’特色品牌，打造文化旅游精品，走
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推动区域生态
环境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袁焕平说。

□□ 陈林辉 张龙云 本报记者 常力强

日前，重庆市涪陵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管委会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原料供应、生产加工、科技研发、产品市场
等方面加强互通合作，协同做强川渝地区酱
腌菜区域性产业链集群，以此打造国家级酱
腌菜高地。

位于重庆和四川的这两家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分别以榨菜和泡菜为主导产业，前者带动
涪陵年产销成品榨菜 50 余万吨，占全国 50%以
上；后者加工的泡菜约占全国泡菜市场 1/3 的
份额。川渝两地泡菜和榨菜产业经过多年的发
展，在原材料种植、品牌培育、科技研发、加工
能力等方面形成了特有的优势，成为目前国内
外“生产规模大、要素集聚度高、产业链条完
整、品牌知名度高、发展潜力好”的两大区域性
特色农业优势产业。

为进一步推动两大特色产业发展，打造
川渝地区酱腌菜区域性产业链集群，重庆涪
陵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四川眉山东坡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合
作。其中，原料供应将按照“提质增效、降本
增绿”和“协同错位、互补发展”的思路，重点
围绕泡菜和榨菜原料生产供应开展互联互
通，双方园区将创新“企业、基地、种植户”经
济利益联结新机制，确保优质原料种植面积
常年稳定、产品加工数量稳定及产品质量的

“绝对安全”。
在生产加工环节，双方依托川渝两地的重

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公司、重庆市涪陵辣妹
子酱菜有限公司、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等重点龙头企业开
展企业之间生产加工互助共享，包括双方酱腌
菜企业之间在“生产工艺、设备技术、贴牌生
产、待产代销、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并按

“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市场价格”，进行全
过程的监督与管理。

在推动科技研发协同合作中，一方面围
绕川渝酱腌菜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键
问题与技术瓶颈，按照“集成、协同、增值、服
务”和“面向市场、平等自愿、优势互补、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等原则，开展两地技术创新
与共享服务。另一方面，围绕“名特稀”优良
种质资源发掘、专用新品种选育、轻简高效生
产、绿色病虫防控、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新工
艺及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的新产品开发、产
品质量安全、酱腌菜产业机械、电子商务、产
业信息、市场营销等开展研究与开发。

此外，双方在推动产品市场融合发展方面，
在统筹规划好产品开发的基础上，依托大数据
平台，将联合建立共享的“中国酱腌菜产业企
业、产品、市场、价格、结算”数据库，并牵线搭
桥组织成渝两地企业，建立比较紧密且有较强

“约束力”的“中国泡菜、榨菜生产经营联盟”，
严格执行联盟内“产品融合发展”机制。重点依
托重庆市涪陵区为国定“出口榨菜示范区”的平
台，加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场并建立泡菜和榨菜
发展联合体，共同拓展国际市场。同时积极组
织本区域内榨菜、泡菜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参
加对方举办的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中国
重庆·涪陵榨菜产业博览会等节会，并就节会的
运营模式、品牌推广、市场开发、客商邀请、方
案制定、策划设计、信息化发展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的经验交流与上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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