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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志华 吕兵兵 蒋欣然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作为
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潍坊在我国农业农村
发展史上颇具地位。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肯定农业农村改革的“诸城模式”“潍坊
模式”“寿光模式”。

如今，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历史潮头，潍坊坚持“百尺竿
头再奋进”，响亮地喊出了要在农业农村现
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做示范”的目标。如
何聚力聚势？如何引领示范？如何加快
推进？

潍坊市委书记刘运的思考颇显理性：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
拓展创新‘三个模式’为引领，一方面按照农
业强国建设要求，全力做强‘科技驱动’和

‘改革驱动’两大主力引擎，另一方面立足农
业产业化发源地和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
试验区的地方优势，聚力打造‘龙头驱动’和

‘开放驱动’两个特色引擎，用‘四轮驱动’
加快农业强市建设步伐，力争为全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作出更多‘潍坊贡献’。”

2022 年，潍坊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236.8 亿元，约占山东的 1/10。今年上半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78.86 亿元，第一产
业增加值 374.28 亿元，农产品出口额达 70 亿
元……各项主要指标继续保持省内领先
地位。

科技驱动：“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新引擎”群体涌现

来到高密市大牟家镇占地近 6000 亩的
刘莉家庭农场，宛若走进现代化种粮试验
田：“良玉 99”“立原 296”“登海 605”等 60 个
玉米品种在这里“打擂”；玉米单粒精播、病
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多
促”、适期减损收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等多项新技术在这里展示；与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青岛农业大学、潍坊市农业科学院等
科研院校合作，设立农科大讲堂，已免费培
训农民 6 万余人次，带动周边万名农民科学
种田，亩均增收 500元以上。

农业大市的责任，首要是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对此，潍坊市市长刘建军自豪地说：

“近年来，科技引擎成为推动潍坊粮食增产

的主要动力，粮食生产良种覆盖率达 98%，
机械化作业率达 93%，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030 万亩、总产量稳定在 87 亿斤左右。今
年，我市夏粮再获丰收，面积、单产、总产连
续 3 年实现‘三增长’。”

走进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新
中的蔬菜大棚，如来到一间“绿色植物工
厂”。水肥一体机、自动卷帘机、5G 摄像头、
智能雾化机、智能补光灯、多功能植保机等
10 种智慧设备，让崔新中过上了“轻简化、
智能化”生产的日子，“浇水、施肥、喷药、补
光、卷帘、放风、温湿度控制等作业环节，都
能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增施有机肥、雄蜂授
粉、天敌治虫、轨道运输等技术的应用，也让
劳动强度大幅降低，蔬菜品质明显提升。”

以寿光为主，潍坊设施蔬菜播种面积达
300 万亩、总产量达 1300 万吨，设施农业物
联网应用率达 80%、亩均增产 30%以上，寿光
蔬菜产业集群入选全国首批 50 个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特别是在以前面临“卡脖子”的
蔬菜种业上，通过十多年的连续攻关，潍坊
的国产蔬菜品种市场占有率，已由 2010 年
的约 30%增长到目前的 75%。

新装备方面，潍坊已是著名的“农机动
力之都”和“智能装备之都”：现有农机及配
件生产企业 650 多家，2022 年营业收入达到
1010 亿元，农机产业形成了以潍柴雷沃为龙
头，从主机到农机具零部件专业化协作配套
的全链条产业布局。潍坊农机装备产业对
我国小麦机收贡献度、玉米机收贡献度、耕
种收综合贡献度均居国内第一位。

新引擎方面，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全国畜禽屠宰质量
标准创新中心等近年来先后落户潍坊，让潍
坊由农产品的生产区转向技术标准的输出
地，核心竞争力、市场话语权越来越强。截至
目前，已引进院士 2人，建成农业科技创新平
台 20 多个、产业技术研究院 11 个、院士工作
站 36家，拥有国家“万人计划”专家 8人、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泰山学者）14人。

改革驱动：“新探索、新机制、
新经验、新模式”遍地开花

今年秋粮收获季，地处潍城区的绿野农
机合作社内一派繁忙景象，几十台收获机、
拖拉机、播种机等开始检修调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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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新鲜白菜剁碎充当厨余垃
圾”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视频中，
垃圾分类桶站旁，成包的新鲜大白菜被剁成
凑指标的“厨余垃圾”，令人惋惜又气愤。

垃圾分类原本是为了提高资源循环利
用效率，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管理公司
既然承包了社区的垃圾分类业务，就应当
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将管理端口前移，督
促居民正确投放厨余垃圾，养成垃圾分类
的习惯，而不是临时抱佛脚，拿好的蔬菜来

“完成任务”。把新鲜白菜剁碎凑数，不仅
谈不上环保，更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

从另一方面看，相关部门也应履行监
管责任，科学设定垃圾分拣的任务指标，
既根据当地厨余垃圾产生量的变化合理
进行动态调整，也从考核上杜绝重量不重
质的倾向。须知，环保也好，节粮也好，比
起考核数据的好看，引导观念改变才是
根本。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垃圾分类别念歪了经
赵宇恒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一束花，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也能装点家的温馨与浪漫，还能撑
起一个富民大产业。在云南省昆明市
嵩明县，一束花的“功能”发挥到了极
致，成就了当地群众口中啧啧称赞的

“美丽经济”。
如今，嵩明县已形成了以种苗花

卉、鲜切花、盆花、干花、永生花多种
业态，花卉园艺面积达 2.62 万亩，总产
值达 27.97 亿元，花卉产业从业人员近
2 万人，年增加收入近 7 亿元，其中，花
农户均增收 7 万至 8 万元。

在这些称赞与成绩的背后，是嵩
明县多年来坚持园区示范引领，围绕

“良种繁育、绿色发展、走向国际”的
目标，持续在优良品种、绿色品质、国

际品牌上发力，推动花卉产业走出的
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时下，走进位于嵩明县安祖花园
艺的智能温室，就像来到了红掌和蝴
蝶兰的“大观园”。展示区里，上百种
蝴蝶兰争芳斗艳；种植区内，葱绿且娇
嫩的红掌正在努力生长。

入驻嵩明县 16 年来，安祖花园艺
已经建起了生产温室、组培实验室和
上万平方米的展示温室，可以为种植
户提供成活率高、品种多样、品质稳定
且更适合中国市场的种苗。

安祖花园艺销售经理刘武飞说，
一株安祖花园艺培育的用于鲜切花的
红掌种苗，种植户在管理得好的情况
下，可以采收 10 年左右的时间。目
前，安祖花园艺年产蝴蝶兰、红掌种苗
约 5 亿株。

在位于嵩明县的云南省花卉示范
园区，像安祖花园艺一样的花企还有很
多，他们的发展历程正是嵩明县花卉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闪耀的亮点。

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招商局负责
人张俊告诉记者：“园区以花卉为主导
产业，其中又以花卉种球、种苗为重
点，年产量达到 13 亿株。这也是嵩明
县整个花卉产业发展的重心，正朝着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迈进。”

花卉产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核心在技术，要害在种苗，关键在创
新，出路在市场。

深谙此中道理的嵩明县，立足自
身气候、区位优势，对比同类县的花卉
产业发展境况，透视产业规律，战略性
地提出了建设“云花源产地”的目标。

（下转第二版）

云南省嵩明县创新融合发展花卉产业——

花美一束 业兴万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赵博文

近日，首届湖北（仙桃）黄鳝节公布
了 2023 年度“仙桃黄鳝”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 为 172.25 亿 元 ，居 全 国 黄 鳝 产 业 榜
首。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省仙桃市是全
国粮食主产区，不久前，仙桃市入选了
2023 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耕地保护工
作还受到了国务院点名表扬激励。农民
鼓起“钱袋子”、拎稳“油瓶子”的背后，离
不开每一位勤劳勇敢的仙桃人。

仙桃历来是出冠军、领风气之先的
地方，仙桃人骨子里活跃着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基因，仙桃也一直是全国和湖
北省改革创新的“试验田”“首创地”。去
年，仙桃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13.14 亿
元，成为湖北省首个千亿县，仙桃农村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4620 元 ，增 长
8.9％，增幅居湖北省首位。

仙桃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韧性和张

力从何而来？近日，记者进行了调研。

“一条鱼”，拱出50亿元富民产业

“开秤喽！”伴随一声铜锣声，一条条
刚刚捕捞的鲜活黄鳝过磅交易。

铜锣一响，黄鳝开市。“今天交易 4 万
多斤，每斤最高卖到 33 元，看行情，后期
还要涨！”张沟镇先锋村党支部书记朱传
宝告诉记者，小小村庄“藏”着一个全国
最大的黄鳝产地贸易市场，年交易额超
过 6 亿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的中
价·仙桃黄鳝价格指数也从这里发布。

走进先锋黄鳝贸易市场，鳝农将“挤
满”黄鳝的塑料盒一字排开，有人路过就揭
开盖子，“炫示”一番。商贩则满市场“转”，
人手一个手电筒，这家看、那家瞧，看品
相、比质量，如果满意，就开始讨价还价。
市场两端，各自摆着 4台磅，过磅、报数、开
票，一笔交易几分钟就完成了。

每天早晨 5 点，66 岁的村民陈方尧都

要到先锋黄鳝贸易市场转转才决定自家
的黄鳝是否出手。“我是村里第一批开始
养黄鳝的，半辈子都在跟这种鱼打交道，
我们这儿现在就是‘两年段养鳝’模式，
你看我，秋季先卖一部分，剩余的黄鳝在
第二年 4 月再卖，这样就避开了出鱼高峰
期，一年卖 70 万元还是可以的。”陈方尧
说，他还在本村雇用了两名村民帮忙，主
要负责对网箱中的黄鳝进行日常管理，
一口网箱给 100元工钱。

仅在张沟镇，就有养殖面积 5 万亩、
100 万口网箱，产值 30 亿元，全镇 70％的
农业人口在黄鳝产业链上。来自全国的
30 多个商贩住在先锋村“买江汉、卖全
国”，最高峰每天向全国发售黄鳝 40万斤。

如何让这条小小鳝鱼，游向更大的
“江湖”，赢得更广阔的市场？2020 年 11
月，张沟鳝鱼小镇电商运营中心在先锋
村挂牌，主要运营鳝鱼产业链，包括（冷
鲜）鳝鱼、鳝丝等产品。 （下转第四版）

千亿元背后“农”字秘笈
——探寻湖北省仙桃市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韧性和张力

西藏自治区当雄
县地处念青唐古拉山南
麓，平均海拔约 4200
米。因其地势平坦宽
阔，夏季水草丰美，故名

“当雄”，藏语意为“精心
挑选的牧场”。当地牧
人随季节迁徙，逐水草
而居。随着近年来西
藏农牧民安居工程的
实施，高原牧民也实现
了安居乐业梦。在冬
季放牧点，砖石建造的
安居房和活动板房取
代了牦牛毛编制的帐
篷，大网电和大口井也
让 草 原 生 活 更 加 便
捷。图为当雄县牧场
风光。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 李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江苏省
徐州市铜山区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部署要求，切实把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
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精心谋
划、科学安排，以“四个确保”推动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将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作为重要前
提，确保主题教育高起点展开。铜山区
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
室，抽调全区 58 名同志组建工作专班，制
定实施方案、工作计划等指导文件，发放
学习资料 15 万余册。针对县处级以上领

导，铜山区统一组织读书班、专题研讨班
等；针对基层党组织，铜山区分类提出

“党建+股田制”、模范机关建设、“铜新先
锋”志愿服务等落实措施，实现主题教育
参与对象不遗漏、全覆盖。

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加强理论学习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推
进。铜山区先后开展“百名书记上讲台、
千名村干入学堂、万名党员进党校”等活
动，深入推进“312”产业集群培育壮大、

“一核一环五大片区”城乡融合建设、“两
带四区”现代农业发展等战略工程，巩固
提升“大调研大排查大化解”行动成果，深
化“五治融合”“六治六力”基层治理路径，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成效。
将问题导向作为调查研究和整治整

改的关键要素，确保做到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围绕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营商环境建设、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领域，结合巡视巡察、
信访、调研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铜山区分
级分类列出问题清单，集中分析研究。
围绕问题清单，全区深入剖析研判问题
成因，能立即整改的严格落实立行立改、
动态销账，需要系统性或长期整改的，紧
盯不放，挂图作战。

将稳字当头作为重要导向，确保主
题教育方向不偏、靶心不移。铜山区全
面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明确的主题
教育重点措施、工作安排，“规定动作”做
到位、不漏项、不走样，坚决防止形式化、
套路化、庸俗化，让主题教育行稳致远。

“四个确保”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蛋鸡存栏居全省第一，2022 年全
产业链产值实现 33.4 亿元……近年
来，福建省山区农业大市三明市聚焦

“做优生态、做强科技、做大集群”的
目标，集聚多方资源，以蛋禽集群产业
为突破口，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增效。

蛋禽产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采
取整合农村土地资源，采用“公司＋农
户＋利润保底”等模式，带动近 2.3 万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收入可
达 6 万元以上。禽蛋变“金蛋”，山区
里飞出“金凤凰”，蛋禽产业成为三明
市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做优生态，打造绿色发展
“金名片”

综合考虑主体功能定位、土地承
载力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要求，三
明市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科学确定了
畜禽养殖品种、规模及总量，围绕特色
畜禽养殖业发展，实施蛋禽规模生产
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等六大提升工
程，补齐制约全产业链发展的短板，实
现一产提质、二产提升、三产提档。

为深化质量安全监管，三明市按照
“互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理念，建立

三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视化监管平
台。深化蛋禽产品合格证与一品一码
追溯并行制度，推进上市蛋禽产品赋码
出证、凭证销售。普及一品一码追溯二
维码，一键扫出鸡蛋的生产主体、生产
基地、出栏（收获）数量和时间、产品认
证信息、饲料使用、兽药用药情况，实现
质量追溯信息全程透明。

在绿色循环方面，三明市积极推
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以种养
结合为导向，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的总体原则，大力发展
绿色循环生态农业。目前，三明全市
蛋 鸡 规 模 养 殖 场 设 施 配 套 率 达 到
100%，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

做强科技，擦亮蛋禽发展
“金招牌”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
明市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创新。
与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签订技
术支撑协议，和福建省科技厅微生物
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开展校（院）企
合作，承担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复合微
生态制剂在蛋禽集约化健康养殖中的
应用”、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物

联网的蛋禽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示
范”，先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

依托福建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设
立的三明市综合试验推广站和市、县
两级畜牧站、疫控中心等技术推广部
门，三明市自上而下建立层次分明、相
互衔接、覆盖全市的畜牧养殖技术推
广和服务体系。目前全市畜牧兽医高
级职称专技人员有 120 余人，生产经
验丰富的农民技术员约有 1000 人，为
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人才基础保障。

为提升基地建设水平，三明市对鸡
舍进行标准化技术设施升级改造，由分
散的小规模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转
变。2023年至2024年，全市计划新改扩
建蛋鸡规模场 12家，新增蛋鸡存栏 480
万羽，力争把三明市建成蛋禽产业特色
明显、要素高度聚集、设施装备先进、生
产方式绿色、经济效益显著、辐射带动
有力的省级现代化蛋禽生产基地。

做大集群，端稳特色产业
“金饭碗”

在品牌培育和创建中，三明市出
台系列措施强化品牌保护、管理、开
发，促进形成以区域公用品牌为主、产
品品牌和企业品牌融合发展的品牌建
设格局。 （下转第四版）

闽西山区飞出“金凤凰”
——福建省三明市高质量发展蛋禽集群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