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立足经济开发区优势禀赋，瞄准“菜篮子”，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发展模式成立产业联盟，以东溪村为核心建起高效设施果蔬种植
园区，发展蔬菜、草莓、杨梅等果蔬种植1.5万亩，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了农民
增收。目前园区已培育32家中大型果蔬合作社，有116户农户参与种植果蔬，户均年增
收5万多元。图为当地农民在园区采收西红柿。 陈月明 徐浩海 摄

浙江仙居县福应街道
高效设施果蔬种植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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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河南省光山县小麦冬季田管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光山县组织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户抢抓良好天气，
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确保小麦壮苗、安全越冬，为小麦稳产增收打好基础。图为技术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
在为小麦喷洒叶面肥。 谢万柏 摄

河南光山县 粮食功能区冬管忙

□□ 仲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以大豆为
主导产业，通过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深入
实施现代要素集聚提升、大豆良种良法技术集
成示范、全产业链精深加工改造提升、绿色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四大工程 20个项目，初步探索出
了一条大豆产业立园、科技兴园新路径。

在产业园创建中，扎兰屯市瞄准大豆主导
产业，着力推进大豆—玉米高产高效示范、大豆
种植机械改造提升、黑土地保护利用，开展了26
个大豆新品种试验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
范，并大力推广大豆绿色高质高效种植、免耕机
械精播、绿色防控、智能农机监测等技术，全力
推动大豆育种研发、新品种试验推广、生态肥料
试验。2023 年经实地测产，通过大豆专用控释
肥新技术应用，试验田取得单产提升 13%的成
效。目前，园区辐射带动全市建立大豆高产示
范基地 50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79万
亩，进而带动 2023 年全市大豆种植总面积达
120万亩，比上年增长6.6%。

为打造大豆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产业园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新吸引 18
家企业、合作社、农牧场入园。由此，园内呼伦
贝尔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 15家，其中呼伦贝尔
市淳江油脂公司建成大豆浓缩蛋白生产线一
条，年产浓缩蛋白 3 万吨、改性蛋白 1 万吨。此
外，产业园与北京豆豆厨食品公司、呼伦贝尔水
发公司、上海清美集团等企业对接合作，针对豆
制品加工、腐竹产业园建设、农产品贸易及质量
追溯体系构建等事项达成合作。

依托入驻食品加工企业及对外合作，扎兰
屯市在产业园建设中重点发展大豆制品加工业，有序推动仓储库、
晾晒场、恒温库、精选包装初加工生产线、大豆精深加工基地和大
豆生物科技加工基地建设。目前，园区大豆仓储能力达 49万吨，
大豆年加工能力达19万吨。其中大豆分离蛋白加工能力达到4.1
万吨，农产品初加工转化率77.4%。

据介绍，在发展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基础上，产业园还建成高
素质农民培训及创业基地，打造 1 个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区，孵化
5 个网红品牌，形成新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通过大豆全产业链
建设，园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数量分别达到 575个和 1315
个，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 70%以上，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吸纳 2.6万人就业，园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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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大寒时节，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赤水河畔万亩柑橘
迎来丰收。日照充足，干热少雨，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
让这里成为水果“天堂”。近年来，叙永县顺势而为，布
局建设赤水河精品水果园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近
一段时间，在赤水河沿岸公路、场镇集市、水果交易中
心，到处都是柑橘交易的热闹场景。

“夏天李，冬天橘，一年闲不下来！”赤水镇双山村村
民许明珠告诉记者，2023年6月到9月，果园里脆甜的凤
凰李通过架设的山地运输轨道轻松下山，集中装箱后走
出乌蒙山区，第一时间让消费者品尝到赤水河畔凤凰李
的美味。

当下，金灿灿的赤水河甜橙又挂满枝头，以同样的
方式发往全国各地，“青黄”水果让赤水镇 1000 余户果
农的腰包鼓了起来。

“这两年，我们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

完成园区产业路硬化及改扩建达20公里，安装了100盏
路灯，同时，还新建了灌溉水渠、电子商务交易中心、智
慧农业设施、山地运输轨道，村子环境越来越好，村民致
富路越走越宽！”双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敏介绍。

叙永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不止双山村，得
益于彩票公益金项目，罗汉林片区示范区5个乡镇14个
村的 4万余名农民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收，尤其是一
些发展较为滞后的低收入人群、脱贫群众及监测对象也
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收入增长。

当下，叙永县正以赤水河精品水果园区为依托，探
索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乌蒙花海”“凤凰李之
乡”旅游 IP。在园区核心区，赏花节、采摘节等节庆活
动人气爆棚，摄影作品展、短视频大赛、文艺表演和美
食品鉴活动在朋友圈刷屏。据统计，2023 年园区吸引
游客近 10 万人次，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大拓宽了当地农
民的收入渠道。

四川叙永县

精品水果园区鼓起农民腰包

□□ 张晓娜

喂食、捡蛋、清粪……养鸡全程自动
化，一名饲养管理员能管理上万只鸡；一
棵棵玉米秆经过青贮发酵后，不仅解决
了季节性饲料短缺问题，还让秸秆变废
为宝；厂房内机器轰鸣，一条条生产线正
在运转，把发酵后的牛羊粪便加工为有
机肥……

近年来，湖北省利川市在柏杨坝镇
雷家坪村建成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致
力于转变畜禽业发展方式，构建起“种养
结合，循环发展”产业发展模式。

园区规划凭借良好的畜禽产业基础
和便捷的交通区位条件，针对柏杨坝镇
畜禽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在建成生态
循环农业模式上存在短板，尤其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一直是循环产业链上的堵点
等问题，按照“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
布局、加强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搭建
以畜禽养殖为核心、粮经饲统筹、种养加
一体的现代循环农业构架，打通循环产
业链条。

具体建设中，产业园以现代化养殖、

农产品加工、科创展示和农旅研学等重
点项目为抓手，以畜禽农副产品加工产
业为核心，在核心区率先形成生态循环
农业闭环，将秸秆等农副产品通过饲料
加工链接畜禽养殖，畜禽养殖废弃物通
过有机肥加工和沼气工程，为种植业和
加工业提供肥料和能源。在实现资源利
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接循
环化、废弃物处理资源化的基础上，园区
还将产业拓展延伸至技术推广、孵化培
训和品牌销售。

目前，产业园 2000 亩的核心区聚集
畜禽相关企业 20 多家。其中怀山牧业
公司主要从事肉牛养殖、屠宰和有机肥
加工等，目前肉牛存栏 1000 头，年出栏
850 头。该公司还以“农户+市场主体”
模式，免费为村民提供技术和市场，带
动当地村民养殖肉牛 1000 余头。焕然
农业公司采用蛋鸡“124”绿色健康养殖
技术，即 1 栋全封闭蛋鸡舍，层叠式笼
养蛋鸡 2 万只以上，采用喂料机、传送
带清粪机、湿帘风机、集蛋机 4 机配套
的蛋鸡绿色健康养殖技术，年产蛋可达
4500吨。

湖北利川市
生态产业园引领种养循环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常力强 文/图

加代的油菜开出黄色的花朵，小麦抽
出金色的麦穗。深红的番茄、青绿的茄子
和墨绿的黄瓜一批批从田间走向市场，又
陆续走上消费者餐桌。

云南省元谋县地处滇中高原北部昆
明—攀枝花经济圈重要结合部，位于北纬
25°－26°之间，属南亚热带干燥季风气候
区，全年月平均气温不低于 10℃，终年无
霜，是云南有名的“天然温室”。利用独
特的气候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元谋县
多年来大力发展冬早蔬菜和制种繁种等
优势产业，建成以十字花科蔬菜为主的
国家冬春种子繁制种基地、全国重要的
南繁育制种中心和云南省重要的蔬菜产
地，成为全国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南
菜北运基地”。

近几年来，元谋县借助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创建，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接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形成科技高端合作平
台，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资
源要素配置效率，通过“新平台+新主体”
培育大产业，推动蔬菜、制繁种和特色林
果等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揽子举措营造资源汇聚“洼地”

虽然近年来元谋县冬早蔬菜和制繁
种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在示范区创建时仍
面临着一些短板和制约因素，如资源要素
集聚和新型经营主体融合互促发展水平
不高、先进科技带动产业发展能力不强。

在元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春华看
来，补上这些短板，既要完善农业基础设
施，也要出台一系列政策，通过夯实“硬基
础”、优化“软环境”，打造出资源要素汇聚
的“洼地”。

示范区创建以来，一方面整合各级农
业基本建设投资、重点项目投资、政策性
奖励补贴补助资金等，向基础设施项目倾
斜。发展改革、农业农村、水务、科技、交
通运输、旅游、电力等系统的重点项目和
扶持资金优先向园区投放，并撬动社会投
资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路
网、水网、产业网、互联网、物流网“五网”
融会贯通。其中，水网建设通过政府主导
主推、社会参与，完成农田输水管网建设
1200 公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 20 万
亩。通过管道输水，刷卡放水，解决了原
来“沟头有水到处漫，沟尾无水到处盼”的
难题。“水网建成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从 0.5 提高到 0.9，实现年节水 2100 多万
立方米。”项目实施单位元谋大禹治水公
司运营经理张毅说。

另一方面，示范区在土地、税收、科
技、人才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持续优
化投资环境。对于示范区建设，县政府将
优先安排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企业入驻
园区，给予财政扶持政策及税收优惠政
策。例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税收除执行国家规定的二年免
征、三年减半的征收政策外，在三年减半
征收期限内，再给予地方实收所得税额
25%的扶持。在人才支撑方面，进一步完
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机制，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建立紧密的科技
联系通道，并鼓励引导企业建立与科研院
所和农户融合发展的机制，通过技术股、
创业股等措施，建立分配与投资、与贡献
大小、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激励制度。

元谋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国华介
绍说，示范区还设立农业产业发展专项扶
持资金，对引进优良品种、高新技术和开
展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优势农产品基
地、高新生物技术项目建设等科技创新和
产业化科技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扶持或贷
款贴息补助。

多平台打造协同发展生态圈

大寒时节，元谋县温暖如春。在位于
元马镇星火社区的农业新技术研究推广
示范基地，番茄、辣椒、花菜等蔬菜让一块
块农田呈现出无限生机。负责人杨建花
说，目前基地示范种植了 14 个品类 2198
个品种，“通过试验示范，我们要把更多好
品种和新技术推广出去。”

紧邻该基地的是元谋南繁制繁种公

司流转的 300 多亩农田。公司负责人仲
家楷说，在示范区创建的支持下，公司统
一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打造出供全国科研
院所加代繁育的平台，育种单位既可以自
己来选育，也可寄来材料委托平台加代种
植。“去年我们这块土地一共迎来全国各
地的84个科研院所，加代选育的作物有6
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这几天，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加代种植的几千份小麦材料陆续进入成
熟期。负责项目的杨春武教授邀请了同
样像候鸟一样来到元谋的甘肃省武威市
农业科学院小麦专家张学智，每天下到麦
田一起进行材料选择。

“繁育一个小麦品种，一般需要12个
种植季的选育，如果正常在北方种植，也
就是一个育种周期需要12年。”张学智一
边低头观察麦苗，一边对记者说，元谋这
个繁育平台给加代种植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一年在这里加种两代相当于小麦的育
种周期大概能缩短2/3。

据元谋县乡村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仲显峥介绍，依托示范区创建，元谋县持
续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完善冬早蔬菜产业
及制繁种产业基础，建设种质资源库，开
展优质种质资源发掘、保护、评价、利用，
建成集物种保育、品种展示、科学研究等
为一体的“云菜”特色创新平台。

通过平台打造，全县已吸引来国内外
111家科研单位和种子生产企业，从事冬
季种子繁育与杂交后代加代工作，筛选培
育出一批抗病、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同
时，示范区通过建设试验示范、技术推广

基地，加强标准研究，加快提升元谋制繁
种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并完善育种创新创
业孵化功能，鼓励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整
合育种资源，强化科技合作，形成育、繁、
推一体化的良种产业化经营体系。

在示范区新平台支撑下，云南金诚番
茄种子研究院通过分子辅助育种、基因编
辑技术和传统杂交育种相结合，共培育出
抗性高、商品性好、产量高的番茄品种 26
个，有的品种已在国内得到大面积推广。

激发经营主体的持续创新活力

眼下，云南滇石成金农业公司种植的
4000 亩设施黄瓜迎来丰收，公司在组织
采收销售黄瓜的同时，还通过电商直播让
本地农民种植的特色农产品加速走向全
国各地。“这几天我们主要销售释迦果，每
天能有二三百个订单。”电商负责人包兴
伟说，“每件快递发5斤果，一天就能帮农
民销出1000多斤释迦果。”

在主要种植设施绿茄的武星农业公
司种植基地，青绿色的茄子从田间采摘回
来后，很快就被分选装箱。基地负责人朱
超柏介绍说，通过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茄
子亩产能达到15-20吨，每亩纯收入能达
到四五万元。

而经过几年发展，元谋鸿荣农业科技
公司已经从单纯的种植业发展为主要打
造农产品供应链。“90 后”创业者杨起鸿
说，公司一开始主要是种植蔬菜，但因为
价格波动大，效益很不稳定。“这两年，在
示范区的支持下，我们把重点转到了供应
链开发上，现在已经与几家大型餐饮连锁
企业、商超等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为元谋
几千亩的蔬菜打开稳定销售渠道。”

周国华说，在示范区创建中，元谋县
将新型主体培育作为激发创新活力的着
力点，围绕主导和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农业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种
养大户等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探索发展专业大户领办型、村集体组织牵
头型、龙头企业带动型、部门牵头引办型、
产业联合型等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近年来，全县新培育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326个，其中州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3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97个，示范家庭农场192个。

目前，示范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达到 1532 个，成为引领推动全县农业创
新的主要力量，带动百亩以上连片种植基
地发展到420个，并大大提升了产业融合
水平。以元马镇、黄瓜园镇为核心，香葱、
番茄等大宗蔬菜产品形成包括净菜加工、
速冻冷藏保鲜、烘干脱水、冷冻脱水、包装
运销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

云南元谋县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路径——

产业花开“天然温室”

□□ 刘霜

贵州省务川县蕉坝镇蕉坝社区为促
进特色产业提质扩量、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农户稳定增收，2023 年建起总面积
200 亩的羊肚菌种植产业园，采取“村集
体+公司+基地+农户”“党员+农户”“种
植能手+农户”等模式，带领广大村民抱
团发展。

多年来，蕉坝社区一直存在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薄弱、自身“造血”能力不足
的问题。为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社区通过多方考察学习和多次论证，
决定建设产业园区，引进附加值相对较

高的羊肚菌。
在园区建设中，面对羊肚菌种植

存在一次性投入大、技术要求高等问
题，社区支持成立公司和合作社撬动
社会投资，加大协调服务和技术指导，
组织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种植管理。为
抢抓市场，园区于 2023 年完成了土地
流转、平整地块及大棚安装。目前，产
业园羊肚菌即将成熟，预计在 2-4 月份
迎来采摘高峰。在今年羊肚菌上市前
夕，产业园已通过合作社与农户签订
订单收购协议，建立起统一收购、统一
销售机制，在多家电商平台推出线上
订单。

贵州务川县蕉坝社区
产业园带动羊肚菌种植

□□ 牟奕霖

近年来，山东省日照市按照融合、集
成的基本思路，整合各类资源要素，集中
投入打造，先后规划创建省市级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衔接乡村振兴集中
推进区、美丽乡村示范区等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 48个，有力促进了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

在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打造中，日照
市立足“小城大乡”市域基本特征，全域
化谋划，打破区县、乡镇行政区划界限，
以平原、丘陵、沿河、沿海、环湖为依托，
按照“一带一特色、一带一风景”的目
标，规划布局“五纵一横”六个乡村振兴
隆起带，构建起片区化推进的基本骨
架。在此基础上统筹实施，发挥示范区
体量大、资源聚集性强、带动作用明显
的优势，将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等各项重点任务融合起来，统一布
局，一体实施。

示范片区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中，
坚持因地制宜探索路径模式，立足南茶、
北果、东渔、西牧菜的产业格局和海陆兼

备的特征，不搞一刀切，鼓励县镇村因地
制宜，综合考虑区位、资源、交通等要素，
各打各的“优势牌”，各唱各的“地方戏”，
努力探索示范区建设的新路子，初步形
成了特色产业支撑型、农文旅小镇赋能
型、园村互动型等多种路径模式。此外，
按照规模化、全链条、多业态的基本思
路，培育了绿茶、蓝莓、渔业、樱桃、中药
材等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及 26 个特色
单品，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岚山区巨
峰镇、高兴镇和东港区陈疃镇分别以茶
叶、蓝莓等当家土特产为支撑，打造出了

“茶乡凤鸣”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和
“蓝莓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
区。东港区陈疃镇蓝莓湾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省级示范区内标准化蓝莓种植基地
达到28个，蓝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最终要落脚到
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上来。多年来，日照
市通过创新建立“村党支部+土地股份合
作社+农户+企业”合作模式，建立起紧
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实现产村联动、村企互动、共建
共享。

山东日照市
规划创建48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东北师范大学杨春武教授（右）和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院小麦专家张学智（左）在
田间对加代小麦材料进行观察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