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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叶县按照“县有支柱
产业、乡有主导产业、村有特色产业”的
发展思路，以“产业园+村集体经济”融合
发展模式，以乡村振兴产业带为主线，规
划建成任店镇韭菜产业园、龙泉乡食用
菌产业园、廉村镇辣椒产业园等一批农
业园区，有力促进了乡村产业规模化发
展、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实现乡村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活水”。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叶县在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中将大项目、好项目作为带
动农业大发展、乡村大振兴的重要载体，
打出“以商招商”和“链式招商”组合拳，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对接企业、主动跟踪
项目，吸引大批现代农业项目顺利落
地。一个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通过项目
实施，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推动产业全链条式发展和城
乡全要素融合的强劲引擎。

任店镇韭菜产业园培育出极抗
寒、不休眠、浅休眠、深休眠等久星系
列 28 个韭菜品种，推广到 31 个省（区、
市），不仅为不同气候环境、不同栽培
模式提供了适应品种，还保证了韭菜
的常年供应。依托种子“芯片”优势，

产业园成立起农业种植合作社，鼓励
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韭菜，并配置全自
动韭菜保鲜、韭花酱生产线设备，可日
产韭花酱 20 吨，打通了从种子到成品
的韭菜全产业链条。

占地 360 亩的龙泉乡食用菌产业园
总投资3.2亿元，建有工厂化仿生态智慧
菇房 135 座，年产各类食用菌 1.7 万吨。
园区探索实行“地方国企+产业龙头+乡
村融合”模式，由叶县城投集团与河南智
联公司合作共建，从而实现国有平台把
控整体、龙头企业发挥优势、乡村两级入
股分红模式。

2022年引进的绿港现代农业产业园
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温室与绿色种植模
式，优质蔬菜生产全年不断线，且作物生
长所需的温、光、水、气、肥等可自动化管
控。蔬菜产品的高产量、安全性和商品
性比较稳定，可为平顶山、郑州、漯河等
地区供应蔬菜。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
销售收入预计可达4000万元。

在洪庄杨镇唐马现代农业产业园，
指尖按下遥控器，就可以给大棚里的瓜
菜浇水施肥；久星科技产业园里韭菜能
长到 1 米高；全县富硒小麦种植面积超
10 万亩……如今，在叶县一座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里，科技与农业不断融合交
汇，描绘出乡村产业的全新图景。

河南叶县
产业园为农村经济发展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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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茄树、水培超级植物工厂、一米菜园、番茄树、多年生
水稻……随着园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北大荒集团宝
泉岭农场有限公司宝泉岭现代农业产业园超级物种园的作物
种出了“新花样”。

近年来，该产业园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针对产业结
构相对单一、一产独大、发展要素集聚度低等问题，着力发展
高科技农业，改变传统生产场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工厂化模
式，让产品更优、产量更大、产值更高，并紧紧围绕“融合化”大
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

“多宝茄树生长速度快，一年四季可边开花、边结果、边采
收，实现连续高产，单株产量可达1000斤，单个茄子重量平均
可达1公斤，寿命可达20余年，所以种植一次可收益多年。”工
作人员田颖向前来科普研学的学生介绍说。

在智能蔬菜种植区，一排排 3 米多高的无土栽培番茄植
株挂满果实。种植区在智能温室内配备水肥灌溉系统、环境
控制系统，实现标准化栽培、精准化管理。

“咱们这个无土栽培的贝贝番茄植株可以无限生长，通过
落蔓方式使顶端持续生长，累计可长10米以上，而且挂果密度
高、色泽均匀。”工作人员井辉一边采摘一边说，在智能温室，番
茄生产环节标准可控，一棵植株能产出20斤左右的果实。

据产业园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许文韬介绍，产业园
以农业高科技和多功能开发为导向，将生产、加工、销售与品
牌、体验、服务有效衔接，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成为园区经
济新增长极。

从树莓到树莓果酱，从蓝靛果到蓝靛果饮，从绿色果蔬到
果蔬脆片，从数十种中药到多功能中药香囊，从种植灵芝到孢
子粉……产品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一批批具有代表性、有
特色的优质农产品走向了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的消费市场。

在发展一二产的基础上，产业园还以现代农业展示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为基点，打造出辐射智能温室景观区、宝泉花海
景观区、百果采摘区等八大休闲观光旅游区域的农业科技观
光环线，重点打造出“金秋赏菊节”“香瓜节”“烹饪大赛”等多
个区域优质文旅项目，培育开发出系列文旅 IP产品，构建起集
试验示范、科普研学、旅游观光、休闲农业于一体的发展格局。

“我们着力发展科技农业，延伸产业链条，目的是要用产
业联农带农，强化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经过几年探
索，园区实现了各类经营主体收入多渠道、全方位增加，走出
了一条具有宝泉岭特色的增收之路。”产业园核心区党支部书
记郝明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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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时节，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现代农业先行示范区掀起春耕春种热潮。图为当地农民驾驶多
功能撒肥车在为农田施用有机肥。 祝家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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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的油菜花在山间的一块块农
田里盛放。四五月份油菜收获后，田间会
紧接着插下秧苗。秋后，随着水稻收割，
冬闲田会再次播下油菜种子。

贵州省长顺县属温和稻作区，也是
“国家区域性油菜良种繁育基地县”以及
全省“稻油轮作示范县”，全县水稻和油菜
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万亩左右。

近两年来，长顺县借助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创建，依托水稻、油菜产业基础优势，
以打造油菜制种强县、优质商品水稻基
地为目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集成示范
试点，实施“育、繁、推”产业多元投入，全
面推行“水稻+油菜”轮作模式，示范提
高种植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
水平，实现综合单产稳步增加。同时推
动粮油“产购储加销”一体化改革，提升
水稻、油菜产品加工产能，开展储运保
鲜、包装标识、分等分级、品牌营销等标
准化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价值
链、完善利益链，为粮油安全生产和农户
增收筑起坚实保障。

做强种业推优产，综合单
产提升5%

早春二月，在位于长寨街道威远社区
的国家区域性油菜良种繁育基地，180亩
土地种植的 2 万多份油菜材料陆续进入
花期。工作人员在田间穿梭，通过观察植
株长势、病害、抗倒伏等情况选择优良单
株，编号挂牌进行标记，并选用优异植株
进行杂交授粉、套袋隔离。

“在育种材料的整个生长期，我们要
泡在地里对植株性状不断地观察和筛选，
后期收获后还要测产并对油菜籽进行品
质分析。”正在田间忙碌的贵州省农科院
油菜研究所研究员秦信蓉说，含油量提升
一直是油菜育种领域的一个难题，“结合
长顺县及长江中下游油菜产区实际，我们
育种的目标是‘三个 5’，也就是种植亩均
投入不超过500元，平均亩产500斤以上，
油菜籽含油率超过50%。”

其实，近两年，长顺县已大面积推广
省农科院油菜研究所研发培育的“油研
2020”品种。长顺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
宗朝介绍，这一新品种适应范围广，抗倒
伏能力强，产量高，亩产比传统品种的
150斤能高出一倍，种植管理好甚至能达
到 400斤，含油量从全国平均的 43%提升
到了 52.34%，榨油能达到 40%-46%的出
油率。

对于未来几年基地能培育出更好的
油菜品种，秦信蓉和刘宗朝都充满信心。
而对种业的强化，也正是长顺县在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创建中，“保障粮油供应从种
子出发”的切实行动。

在加强油菜新品种培育的同时，示范
区依托贵州禾睦福种子有限公司，在广顺
镇、长寨街道、摆所镇等街镇共建成1.9万
亩油菜制种基地，推动长顺杂交油菜制种
大县稳步发展。而且，示范区还在引进优
质水稻品种进行示范推广的基础上，与中
国工程院柏连阳院士团队合作，以选育
2-3 个符合高海拔寡日照地区的品种为
目标，率先在全省成功开展杂交水稻亲本
繁殖试验。

“保障粮油供应，实现产量提升，既要
有良种，也要有良法。”刘宗朝说，长顺县
在示范区创建中，提早谋划制定工作方
案，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实施“换种计划”、
高产品种试验等工程，大力推广“稻油轮
作”、工厂化钵苗育秧、油菜浅耕直播、增
加种植密度等新技术。在油菜种植中通
过调节机器控制种子、肥料的使用量，播
下的种子无破损且分布均匀，避免传统
油菜二次移栽幼苗返黄现象，有效提升
了油菜的成活率。“通过一系列综合措
施，2023 年全县水稻和油菜综合单产比
上一年增加了5%。”

完善服务降成本，亩均节
本近千元

长顺县辖区为典型喀斯特地貌，除
32 个坝区较为平整外，大部分是碎片化
的小块土地。

“对我们来说，农业现代化既要示范
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模式，也要解决
谁来种地和种地成本上升的问题。”刘宗
朝说，针对这两个问题，长顺县在示范区

创建中探索出“1+7+N”农机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创新路径。“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
既能更快推广标准化种植，也能有效降低
种植成本。”

具体来说，“1+7+N”农机社会化服
务体系以长顺县诚福耕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为总社，引领全县 7 个镇（乡、街道）
发展分社，以租赁、发包业务等多种合作
方式调度农户自有农机、农机合作社或农
机企业、社会资金、专业技术人员等“N”
个农机资源，协调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目前，诚福耕合作社统筹全县农机资
源，统一标准开展粮油作物“苗、耕、种、
管、收、烘、售”一站式服务，提供种植技术
指导，吸引大量农户、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经营主体参与。

诚福耕合作社负责人袁正华介绍说，
社会化服务体系运行以来，制定统一作业
标准、服务价格，2023 年在长寨街道、广
顺镇分别打造1个500亩以上的托管服务
示范点，同时带动其他乡镇推行一站式服
务试点，推动农机种类、数量和服务面积
持续扩大。“而且，有优良品种和标准化技
术模式支撑，对于全托我们还有产量保
底。”目前，整个体系共有各类农机340余
台套，服务既覆盖到相对平整的大田块，
也涉及到丘陵山地的小田块。

对于统一社会化服务降低种植成本
的效果，袁正华算了一笔账：从水稻种植
来说，主要包括育苗、翻犁、插秧、打药施
肥等田间管理和收割几个环节。社会化
服务推广标准化机械种植后，这几个环节
比采用传统方式亩均一共能节约成本
530多元，其中仅翻犁一项投入就从每亩
360元降到150元。

长顺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中
心主任罗建彪补充说，在油菜种植中，
相较于传统耕种，社会化服务采用直播
方式，集旋耕、施肥、播种于一体，一台
机器一天可以播种 30-50 亩，省去了育
苗、移栽等过程，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和生产成本。

延长链条促增效，农民有
粮不愁销

“对于粮油产业的现代化，种植产量
提升只是一部分内容。”在长顺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吴泽灏看来，只有发展相应的加
工业，才能保证农民种出来的粮油实现优
价销售，从而持续提高种植积极性，也才
能让粮油尽快转化成消费品走上餐桌。

基于这一认识，长顺县在示范区创建
中尤其加大了粮油加工企业的培育力度，
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农业“接二连
三”“围农兴工”为抓手，统筹推进农产品
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和主食
加工协调发展，着力延长产业链，提升企
业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

目前，全县新引进食品加工企业 15
家，盘活园区民营企业闲置厂房 6.6 万平
方米。通过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产能 70
万吨的爱民米业已成为西南地区粮食加
工能力靠前的企业，产能9万吨的长顺八
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实现菜籽油物理压
榨生产全自动化、智能化、规范化。

刘宗朝说，示范区还大力实施粮食绿
色仓库提升行动，建设准低温示范库 1
座，开展订单优质稻储备，探索龙头企业

“托管化”模式储存成品粮油，从源头提高
地方储备粮质量，确保优质粮“收得进、储
得好、存得下”。目前，全县完成优质粮储
备 5000 吨，依托爱民米业公司储存成品
粮200吨、八妹公司储存食用油200吨。

在龙头企业“订单农业”的带动下，示
范区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在全县
推广优质水稻和油菜种植，按种植面积对
参与种植水稻、油菜的主体或农户进行惠
农补助。水稻、油菜成熟后，由订单企业
按照“价格保底、随行就市、优质优价”统
一进行收购，有效解决了农民种植粮油的
后顾之忧。

据八妹公司董事长熊净介绍，目前公
司油菜籽订单几乎覆盖全县 13.5 万亩油
菜种植面积，2023 年产能提升后县内油
菜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原材料需求，所以
油菜的订单种植正在向黔南及整个贵州
辐射。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爱民米业公
司。公司董事长陈爱民说：“我们通过市
场调研及销售反馈，能及时通过订单向种
植环节传递消费端偏好，进而推动优质品
种推广，实现优质产品优价销售。”

贵州长顺县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集成示范试点——

种 粮 油 也 不 少 赚

□□ 李小琴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以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契机，聚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着力打
造三条示范带，推动智慧大棚蔬菜、水生蔬菜、
生猪生态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智能化发展。

其中，智慧大棚蔬菜产业示范带通过引进山
东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培育本地企业，先后在羊头
镇中红、龙山、大井等村建成 6000多亩的集中连
片智慧大棚蔬菜基地。该基地在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菜篮子”的同时，辐射带动鹅塘、沙田、
望高等乡镇发展大棚蔬菜 450亩，喷灌（滴灌）水
肥一体化设施蔬菜3500亩。目前，基地企业年累
计安排务工11万人次，带动务工家庭年户均增加

工资性收入约3万元。
水生蔬菜产业示范带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持续推进“藕莲天下”示范区提质升级。近两
年，全区发展水生蔬菜面积8.3万亩，其中马蹄、莲
藕、香芋等水生蔬菜7万亩，年产值超6亿元。

现代设施养殖全产业链示范带重点推进“猪
福天下”生猪生态养殖核心示范区提质升级，加
快智慧化生猪全产业链、生猪屠宰冷链物流中心
和有机肥厂等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配套项目建设
进度。同时推进“鱼跃天下”示范区建设，2023年
实现圆桶养鱼产业示范投产。

据了解，该区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中，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扶持办法等系列政策文
件，在土地、奖补资金、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企业
和经营主体全方位扶持，吸引一大批企业落户，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0多家。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着力打造三条特色产业示范带

近年来，山东省阳谷县通过建设蔬果特色农业园区，引领乡村产业实现稳定发
展。开春后，侨润街道王楼村油桃种植园区桃花盛开，图为科技特派员韩福梅（中）在
向果农讲解大棚桃树授粉技术要点。 陈清林 宋延安 摄

□□ 王伦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将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优化生产结
构、做强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载体，在
大坡镇全域创建胡椒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推动要素集聚、强化科技支撑、
推进三产融合，有效促进特色产业集
群集聚发展。

产业园坚持创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基
地，通过推广优质品种、推行精细化田间
管理、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建设农产品集
散地，不仅大幅提升了胡椒的品质和产
量，还创新泡椒技术和胡椒产品，持续开
拓大坡胡椒海外市场，并建设了大坡农
产品集散地，形成了集种植、加工、仓储、
物流、研发、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据介绍，在生产胡椒粉、胡椒饼干、
胡椒根、腌渍鲜胡椒等产品的基础上，园
区还计划投入 6000 万元改造升级设施
设备，生产冻干青胡椒，提取胡椒碱等高
附加值产品，将胡椒加工产能从每年

4000-6000吨提高到3万吨。
目前，产业园胡椒种植面积约6.8万

亩，是全国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胡椒生
产基地。园区通过科学监测水肥、病虫
害等情况，建立大坡胡椒质量控制体系，
促进胡椒品质的提升，胡椒收购价达到
每斤20元，比原来提高约53%，实现农业
增效与农民增收双赢。靠种植胡椒，赞
统村村民陈明治盖上了新房子，过上了
好日子。

据了解，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琼
山区围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
务，加大农业产业园建设力度，逐步构建
起国家、省、市、区“四级联动、梯次发展”
的产业园建设新格局。目前，该区认定
的 9个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有力促进了
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农业产业
的转型升级，成为引领带动乡村产业振
兴的“新引擎”。在产业园的示范带动
下，全区形成以生猪产业为主导，火山荔
枝、胡椒、水稻、冬季瓜菜为支撑的五大
特色优势产业。

海南海口市琼山区
胡椒产业园推动集群发展

□□ 吴茶洪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越州
镇聚焦打造“现代农业引领区”的目标定
位，坚持“绿色、高端、精品”发展思路，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大力推进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使产业和就业向园
区集中，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全镇已初步建
成以种植端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两
个以销售端为主的冷链物流产业园。

以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
面积3万亩，目前已建成1.6万亩，主要种
植蓝莓、红葱、露地蔬菜等作物。园区一
方面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通
过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已引进佳沃集
团、云南恒隆嘉宇等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入
驻。其中，蓝莓产业以大梨树村等村落为
核心区域，规划种植蓝莓1.2万亩。这几
年种植的珠宝、绿宝石、莱格西等蓝莓品
种，果实具有口感好、果粒大、耐储运等优

点，深受市场青睐。
两个以销售端为主的冷链物流产

业园沿 326 国道规划建设，目前已建成
冷库静态库容 8 万立方米，并配套建设
了制冰厂、包装箱厂，月周转蔬菜 24 万
吨，有效完善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下游产
业链。

据介绍，全镇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村集
体收入增加的“三增”成效。农户分散种
植变为规模化种植后，亩均产值从 4000
元左右增加到2.5万元以上；现代农业产
业园和冷链物流产业园带动了 3000 余
人就业，每年实现务工总收入近 1亿元；
涉及土地流转的 6 个村委会和小组，通
过提供配套服务，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近 600 万元。例如，大梨树村通过实
体化经营、多元化整合、规范化管理的

“三化”模式，促进了“资源变股权、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实现了产业兴、农
民富、农村美、集体强。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
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园区

国家区域性油菜良种繁育基地工作人员在对油菜育种材料进行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