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赤水市立足气候优势，采取“党建引领+村社合一”的发展模式，推进“农
业园区化、园区景区化、农旅一体化”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园区，并通过“线上+
线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图为近日该县组织志愿者在星光村农业产
业园直播销售蓝莓。 张鹏 刘继锋 摄

贵州赤水市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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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高质量发展领航高质量发展资讯

□□ 李彦明

近年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利用地处
秦巴山区腹地的地理特点，在广纳镇着力打
造“优质粮油+青峪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推动种养循环发展，示范带动农民增收。

园区建设整合高标准农田、产粮大县、
产油大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等项目补助撬
动社会资本，综合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
旱改水等，增加土地节余指标进行市场交
易，实现资金拼盘、项目整合。目前，园内已
建成高标准农田 1万亩，建成万头青峪猪标
准化养殖基地 1个，5000头青峪猪标准养殖
场1个。

园区着力推动绿色发展，探索秸秆制

菌、秸秆制肥、秸秆饲料、生猪养殖液态有机
肥料管网式还田等新技术，并利用物联网设
备、遥感技术、新一代移动网络传输平台，实
现青峪猪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
自动饲喂系统等配备率达 100%，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97.86%。

同时，园区持续强化联农带农，建立“龙
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
场+大户”产业联合体，以巴山牧业、康源油
脂、顺和通米业、麦金地中央厨房为龙头，与
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签订保底购销
协议，形成稳定供应关系。目前，巴山牧业
等 4 家龙头企业已与园区主体签订 50 份协
议，提供岗位 2000个，示范带动培育家庭农
场200余个。

四川通江县

园区示范种养循环

作为江苏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无锡（稻麦）推广示范基地，近年来无锡市锡山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了新品种和新型管理技术等多项夏熟作物大田试验。夏收
时节，产业园提前部署、及早谋划、抢抓农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充分配备人员、机械
与物资，园区1000亩小麦顺利收获。图为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金蕾 摄

江苏无锡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千亩小麦喜获丰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随机选取 3块地共 4.15亩，按 13.0%
标准含水量去水去杂后，小麦实收亩产
达到536.2公斤。

日前，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组织专
家对沿淮气候过渡带稻麦轮作“吨半粮”
绿色增产增效技术集成示范区首次现场
测评，得出今年技术示范基地夏粮平均
亩产。由此，推算出示范区稻麦周年亩
产量达到1539公斤。

示范区以“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
产、逆境能稳产”为目标，由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颍上试验站、安徽
省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于 2016年
联合创建。示范区通过“1 个技术研发
团＋1 个观测试验站＋1 个技术服务中
心＋N个技术示范片”辐射推广网络，建
成技术研发基地 200亩、技术示范基地 1
万亩，辐射带动面积2万余亩。

通过 10多年攻关研究，示范区创新
集成技术，优化匹配周年温光资源，使
小麦和水稻生育进程分别与最佳季节、
最佳光温资源同步。同时以“农田水—
土—能—粮—碳协同优化管理”为关键，
创新应用“沿淮区域稻麦周年气候适应
性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技术模式”。

具体在小麦生产技术方面，示范区
重点从高质量机械耕播、高效施肥及轻
简化栽培、中后期保健栽培等技术应用
等方面促进小麦生产绿色高效。其中高
质量机械耕播技术以精量旋耕施肥播种

复式一体机为核心，集施肥、旋耕、播种、
第一次镇压、覆土和第二次镇压六道作
业一次完成，减少机械反复下地作业，仅
在整地播种环节就可将每亩成本降低25
元左右。同时耕深 15厘米，有效解决因
耕整地播种质量不高导致缺苗断垄的问
题。高效施肥及轻简化栽培技术以小麦
专用生物膜保持型复合肥料为核心，结
合土壤肥力水平、小麦品质类型及其养
分需求规律，采用一次性底施或基施加
拔节追尿素等模式，有效提高化肥利用
效率。中后期定向保健栽培技术结合

“一喷三防”工作，在小麦孕穗至灌浆中
期额外通过叶面补充含硅水溶肥、亚硫
酸钾、磷酸二氢钾等养分，提高植株抗逆
抗病抗倒伏能力，延缓衰老，提高粒重。

在水稻生产技术方面，示范区重点
围绕水稻品种选择、穗分化期、孕穗期和
灌浆期关键环节，集成应用氮高效碳低
排优质食味品种、氮素穗肥精确后移、孕
穗期外源海藻糖调控及灌浆初期干湿交
替水分管理等关键技术，实现绿色低碳、
量质同增。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颍
上试验站研究员王冠军介绍说，示范区
通过技术创新集成对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和物化产品迭代升级，在确保粮食作物
稳产高产的同时，提高了温光资源、水肥
资源利用效率和固碳减排生态效应，为
引领带动安徽省沿淮气候过渡带稻麦轮
作区域粮食大面积增产增收探索出可行
路径。

安徽颍上县
“吨半粮”示范区技术集成提单产

□□ 方永针 黄茜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将农业园
区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累计建
成各类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66个，
有力带动了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位于长塘镇的中国—东盟稻作文化
园以打造三产融合水稻产业示范引领区
为目标，集稻田观光、研学、稻米文化研
究等多功能于一体，采取“小块变大块”

“坡地变平地”的方式打造高标准农田示
范基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生产，通过
多元化带动联结方式与农户形成紧密利
益联结，并逐渐辐射周边地区，推动当地
乡村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在稻作文化
园核心区，青秀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签
约共建的蔬菜研发中心正在加速建设，
目前已落地创新育种试验基地和露天试
验田项目。下一步，园区还将继续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研究院、水稻育秧育苗中
心等项目建设，规划打造南宁张六城市

大道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区。
青秀区与山东寿光农业集团携手合

作打造的晟发现代设施蔬菜基地以建设
现代设施农业园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为目标，分别在刘圩镇、长塘镇、南阳
镇建设实用型连栋温室蔬菜大棚面积超
1000 亩。基地使用粮果蔬轮种模式，选
育了黄瓜、辣椒、西红柿、羊角蜜、西瓜、
贝贝南瓜等果蔬品种近 30个，并通过土
地循环利用模式和规模化经营，大幅提
高了农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率，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据了解，目前青秀区的 66个农业示
范区中有 3个跻身自治区星级现代特色
农业示范区，5个升级为市（县）级现代特
色农业示范区。在此基础上，青秀区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成功入选国家级
创建名单。在各级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的
辐射带动下，全区现代特色农业产业正
向着规模化、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
方向稳步迈进。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建农业园区 助乡村振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清晨青县棚中菜，中午京津盘中餐。”这是河北省沧州市青县菜
农对蔬菜供应京津地区的生动描述。

北依京津的青县是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环京津设施蔬菜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县，全县瓜菜播种面积 28.6 万亩，其中设施蔬菜面积 18.7
万亩，种植有黄瓜、西红柿、茄子、甜瓜等蔬菜瓜果品类30多个。

近两年来，青县以全域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为抓手，坚持把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对瓜菜等优势产业
加大资金、人才、科技、土地等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推广新品种，引进新
设备，示范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持续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立足绿色安全高品质农产品供应，我们要通过创新驱动、科技兴
农、标准引领，让生产的蔬菜瓜果既要外观美，也要口感好，还要营养
丰富，并有价格优势，同时要让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马瑞说。

在示范区创建中，青县根据蔬菜产业发展基础优势，通过加强与
科研院所合作，建设良种繁育、高品质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提高农业设
施化、数字化发展水平，推动蔬菜育种、蔬菜育苗、高品质瓜类生产、羊
肚菌生产、高品质叶菜生产五大特色板块协同发展。

由青县振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运营的青县航天未来现代
农业园区位于蔬菜大镇曹寺镇，核心区建成面积达2056亩。据合作社
理事长张树森介绍，园区运用新技术嫁接的蔬菜苗能使产量提高1倍
左右，同时实施科学化种植方案，设施大棚瓜菜轮作每亩年产值能达
到10万元。而且，蔬菜苗和种植技术方案已经辐射到周边农户。

青县司马庄绿豪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的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占
地面积1280亩。一座座现代化蔬菜大棚内，绿色的青椒、黑色的南瓜、
青色的番茄令人目不暇接。除了观赏南瓜、拇指黄瓜、迷你菜瓜、樱桃
番茄等上千个特色新品种，蔬菜的种植管理也尽显“科技范儿”。合作
社理事长李志彬介绍说，目前园区在中度盐碱地棚室种植了耐盐碱辣
椒等蔬菜新品种，正在通过施用功能有机肥及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
喷施海藻素促根壮秧，研发盐碱地棚室蔬菜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

“今年，我们还引进蔬菜种植机械设备。操作起垄机，半个小时就能一
次性完成棚内 1.6亩土地的起垄、铺设滴灌管道和覆膜的工作。起好
垄后，自动移栽机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棚内菜苗移栽。”

“用人工的话同样的工作需要五六个人两天来完成。综合算下来，采用机械后一亩地
能节省成本大概1500元。”李志彬说，“另一项科技应用是我们在棚内配置了高压喷雾机，
可以让农药雾化覆盖效果更好，使农药使用量降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在着力提升种植科技水平的基础上，示范区不断加强高端食品产业园基础条件建设，
以乳制品、粮食、蔬菜加工为重点，推进小洋人、唇动食品、周黑鸭、陶然食品等企业建设研
发平台，引进先进生产线，持续提升饼干制品、精品蛋糕、乳饮料等生产能力。同时引进领
军型龙头企业入驻园区，开展冻干蔬菜、预制菜等精深加工。

此外，示范区通过实施蔬果安全溯源工程，大力推进蔬菜“三品一标”建设，打造蔬菜
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并依托蔬菜小镇建设拓展休闲康养、科普教育等功能，打造特
色蔬菜产业集群，示范引领区域设施蔬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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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油菜制种基地上的杂交油菜绿意盎
然，马铃薯田里的新苗破土而出，供港基
地的蔬菜长势喜人……芒种时节，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黄土地上处
处涌动着澎湃活力。

互助县是青海省农业大县，耕地面
积占全省的八分之一。借助冷凉的气候
环境和肥沃的土壤，互助县逐步发展成
为青海重要的杂交油菜制繁种基地、脱
毒马铃薯繁育基地和粮食生产及“菜篮
子”基地，油菜和马铃薯产量均占到全省
四分之一。

近年来，互助县以创建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平台，聚焦
全省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目标，高起
点谋划油菜制种、马铃薯繁育等高原特色
为主导产业，聚力实施产业升级、技术装
备集成、园村一体推进等“六大工程”，全
力推进“耕地保护传彩、种业振兴添彩、产
业发展出彩、三产融合增彩、品牌强农靓
彩、质量兴农重彩、科技支撑争彩”农牧业
发展“七彩”行动，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农牧业总产值连续四
年突破40亿元大关。

夯实根基，打造高原特色
粮油产业引领区

5月下旬，互助县已经完成今年20余
万亩马铃薯播种任务。

6月初，望着已经渐绿成行的马铃薯
苗，东山乡联大村村民席恒录喜上眉梢：

“昔日的洋芋蛋成了如今的‘金蛋蛋’！去
年我家种了 210 亩马铃薯，收入 40 多万
元。今年又增加了 30 亩，总共种下 240
亩，就盼着能有个好收成！”

“有了这台机械，铺膜播种一次性完
成，一天能铺17亩地，省钱又省力！”联大
村党支部书记赵永寿指着一台覆膜播种
机介绍，“采用覆膜种植耕作技术，农作物
产量可以增加一到两成，同时还有增温、
保墒、改善土壤理化结构的作用。”

“产业是立园之本。油菜和马铃薯是
互助县产业发展的两大拳头产业，产量在
全省都占到很大的比例。”县农业农村和
科技局副局长胡志桥说，多年来互助县结
合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马铃薯产
业，为创建国家级园区奠定了产业基础，
也成为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标杆。

一粒种子关乎农民的收成，也关系粮
食安全。在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和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中，互助县逐步形成了
完备的杂交油菜和马铃薯良种繁育体
系。依托高原冷凉气候及县域内沟岔河

谷地带形成的天然隔离屏障，建成杂交春
油菜制种基地。东山乡、西山乡、蔡家堡
乡等西北特色优势种薯繁育生产基地集
中连片，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15万亩以上。

日前，记者在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位于威远镇余家村的制种基地
里看到，一望无际的“青杂”系列油菜生机
勃勃。如今，“青杂”系列杂交油菜已推广
到全国 27 个省 106 个市，并走出国门，在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得
到大面积推广。

“我们与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密
切合作，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杂交春油菜制
种基地。每年在全国春油菜区推广近
500万亩，约占全国春油菜区杂交油菜的
85%、青海甘蓝型油菜的 98%。从累计数
据看，已建立制种基地 40 万亩，推广达
900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约100亿元。”互
丰集团董事长蔡有华介绍。

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培育
新动能

“产业园区规划了‘一心、二带、三区、
多基地’，包括科技创新与加工物流核心、
高原特色现代制种产业带、北部杂交油菜
标准化种植核心片区、南部马铃薯商品薯
规模化种植片区、东部旱作农业高标准集
成示范片区等多个版块。”县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专班办公室负责人祁守忠告诉
记者，按照基地支撑、园区建设、集群发展
的思路，互助县高规格编制建设规划，促
进科技转化和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日前，记者走进产业园核心区，智慧
农业展厅正在做最后的数据调试。通过
平台显示屏幕，可以清晰地看到基地里的

作物长势情况，微距镜头下甚至可以看到
叶面生长情况。脱毒马铃薯组培中心内
的组培区、雾培区、移动苗床区等功能区
已建设完成。

负责园区智慧农业项目的经理周长
献告诉记者，数字化建设围绕互助县智慧
农业建设重大需求，采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构
建以大数据采集、分析、管理为核心的智
慧农业平台，集成农业“四情”监测、植保
智能预警、智慧农机服务等功能。

出县城后向北大约4公里，就到了互
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卓扎滩农业综合
试验示范基地。这里是互助县建设的现
代绿色农业展示窗口，也是产业园区的重
要基地之一。

“基地里的1700亩土地主要开展马铃
薯、油菜、蚕豆等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和展
示。自从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以
来，我们配套了高标准农田灌溉水利设施、
无人机驾驶拖拉机、智慧农业导航等新技
术、新装备，为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青海
丰之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林
业告诉记者，通过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
备试验和展示示范，重点集成和示范推广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地膜覆盖、全程机械化
耕作等综合配套技术，促进主导产业基地
建设向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记者采访得知，随着园区创建深入推
进，一大批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不断转
化为农业现代化的新动能，“油菜—马铃
薯”“小麦—油菜”“小麦—马铃薯”等多种
轮作方式因地制宜推行；建立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攻克旱作油菜、马铃薯生产

“卡脖子”实验技术 12 项；示范区内马铃
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7%、油菜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4%，探索出适宜青
海浅山区油菜、马铃薯种植全程机械化的

“互助模式”……

增收助农，耕耘一方“致富
热土”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
园是联农带农的有效载体。在互助县，这
一点正通过农民与现代农业的多种联结
方式显现出来。

今年三月份，东和乡麻吉村举行油嘴
湾生态文化景区股民分红和村集体经济
分红大会，村民们共同分享到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今年我分到了 1395
元。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让我们干劲
更足了！”领到分红款的村民任成平高兴
地说。

借助国家级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区的
创建，麻吉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村
民们通过入股、合作等形式，按照“村两
委+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不
断拓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目前，村民
入股达 115 户，入股资金 300 余万元。
2023年为村民股东和村集体经济分红 62
万元，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

麻吉村共享型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模式是园区内农户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的有益探索。近年来，互助县率先探
索了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村集体或合作
社为纽带的入股分红增收带动模式，通过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实现利益联
结，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如今，互助县围绕油菜和马铃薯两大
主导产业建立起“良种繁育、标准种植、贮
藏流通、初加工及食品精深加工、废弃物
综合利用、农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条。9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9 家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18 家省级以上示范家
庭农场与园区内 60%以上的小农户建立
了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

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主
营菜籽油的收储、加工和销售，是互助县
省级龙头企业。通过与当地油菜专业合
作社建立长期合作，企业提供良种、良技
等服务，带动10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和233
户农户户均增收近2万元。

产业合作、入股分红、社会化服务……
在不断的探索中，各类经营主体利益联结
机制更加紧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模式更加成熟，利益分配方式更加合
理，增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目前，园区
示范带动全县农民约3万人就业增收，村
集体经济年收益10万元以上村占比达到
60%以上。

“添彩”黄土地 产业增红利
——青海省互助县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新路径

当地农民在为脱毒马铃薯微型薯扩繁压头。 王宝元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年来，农行陕西咸阳泾阳县支行
始终围绕泾阳县土特产，以“特色”之笔，
书写乡村振兴新华章，以黑（茯茶）、白
（奶畜）、红（葡萄）、绿（蔬菜）“四色”产业
为基础，结合县域特色，积极开发乡土资
源，助力泾阳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助力优化泾阳农村产业结构、
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泾阳县
支行大力推广“惠农 e 贷”“惠农 e 贷—
抵押”“锦绣前程贷”等拳头产品，简化
手续，降低贷款利率，并有效推进农户
信息建档与线上办贷，为农户提供优
质金融服务。支行成立了以党员为中
坚力量的乡村振兴服务团队，深入村
镇，详细了解金融需求，加大西红柿、

茯茶、红薯、羊奶、蔬菜等行业信贷支
持力度。

泾阳作为陕西省西红柿种植第一大
县，不少群众靠着西红柿发家致富。“泾
阳支行的工作人员上门调查，等审批好
后，贷款马上就到账了，方便得很。”近
日，西红柿种植大户张伟激动不已，他在
农业银行成功贷款30万元。

截至目前，泾阳县支行以“惠农 e
贷”为代表的农户贷款余额 4.57 亿元，
2024 年累计新发放贷款已超 1.5 亿元。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三
农”部署，从惠农贷、丰富春耕产品、线上
办贷、开展专场金融服务、加强金融反诈
宣传工作等多方面出发，不断加大信贷
支持，以实际行动解决农户融资难题，助
力泾阳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支持“四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