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通过良种葡萄园区引进新品种示范新技术，引导支
持农民大力发展良种葡萄特色产业，葡萄种植面积1.6万多亩，亩均年收入突破3万
元。图为果农在夏季田管时节为葡萄整枝。 李善喜 李征 摄

河南方城县
小葡萄串起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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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高质量发展领航高质量发展资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绿色田园与蓝色“牧场”交相辉映。
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的浙江省

宁波市宁海县背山靠海，西部和西南山岭
重叠，东部以低丘和冲积平原为主。立足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状况和 176 公
里的海岸沿线资源，宁海县逐步发展为国
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和海水养殖大县。其
中水稻制种以“甬优”系列杂交稻为主，
2004年以来，已累计制种近2000万公斤，
推广至全国17个省份。

近两年，宁海县以“甬优”系统杂交水
稻制种和南美白对虾等海产品养殖为主
导产业，高起点规划建设21.2万亩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并成功入围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名单。创建以来，产业园围绕两
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核心驱动力，集聚现代要素和经营主
体，全力推进农业科技攻关和技术转化，
通过落地高产制种技术、开展海洋水产新
品种培育、示范工厂化水产养殖等，推动
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探索出一条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强农新路径。

试验推广水稻制种技术，
平均亩产提升25%

盛夏时节，在宁海县长街镇新五星村
水稻制种大户王其川的 1320 亩农田里，
几台插秧机穿梭在杂交水稻父本秧苗之
间。随着翠绿的秧苗从插秧机苗盘上有
序滑落，一株株母本秧苗便整齐地栽插到
一行行父本秧苗预留的空间里。

“水稻制种高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父本和母本秧苗群体的花期同步，两者的
吻合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高产。”王其川
说，除个别品种是先播种母本外，大多杂
交稻制种需先插好父本秧苗，半个月左右
后再栽插母本秧苗。“杂交稻的授粉期一
般只有三五天，最多的也就十来天，所以
追求高产就需要根据地方小气候找到父
母本的最佳种植时间。”

另外，父母本的行数比例也是影响产
量的一个因素。1︰8、2︰16、2︰10……采
用不同的比例，产量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在县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宁海
县梳理制种大户多年田间试验，总结出
当地高产父母本行数最佳比例和不同品
种的适宜播期，并结合土壤改良、田间肥
水管理、绿色防控等形成相应的种植技
术规范。

但有了规范的种植技术，并不意味着
能很快落地转化。用王其川的话说，“水
稻制种父母本播期不一，以前只能靠人工
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种1亩左右，在面
积大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一两天的最

佳播种期全部完成插秧。”
针对这一情况，宁海县在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中，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
动、技术指导等举措，加快推广杂交水稻
高产技术，同步推进水稻制种全程机械
化，并被认定为浙江省特色农业“机器换
人”高质量发展先行县。

有了引进改装的农机，王其川 1300
多亩制种田的母本秧苗在一两天内就可
全部栽种完毕，不仅效率高，而且插秧的
质量好。“母本的插秧时间间隔如果超过
3天，产量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据宁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化发
展中心负责人王昂平介绍，通过产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全程机械化让良法和良技更
好地结合，全县水稻制种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而且制种平均产量也提升了25%。

联合推进水产育种攻关，
养殖质量效益大幅提升

辽阔的滩涂，蓝色的“牧场”，宁海全
县年产海水养殖产品达16万吨。但近年
来随着养殖成本增加，海水养殖效益下滑
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

“群体成活率不高，养殖周期长，产量
不够稳定。”宁海农业开发区办公室主任
王振邦说，针对这些问题，产业园在规划
创建之初就将种业科技攻关作为主要的
突破口。

依托产业园创建，宁海县目前已引入
宁波市农业科学院、浙江万里学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成立8个科
研平台，在水产新品种培育和种苗生产等
方面展开联合科研攻关。

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

究院在水产苗种繁育方面主要开展了缢
蛏硬壳品系选育工作，并针对氨氮、高温、
高盐等生长环境对缢蛏成活率的影响同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中心联合开
展选择育种实验，分别获得耐氨氮品系、
耐高温品系、耐高盐品系缢蛏 300 万粒、
120万粒、260万粒。

“在新品种培育过程中，我们采用缢
竖蛏种贝自动分选技术，利用重量分选机
定向选择世代优异型基因，批量筛选‘甬
乐 1 号’新品种优质贝种，供应园区种苗
企业繁育苗种 73.4 亿粒。”浙江万里学院
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柳
敏海说，后期多点生产性养殖对比试验表
明，用新技术选育的贝种相较于未选育群
体 增 重 43% ~50.8% ，养 殖 存 活 率 提 高
21.9%~24.3%。

宁海县蛇蟠涂海洋开发有限公司副
经理徐军超介绍说，在加大新品种培育的
基础上，产业园还针对传统贝类苗种在滩
涂上中间培育效率低的问题，引进推广了
平面流贝类中培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小
面积生态养殖池塘及进排水系统进行缢
蛏苗种中培，每平方米单季产量能达到
11~16千克，是传统滩涂中培产量的20倍
左右，而且一年能开展 2~3 季生产，每平
方米生产效益能达到1000元以上。

宁海县宜鑫水产专业合作社共有七
八十亩的水产养殖池塘，主要养殖对虾、
缢蛏、血蛤等水产品。“这几年有了好的种
苗，鱼虾贝类的生长速度有所提高，发病
率明显减少，我们的养殖产量和效益提高
了不少。”理事长周宽宏说，以缢蛏为例，
新品种养殖时间能缩短 10 天左右，平均
产量还能提高 20%~30%，而且个体大、卖

相好，“同样的规格市场价格每斤要比传
统品种高出一两块钱。”

海水养殖工厂化智慧化，
项目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春季投苗，秋季收获，一年只能养殖
一茬。”这曾经是宁海传统露天池塘水产
养殖模式的代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投
资相对较低，但缺点是养殖周期较长、人
力投入大、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养殖产
量和效益难以突破。

针对传统养殖技术扶持模式的缺点，
宁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政策引导、项
目实施，大力推动海洋水产向现代化、工
厂化、智能化方向转变。

在产业园建设的推动下，园区企业宁
波原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坊科
技公司”）已经告别传统的池塘养殖方式，
让南美白对虾、银昌鱼等海洋鱼虾住进了
四季恒温的“泳池”，过上了“数字”生活。

目前，原坊科技公司设计建设的8个
水产养殖车间已经投产 5 个。“我们在每
个车间内设有几十个养殖池，通过采用保
温材料和相关设备，做到车间全年恒温。”
原坊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筱杰说，每个车
间的养殖池分组分阶段形成“流水线”养
殖模式，可实现每月投放一批种苗，一年
365 天每天都能有产出。“通过高密度和
养殖池的循环利用，工厂化养殖单位水体
海洋水产品产出量能达到传统池塘养殖
的100倍左右。”

在工厂化建设的基础上，产业园水产
养殖加快数字化武装。王振邦说，养殖车
间通过传感器采集和人工上传，收集大量
数据，可以建立不同鱼虾的生长曲线、食
量曲线、活动力曲线、体重曲线等全链条
数据系统，构建环境监测、饲料投喂量等
智慧养殖管理方案，实现数据系统精准管
理，有效解决传统养殖中凭经验、粗放式
管理，盲目低效投喂的问题。“智慧养殖系
统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系统就会自己
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操作，真正实现由

‘点击鼠标’向智能决策养殖的跨越，而且
这种养殖模式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

据产业园招商项目工作人员陈彬介
绍，产业园正在三门湾现代农业开发区蛇
蟠涂北区建设工厂化海水养殖项目，项目
占地面积1832亩，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南美白对虾 1 万吨，年产值 3 亿
元。该基地还将进一步拓展相关产业链，
培育对虾产业化平台，配套科研、种苗、加
工、仓储、电商等相关产业，建立规模化、
标准化、数字化的现代化养殖示范基地，
进而形成集科研、种苗、养殖生产、加工、
仓储、冷链物流于一体的对虾全产业链聚
集地。

科技落地 产出增效
——浙江宁海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引领农业现代化

□□ 周婷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坚持把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载体，集聚力量有序推进乌梁素海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水肥一体化园区
建设，持续推进产业装备升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
实“硬支撑”。

在创建中，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
广示范、经营模式转变等方面着手，按照园区整体规
划，加快推进建设进度。其中基础设施首先加大力度
建设高标准农田，目前园区 4.38万亩耕地已实现“高
标田”全覆盖，园区整体耕地地力平均提高 1 个等级
以上。其次，因地制宜在1.45万亩核心区建设黄河水
澄清滴灌设施，配套 3 个总占地面积 170 亩、储水 33
万立方米的蓄水池，目前已完成管道铺设，2个蓄水池
已完工并具备储水条件。另外以打造设施农业高效
示范区为目标，对现有占地面积117亩的83栋设施农
业进行了提档升级。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以人才和技术为支撑，与各科
研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着力破解传统种植收益低问
题，组织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开展技术指导，切实将技
术送到田头、服务到户。目前，产业园已集成推广 15
项现代农业技术，在核心区打造成 2000 亩玉米高产
示范田，利用高性能精量播种、北斗卫星导航无人耕
种技术，将玉米种植密度提升至每亩6000株以上，并
打造出糯玉米种植示范区700亩，向日葵各类品种种
植技术试验示范区 1.13 万亩以及盐碱地综合利用示
范区 400 亩。其中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区通过施用
炭基肥、氨基酸水溶肥，土壤盐碱化得到改善，种植作
物成活率明显提高。

在推进经营模式转型升级方面，产业园立足当地实际，针对土地碎片
化和农户单打独斗效率低等问题，由党支部领办成立了合作社，探索实施

“统种共富”模式，协调农户集中划区经营。同时引进内蒙古禾兴农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和技术指导。

在此基础上，产业园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在庆华村北场社建成一
处全旗最大的蜜瓜集散地；与酱菜、糯玉米加工企业达成协议，利用闲置
土地建设加工厂，促进产业发展；围绕农旅融合实施村屯绿化、庭院美化
等工程，落实和美乡村建设资金，完成试点实施方案编制，不断丰富村庄
建设内容。

下一步，乌拉特前旗将在推进园区产业装备升级上持续发力，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打造绿色高产高效先行样板，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全力
做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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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以
现代农业园区和高原特色产业基地为平台，持续推
进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转化，特色农业连片成带，为产
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借助园区建设，全县持续巩固升华“农牧联动、
草畜结合”的模式，按照“6园+9带+N基地”农业特
色产业发展布局，建成总堡大葱、古鄯甜糯玉米、中
川金丝皇菊等特色种植基地，打造里长垣养殖产业
基地、吉家堡垣奶牛养殖基地、峡门肉鸡养殖生产基
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树立了典范标杆。

园区紧盯特色产业项目抓谋划、抓示范、抓推
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等富民产业，
打造“一村一品”产业村125个，构建起产业组团发展

“新格局”。遵循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
作、融合化发展思路，建成 37 个特色种植示范片，1
个千只绵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2个千亩高原特色
冷凉蔬菜供港及出口蔬菜基地。

在园区创建中，民和县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
服务优势，促进科技创新要素与乡村产业的“零距
离”对接，释放出产业升级“新动能”。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管理技术，采取立
体种植、空中栽培、无土栽培等模式，利用智能化数
据收集、展示、通风降温等系统功能，推动了产业转
型提质。

通过园区产业集群化发展，全县培育出农民增
收“新引擎”。按照“企业+村集体经济+农户”合作
模式，探索多种联农带农机制，将农户连接到产业链
上，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将农业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按照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充分挖掘农业产业和生态资
源潜力，倡导各乡镇依托区域地理优势，探索“农业+
旅游”发展模式。在具体推进中，依托七里花海、西
沟牡丹、特色果蔬等优势农业资源，通过举办地方特
色旅游节庆活动，吸引周边市县游客观光旅游、采摘
体验、休闲度假，形成“观光+体验+研学+休闲”为一
体的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拓宽农民致富路。

青海民和县：产业集聚 转型提质

□□ 张丽娜

近两年，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立足
实际，精准布局，把发展设施农业作为调
整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抓手，在宫河镇打造成集实验、
示范、教育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科研
生产示范园，引领全县蔬菜产业朝着种
植规模化、品种优质化、生产标准化、经
营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为满足菜农种植蔬菜的技术和管护
需求，园区引进蔬菜专业企业，采取“服务
型龙头企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家庭农
场+专业化劳动队伍”发展模式，着力打

造高品质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样板工程。
在该模式下，企业负责为菜农提供包括种
苗选育、农资配套、技术服务、菜品销售等
方面的高效优质服务，全程跟踪解决农户
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由于技
术指导和跟进服务到位，日光温室蔬菜大
棚由最初的5座，发展到现在的33座。

为了解决园区蔬菜分拣包装、储存
困难的问题，正宁县还投资 760 万元建
成分拣中心，配备恒温库为新鲜蔬菜销
售提供硬件支撑，让农民增收更加有保
障。在示范园区的带动下，目前全县种
植瓜菜面积达到 3.51 万亩，年生产鲜瓜
菜6.65万吨，实现产值1.624亿元。

甘肃正宁县
示范园引领蔬菜规模化发展

□□ 刘晓雪

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通过
引导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建成占地
面积约 45 公顷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区。
园区立足“南果北移”，通过研发建造新
型智能温室大棚，试验示范热带果蔬种
植技术，已形成了棚膜生产、苗木育种栽
培、富钙果蔬等产业化链条。

从当地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出发，园
区通过与高校合作，研发出智能温室专用
高透光率棚膜以及双层高保温太空棉农
业大棚专用苫被，并搭配智能温控系统，
自主建成智能温室。当冬季室外温度降
至零下 30℃时，大棚室内温度仍可达到

20℃以上。而且，通过采用新材料，使用
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单个温室大棚每年
可节省3万元至5万元取暖费用。

在建设 103 栋智能温室、41 栋春秋
大棚的基础上，园区通过多年试验，总结
应用“南果北移”系列功能果蔬栽培技
术，成功种植出木瓜、火龙果、香蕉、百味
果等 8 大类 20 余种水果以及 40 余个品
种的蔬菜。

目前，园区已与吉林省内多所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农业科研及成
果转化基地，致力于在“南果北移”果蔬
标准化生产、功能果蔬生产技术和农产
品深加工方面展开科研攻关和技术示
范推广。

吉林长春宽城区
园区示范“南果北移”

□□ 吴奇奇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立足
自身资源禀赋，聚焦现代种业产业园、未
来食品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现
代渔业产业园、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数字
农业科创园等六大重点园区，精心实施

“一园一策”，持续提升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水平，走出一条以“园区化”引领农业

“现代化”的产业振兴之路。
其中，现代种业产业园以“龙头企

业+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打造了
稻麦良种繁育基地，全力推动产学研、育
繁推一体化发展，开展新品种示范推广，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未来食品产业园引进上海新农垦魔
芋加工等项目，下一步将主要围绕预制
菜、植物基食品、功能性食品等三大主导
产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创新联
农带农模式，打造长三角地区以未来食

品为核心的农业科创智造高地。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大力发展特色

草莓种植，通过“手把手”传授草莓种植技
术，引领带动全区草莓种植规模达1.3万
亩，建成高架草莓连片大棚30万平方米，
形成草莓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
休闲采摘等全产业链，年产值近10亿元。

数字农业科创园聚焦打造农产品交
易中心、大数据研创中心和东西协作示
范基地、涉农企业总部基地“两中心两基
地”，加强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助推
农产品研发、农业技术开发、农产品电商
销售等产业化项目引育和农业创新载体
建设。

据了解，盐都区下一步将以现代农
业园区为主阵地，围绕农业转型升级和
全产业链建设，推动农业的提质增效以
及与生态、文化、休闲、康养等多种产业
融合发展，农业拓展出多种功能，乡村挖
掘出多元价值。

江苏盐城盐都区
“六园”合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 姚竣姗

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
县在提升经济林果产业发展中，坚持科学
规划引领，分多个片区高标准推动数字蓝
莓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以优质项目推动
农业、农村和农民共同发展，为壮大村集
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开辟新路径。

目前，永仁县数字蓝莓现代农业产
业园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3.5亿元，建成
3 个大型数字蓝莓示范种植基地。在蓝
莓产业园项目实施过程中，永仁县明确
各投资主体分工职责，由县属国投公司
全资子公司负责土地配置、政策落实和
运营监管，引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
责种苗繁育、技术指导、产业规划和市场
销售，村集体股份合作企业负责带领农
户通过管护务工参与发展。该项目采用

“721”投资运营模式，其中企业占股

70%、村集体占股 20%、县级国有资本占
股10%，项目收益按照持股比例分配。

为推动蓝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园区
引进优质种苗和专业基质种植配方，采
用专业棚体建造方案，解决了高大棚体
抗风能力差、紫外线过滤率低等问题，为
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温控环境。同时
以“互联网+农业”为依托，把数字化、信
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运用到精准施肥、
智能灌溉、精准施药，以及劳务用工、供
应保障、市场营销等各个生产环节。

通过创新项目运营模式，当地村集
体和农民成为项目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其中莲池乡莲池村幸福源数字蓝莓产业
园构建了“托管公司+龙头企业+村级集
体股份制合作企业+农户”的新型联农带
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和收益共享，村集
体每年能增加近 30万元收入，村民入园
务工可增加年收入3万元左右。

云南永仁县
蓝莓产业园拓宽增收路

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柳敏海（右）在实验室观察对虾养殖用水微生
物状况。 资料图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提高生产效率，带动农民增收。图
为7月17日，岳西县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项目现场，工人正在加紧建设大棚。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