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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近日，四川省广元市遭遇连
续大暴雨侵袭。鉴于降雨时间长、
强降雨间隔时间短，发生地质灾害
的风险较高，广元市各县（区）加密
巡查排查，以“三避让”和“三个紧
急撤离”为原则，加快组织危险区群
众转移。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广元
市通过提前排查预警、及时开展险
情处置，多个村庄成功避险，避免了
人员伤亡。

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苍溪县陵
江镇六河村干部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发现该村 4组土地庙子堰蓄水量
猛涨，坝体出现异常。当地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村组干部兵分三路，展开

“敲门行动”，成功转移堰下方的18户
52人，并通知邻近的云峰镇青盐村，
成功转移危险区内的3户4人。根据
持续监测，当晚 10点半，堰塘管护人
发现坝体有垮塌先兆。镇村干部迅
速组织 10 余人，调用 6 台抽水机、一
台挖掘机上坝，在现场左侧堰盖开
挖应急溢洪道降水，同时用抽水泵
继续抽排。12 小时后，坝体垮塌险
情解除。

陵江镇副镇长杨驰告诉记者，
随后发生的滑坡灾害规模约 4000
立方米，损毁农作物 20 余亩，直接
经济损失约 50 万元，所幸没有人员
伤亡。

日前，青川县 2个村庄也先后成
功避险 2 起地质灾害。7 月 14 日 23
时 30 分左右，竹园镇清江村三组上
坝发生滑坡灾害。由于前期对临崖
临坡高风险区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巡
查、监测预警到位，并提前组织了受
威胁群众的转移，避免了 1 户 5 人因
灾伤亡。

沙州镇在组织镇村干部、自然资
源所工作人员对区域内隐患点和风
险区开展雨中巡查时，发现三堆村郭
家山一斜坡有变形迹象。沙州镇党
委、政府立即安排村社干部做好临时
监测和蹲点值守。7月17日早6时左
右，村社干部报告滑坡变形加剧。经
综合研判后，沙州镇党委、政府果断
组织紧急避险转移。

据了解，青川县发生的以上两
起地质灾害总规模约 2.1 万立方米，
损毁房屋 4 间，直接经济损失达 80
万元。

四川广元：多个村庄成功避险地质灾害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紧急下达 3.5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河南、陕西、四川 3 省暴雨

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
受损水利防洪、学校医院等灾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
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国家发改委下达 3.5 亿元支持
3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2015年，我刚开始接触秸秆，全都是
露天堆放，也没办法搞深加工，秸秆保存
不好，卖不上好价格，现在好了，政府给我
们补贴一部分资金，建了两万平方米秸秆
库棚，不论刮风下雨，厂里都能正常生产，
给顾客及时发货。”安徽省怀远县淝南镇
蒲林村秸秆收储中心负责人李伟说。

今夏，安徽省怀远县 170 万亩小麦共
收储 34 万吨秸秆，目前，16 万吨秸秆已销
往全国各地，主要用于饲料加工和秸秆直
燃发电。李伟在淝南镇 5个行政村共收储
小麦秸秆 1 万吨左右。“目前，老客户已经
定了 4000 吨，主要销往云南、贵州、广西、
甘肃、青海、西藏等地。”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李伟
还建了 5300平方米的秸秆加工车间，日产
量达 120 吨左右。“90%是以饲料化加工为
主，剩下 10%质量差一点的发给发电厂。”
李伟说。

近年来，安徽省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 2023 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

93%，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83%，均超全
国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农膜、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率分别达 83%、80%以上。

废弃物资源能够高效利用，离不开政
策的支持。怀远县现有 80 多家秸秆利用
企业，县乡村组收储体系同步建立。“县里
建立 5000 多人收储队伍、120 名秸秆经纪
人。他们把秸秆收上来，储存在收储中心
或收储站点，然后销往省内外秸秆综合利
用企业。”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胡红磊说，“标准化收储中心是钢结构
秸秆库棚，固定式收储站点是露天堆场，
前者解决秸秆入库存放和加工，后者为临
时堆放周转。”

质量好的秸秆深受市场欢迎，如何储
存是秸秆能否长期保持质量好的关键。
怀远县布局 125 个秸秆收储中心，淝南镇
蒲林村秸秆收储中心是其中之一。“大棚
储存秸秆通风好，黄曲霉素低，好管理，而
露天存放覆盖雨布秸秆水分高，黄曲霉素
高，且晴天温度高易自燃。”李伟说。

安徽省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形
成“截污建池、发酵还田，一场一策、制肥

还田，区域收纳、集中处理”模式。阜南县
建立有机废弃物全利用、县域利用全覆
盖、复合利用全循环的“三全”农业废弃物
处理模式，以秸秆和畜禽粪污为原料，生
产生物天然气。

农药瓶、农药袋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
直 接 污 染 ，农 膜 、塑 料 袋 造 成“ 白 色 污
染”。安徽省建立“农户-保洁员-村回收
点-镇收集点-县区收购存储点-专业处
置公司”定点化回收处理模式。

2017 年以来，亳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废弃农药包装物及农膜等有毒有害垃
圾有偿回收处理行动。“政府出钱收，提高
了群众积极性、参与度。”亳州市农业农村
局社会事业促进科、乡村建设科科长马荣
振表示。各县区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按个
或按重量计价两种方式回收。各基层政
府委托第三方保洁公司，开展保洁监督，
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做好垃圾分类，无
害化处理。

73 岁的王学友是亳州市谯城区观堂
镇观堂村的一名清洁工。每隔一两天，他
就要去田里转转。他说：“4 点半起床出

发，8点回来。大家都争着捡，现在地里看
不见农药瓶、农膜垃圾了。”王学友从事这
份工作已经七八年，每个月收入 1300 元。
目前，村里有 17名像他一样的清洁工。

明光市探索垃圾兑换生活日用品方
式，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在桥头镇等乡
镇建设 8 个农田废弃物回收利用示范镇，
建立农资配送模式“生态美超市”5 个，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两回收”收储站 3个。还
引导经营主体使用大包装农药，至少可减
少 90%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数量。

“这些废旧农膜将被回收，进入马鞍
山一家企业，企业生产制作成再生塑料、
污水管道。”明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
业环保股股长蒋浩永告诉记者。

安徽：废弃物“变废为宝”高效利用向绿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见习记者 王臻

正值大暑时节，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富盛镇义峰村的国明家庭农场里，负责
人许国明迎来一年里最为忙碌的时节。

“我们要赶在 7月底收完这一茬早稻，然后
放水继续投放青虾苗，等到 10月上旬连同
上半年放养的泥鳅一起捕获，这样又能迎
来一季水产丰收！”

许国明还是绍兴市富盛青虾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因为“稻-虾-鳅”轮作生态
种养模式的成功，他在当地小有名气，每
年要接待大约 500 人次的农户前来农场
参观学习。

“稻-虾-鳅”轮作，即通过稻田改造，
在同一块早稻田里放养泥鳅，实施稻鳅共
生。早稻收割后，田中放水养虾，实行“一
种二养三收”，使粮食生产和水产养殖双
丰收。许国明介绍，稻田为鳅、虾提供栖
息和庇护场所，鳅、虾活动为水稻起到中

耕松土、抑草通风的作用，养殖排泄物又
成为了稻田的肥料。

“通过轮作种养，农场早稻种植全程
已基本不使用化肥、农药，农业面源污染
大大减少，而且效益很不错，300 多亩农
田每年可收获优质粮 17.5 万公斤、优质青
虾 1.5 万公斤、泥鳅 5.8 万公斤，每亩利润
是种植传统水稻的 5 倍以上，农场每年产
值可达 600 余万元。”许国明的脸上洋溢
着喜悦。

国明家庭农场“稻渔共生”的优秀示
范，是浙江省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一
个缩影。生态循环农业是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自 2014 年成为唯一一个国
家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以来，浙
江省持续构建并完善“主体小循环、园区
中循环、县域大循环”的三级循环农业体
系，形成了具有省域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新方式、新网络和新格局，蹚出了一
条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农业发展道路。

许国明这样的家庭农场，就是主体小
循环的典型代表。所谓主体小循环，是指
单个经营主体在自己的经营单元内建立
生态循环链，使物质、能量能够顺畅流动
转换。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推广“稻渔共
生”“稻虾轮作”等一批生态循环模式、培
育生态低碳农场模式、构建“数字+设施”
智慧农业体系等方式，让单个经营主体活
力不断释放，紧紧牵住了生态循环农业的

“牛鼻子”。
发展园区中循环，则要连接上、中、下

游产业链，形成循环圈。浙江君缘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单体最大的食用菌
生产企业。公司收菇后切除的菌菇根回
收卖给浙江华欣牧业有限公司，并通过技
术加工，变成了湖羊养殖基地的饲料。华
欣牧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武利恒告诉记
者，菌菇根每吨收购价约 180元，青绿饲料
每吨收购价约 650 元。“公司年收菌菇根
2500吨，处理后的菌菇根约占饲料混合量
的 13％，一年可节约饲草料成本 117.5 万

元，菌菇根饲料化既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循
环利用，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

实现县域大循环，则是将一个县（区）
乃至一个地级市作为整体，构建“全面管
理、分类回收、高效利用”的农业废弃物回
收体系。以秸秆高效利用为例，浙江省慈
溪市通过引进浙江省宁波市宁兴涌优饲
料公司为龙头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打造
秸秆青贮饲料产业链，年均利用各类秸秆
5万余吨，产值 1.1亿元，为秸秆利用“老大
难”问题的破局提供了“慈溪样板”。

近年来，浙江省肥药用量实现连续9年
负增长，降幅分别达 27.5%、47%，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率达 92%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逐年提高至 97.5%，农药
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率稳定在 90%
以上。在农业发展绿色转型、乡村全面振
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浙江省持
续擦亮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的绿色底色，为
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绘就生动的浙
江画卷。

浙江：巧打“绿色牌”走好循环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大暑已至，全国秋粮进入产量
形成关键期，也是“七下八上”防汛抗
旱的紧要关头。农业农村部从中国
农业科学院抽调 190人，组建 28支科

技小分队，赴主产省深入一线调查苗
情、墒情、灾情和病虫情，开展技术培
训、巡回服务等活动，分作物、分区
域、分环节落实防灾减灾和田间管理
关键技术，奋力夺取秋粮丰收。

农 业 农 村 部 派 出 科 技 小 分 队
指 导 抗 灾 救 灾 和 秋 粮 田 管

“ 大 陈 小 集 ”里 的 共 富 经

关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上接第一版）
发展受益，许多治理难题迎刃而解。最初，上坑仁

村的水上集市先火，但进村就一条双车道，车辆拥堵既
影响游客体验，又惹得邻村多有怨言。既然“结亲”，下
游的溪后村主动解围，买了9辆观光车，低价提供接驳
服务，仅一个月，村集体便增收20万元。有了流量，溪
后村业态落地迎头赶上，两村很快“亲上加亲”。

龚旭伟认为，党建联建不仅是形式组合，更是一
场组织变革，通过抱团发展、差异竞争和优势互补，
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眼下，片区内村村有特色，一
路有产业。这厢引来国际赛车公园，那边发展水上
乐园，与之协同，种植、餐饮、住宿、游乐等布局有
序。不少项目横跨多村，在坟墓搬迁、政策处理等诸
多事宜上，大家通力合作，得以顺利推进。

溪后村就落了个龙虾产业园，占地50亩，过去单
种稻子，效益很有限，现在采用稻虾轮作，亩均效益
过万元。“五一”期间，光卖门票，村集体便入账 50万

元。游客亦欢喜，不仅可体验垂钓，还能零距离尝
鲜。喜欢亲手烹饪的，或租用“共富灶”，或请村里厨
娘代劳，喜欢上馆子的，周边则有龙虾餐厅。

产业风生水起，百姓门口增收。据了解，仅上坑
仁村水上星光夜肆、溪后村龙虾产业园、众拥村亲子
乐园 3个项目，就已提供 500多个就业岗位，人均月
增收超 2700元。去年，片区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均超过50万元，有3个村超100万元。

品牌带富，两端发力“中间甜”

“新农人”金靖负责运营“大陈小集”，在她看来，
正因为跟旅游结合，恰好可扬长避短，立足山区农产
品多的特质，满足多元化消费。而如何化零为整，这
需要抓手载体，品牌至关重要。

金靖直言，市集并非简单出摊，而得有主题、有
策划、有组织，品牌也绝非光取名字，而是触及生产
关系调整，带动小农户接轨大市场。对此，“大陈小

集”抓“两头”：一头抓供应链，由每村梳理“拿手好
品”，定下标准、优化包装、组织订单；另一头抓销售
端，开发周边文创，亮相农特展会，组织线下集市，开
直播、进社区，总之，广开渠道，扩大名气。两端发
力，为的就是带农增收。

此过程中，就会有产品慢慢脱颖而出，继而进入产
业化阶段。由宦塘村返乡创业者蒋伟萍打造的“村八
味”乡村美食共富工坊就十分典型，其主产青团、红果、
粽子等乡村美食，属于市集上的常客和爆品。背后，工
坊直接带动40余名妇女就业，平均年龄接近古稀，因
此又名“奶奶工坊”，月薪最高时能达5000多元。

据了解，目前，“大陈小集”旗下已有10个品类的
32种土货，延伸出的8个特色共富工坊经营得有声有
色，去年共举办了 900 多场各色市集。值得一提的
是，在金华市委组织部的“百镇共建强基”行动中，大
陈镇与磐安县双峰乡结对，不少双峰“土特产”也通
过集市得以畅销。

引凤筑巢，乡村涌现“青春派”

在大陈镇，记者到处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青春
气息，这不仅缘于时尚的业态本身，还有一众年轻脸
庞。作为全国18个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县
市区之一，义乌创新推出“一村一青年委员”制度，为
基层注入新鲜活力。“85后”叶晓岚就是其中之一，主
要负责村里与业态运营的各项事宜。

叶晓雯是上坑仁村水上夜市的主理人，还负责
整村运营，如今与叶晓岚两人，名字相仿、年龄相近，
沟通越来越默契，合璧引来不少业态。眼下，村里有
专人维持秩序、卫生保洁等，不仅解决了一批灵活就
业岗位，也营造出优良的营商环境。同时，双方采取
经营分成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变单纯收租为经营分成，正成为主流。38岁的
金小咪擅长厨艺，今年 5月回到老家溪后村，成了省
道公路“桥下空间”的老板娘。因无需付租金，让她

压力骤减，营业额的 10%归村集体，将两者利益捆
绑。这意味着，金小咪赚得越多，村里获益也越多，
自然想方设法为其“筑巢”。接驳车专门在此设置停
靠点，桥下布设露天电影，河面准备搭台唱歌，这些
无不都为她的夜宵生意增加人气。

年轻人的到来，也提增着乡村活力。在溪后村，废
弃的桥头堡变身龙虾主题咖啡屋，农民一栋闲置农房
化身“味觉馆”，可谓点石成金。目前，整个“大陈小集”
市集共有千余名摊主，农产品上行、城里人下乡，“农创
客”辈出，资源要素正加速流动，也加速着城乡融合。

眼下，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契机，大陈
镇引来更多“金凤凰”。投资5.6亿元的“九寨湾·疯狂部
落”全速推进，有望成为浙中区域最热门的主题乐园。
龚旭伟说，接下来，将进一步谋划好农村综合改革，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速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强村又
富民。今年以来，大陈镇实现旅游收入超5000万元，
同比增长19.6%，带动村集体经济同比增收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