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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记者探行资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金色的稻浪上空不时飞过成群的海
鸥。随着收割机驶过，一个个饱满的稻穗成
为一袋袋沉甸甸的收获。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下洋涂的
这块万亩连片稻田曾经是大大小小参差
错落的旱田。因为土壤含盐量高，种植效
益一直较低。这两年，为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保障粮食生产，通过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宁海县实施了一系列农业开发
项目，对下洋涂高滩地区域农田进行了集
中连片整治，把旱地变成水田，并逐步将
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1.2 万亩，实现了沧

海变粮田。
在土地整治中，产业园通过河道清淤，

土地平整，建设提水泵站、引水河道、道路沿
线防护林，配备供水、电力、照明等设施，成
功将小块农田改造成万亩集中连片水田。

农田整治完成后，在去年小规模试种的
基础上，产业园今年引入一批种植户，并引
导农户采取“稻+菜”轮作模式，在种植一季
水稻后，通过冬季种植西蓝花、紫甘蓝等农
作物，提高土地产出和经济收益。

“在海边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既要考虑
水稻的耐盐碱性，也要考虑抗倒伏性，还要
注意作物整个生长期土壤盐分问题。”宁海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罗包杰说，今年产

业园在水稻品种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了土壤
和环境的适宜性，并结合临海地块气温相对
较低及去年试种情况，指导种植户适当推迟
了插秧时间。另外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引导
农户采用“少量多次”的浇水灌溉方式，确保
田间水位高度保持在2至3厘米幅度内。

从今年水稻长势来看，1 万多亩规模化
种植的水稻生长情况较好，几个品种的水稻
既表现出良好的耐盐碱性，也没有在台风期
间出现大面积倒伏。

种植户陈根土今年流转了2000多亩地，
选择了抗性好的“早中 39”水稻品种。“在园
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田管上更加用
心，及时浇水施肥，今年总体长势很好，我这

块地平均亩产超过了 500公斤。”陈根土说，
现在他一边忙着收水稻，一边忙着第一批西
蓝花育苗，水稻收割后，下个月就要种植西
蓝花，明年开春西蓝花收获后，会再育秧种
水稻。

8 月初，下洋涂万亩方早稻开镰收割。
从测产情况看，水稻亩产基本在 400 至 550
公斤之间，也有地块亩产达600公斤，较去年
增长60%至120%。

宁海农业开发区办公室主任王振邦
介绍说，下一步产业园将招引优质农业企
业，建设无人农场，推动水稻种植集约化、
规模化、数字化，示范引领全县农业高质
量发展。

浙江宁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万亩盐碱地变成高产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春投一篓苗，秋收万斤蟹。时下，在
蟹农的精心管理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
县大大小小的湖塘正在迎接着又一个丰
收季。

当涂县地处长江下游河湖交汇地
区。县域河网密布，水系纵横，江、湖、河、
塘等水面达 30 多万亩，为渔业发展提供
了独特的资源禀赋。传承螃蟹养殖悠久
历史，随着河蟹人工放养技术逐步推广，
当涂螃蟹养殖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
以迅速发展壮大。

近年来，当涂县借助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创建，以稳粮油为基础，以水产特色产
业发展为重点，通过建设高标准渔业示范
基地，集聚现代要素，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试验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打造产业链条等
措施，着力引领以河蟹养殖为主导的水产
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

“菜篮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目前，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 26 万

亩，河蟹年产量突破 1.7 万吨。同时渔业
经济占据了全县农业的半壁江山，并成为
涉渔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重要来源。

生态养殖，主攻增产提质

上世纪末，当涂县河蟹养殖规模迅速
壮大，但由于掠夺性开发，水体质量曾一
度恶化，螃蟹产量遭遇持续下滑。与最高
峰时相比，全县渔业总产值一度“腰斩”，
跌到一半以下。

没好水，何以养好鱼蟹？当时，政府
部门和蟹农们都意识到，要提高螃蟹养殖
质量效益，必须走生态养殖之路。通过与
相关科研院所展开产学研合作，当涂县试
验总结出以“种草、投螺、稀放、配养”为核
心措施的河蟹生态养殖技术模式。

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中，当
涂县以进一步提升河蟹品质和促进产业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原养殖模式的基础
上经过试验，增加“调水”技术，并将“十个
字”生态养殖模式在全县迅速推广开来。

在初秋的骄阳下，塘南镇新卫村 300
亩的蟹塘碧波荡漾。透过清澈的水面，可
以看到水中生长的水草。该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杨勇介绍说，生态养殖模式推广
后，蟹农会在春季投放蟹苗前通过生物菌
剂进行调水，保持水质肥、活、嫩、爽。再
适时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金鱼藻等水
草，并在水中投放螺蛳等生物，能够起到
很好的水体生态保护作用。

“养殖塘水中保持水草的多样性，既
可为螃蟹提供植物性饵料和栖息场所，也
能有效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杨勇说，螺类
生物在为螃蟹提供动物性食物的同时，也
能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在改善水质的同时，为了提高螃蟹品
质，当涂县将“稀放”作为一项重要措施，
减少单位面积蟹苗投放量。大水面每亩
投放控制在 600 至 800 只蟹苗，充分的养
殖空间让螃蟹成熟后不仅个大体肥，而且
膏肥黄足。

“螃蟹主要在水底活动，我们比较了

多种水生动物习性，经过前期试验，选择
鳜鱼、花白鲢、青虾等作为河蟹养殖的主
要搭配种类，总结推广了配养模式。”县农
业农村局水产部门负责人陶顺宝说，“通
过一水多养，池塘单位年产出效益可增加
20%至30%。”

目前，生态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推动
当涂县河蟹养殖从大养蟹到养大蟹，从养
大蟹到养优质蟹的跨越。全县养殖水域
水质也恢复到了地表二类、三类标准，实
现了以渔洁净水质，以水美化环境。目
前，该养殖模式已经走出当涂，在华东地
区得到推广。

试验示范，挖掘发展潜力

与传统养殖模式相比，当涂县生态养
殖模式实现了螃蟹亩均产量增加 50%以
上。在这一起点上，随着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创建加大财政补助、项目扶持、招商引
资和科技人才支撑力度，当涂河蟹养殖等
产业引入多项新技术、开展多个新试验，
挖掘农业发展的更大潜力。

湖阳镇均庆河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有 6700 亩养殖基地。经过改造建设，
原先不规则的水面被改造成一个个面积
约90亩的标准化长方形蟹池。采用新型

“三池两坝”尾水处理设施和技术，从根本
上实现了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使用无人机精准投喂，40 斤的饲料只用
52 秒就可均匀撒入池水；小型气象台及
水下各种传感器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水
温、PH 值、溶解氧等指标数据，并及时传
递到控制室大屏幕上。

“传统方式养蟹更多要依靠肉眼观察
和经验判断，比如今天天气炎热，一丝风
也没有，蟹农一般就会认为水中缺氧而打
开增氧机。”均庆河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徐文杰说，但从我们多次采集的
数据来看，这种天气水中也不一定缺氧，

而天气凉爽时养殖水体也不一定溶解氧
充足。在不需要增氧的情况打开机器显
然会造成一定浪费，需氧时又不能及时得
到补充，对螃蟹生长是不利的。“运用数字
技术促进标准化生产，可以大大改变传统
河蟹养殖科技化水平低、生产粗放的状
况，实现养殖环境自动调控、病害智能监
测，从而达到增产增效的目标。”

在塘南镇新卫村，之前春季一次性完
成投苗的做法也陆续被先围一块小面积
投苗分级养殖，两三个月后经过挑选后再
大面积投养的方式所取代。“一次性投苗
一方面不利于水草培育，另一方面有些苗
个体病弱也会影响最终产量。”杨勇说，采
用新的做法后，蟹苗早期相对密集养殖便
于管理，经过两次脱壳后再次向整个水体
投放，苗种质量更高。

另外，针对螃蟹养殖集中在夏秋两
季，而冬季土地未有效利用的问题，示范
区去年改造了 90 亩蟹塘，第一次试验了

“蟹—麦”生态种养模式。具体做法是去
年 10 月份河蟹收获后，11 月池塘排水播
种小麦，今年春季投苗季先在麦田周边
地势较低的环沟中蓄水投放足量蟹苗，
待 5 月份小麦收割后再向整塘注水养
蟹。这样不仅用好了冬闲田，还能够实
现“一田两用”，螃蟹养殖不减产，还能多
收一季粮。

科技赋能，产业延链增效

在位于塘南镇的创荣食品公司生产
车间，经过全自动清洗、蒸煮、冷却和液氮
速冻等工序，一只只螃蟹迅速装箱进入冷
库，成为进一步深加工的原材料。

夏秋之交，占地近 68 亩的塘南水产
品交易市场逐渐进入螃蟹交易的旺季。
据市场总经理王强介绍，当涂河蟹进入收
获季后，市场螃蟹日交易量达到40万斤，
到最高峰时这一数据能翻倍到80万斤。

记者采访得知，在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中，当涂县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产
业附加值，持续推动产业融合，建设面向
沪苏浙市场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着力打造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
河蟹全产业链。

经过几年发展，县域最南端的乌溪
镇七房村进一步巩固了蟹苗培育的优势
地位。借助传统经验，引入现代技术，该
村培育的蟹苗以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活
力强等特征，成为全县最大的河蟹养殖
育种基地。记者了解到，去年该村蟹苗
养殖面积 2900 亩，年产值达到 4000 万
元，让村民实现“房前屋后一口塘，三年
盖上小楼房。”

以创荣食品、蟹中味食品等为代表
的一批螃蟹加工企业，正在通过改变残
次蟹和“二龄蟹”价格低销售难问题，从
整体上提高产业链产值和效益。“蟹苗里
有约 20%的‘二龄蟹’因为性早熟，无法
继续生长成为更大螃蟹，成蟹中也有一
些残次蟹难以销售。”蟹中味食品公司负
责人祖万青说，在之前没有螃蟹加工业
的时候，“二龄蟹”和残次蟹不仅不好卖，
而且如何处理也一度成为摆在蟹农面前
的一大难题。这几年在加工业的快速发
展下，这些淘汰下来的蟹也可以被加工
成蟹黄、蟹粉、蟹油等多种产品，曾经卖
不掉的“二龄蟹”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
38元一斤。

如今，当涂螃蟹已形成集苗种培育、
生态养殖、成蟹销售、螃蟹加工、电商物
流、休闲渔业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带动
了生产、加工、流通、休闲和服务等一二三
产业发展，河蟹产业化水平得到显著提
高。2023 年，全县河蟹全产业链年产值
达 65 亿元。同年，当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37351 元，其中约有 30%的
收入来自水产养殖业。

增加“含绿量”提高“含金量”
——安徽当涂县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 张永琰 金峯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立足土地资源充
裕、气候条件适宜、药材资源丰富等有利条
件，通过建设集道地药材育种、生产、加工、
仓储、交易于一体的中药材创新发展先行
区，培育壮大现代丝路寒旱特色优势农业产
业，逐步走出一条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的新路子。

榆中县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各

种野生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药材品质优
良。中药材先行区建设以来，榆中县针对药
农急难愁盼的技术难题，建成 100亩绿色标
准化药源基地、50亩科技试验田和 300亩示
范田，从优良品种筛选引进、种子种苗繁育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化肥农药
减量化、绿色标准化栽培、全程机械化作业
等关键环节开展综合性试验和联合攻关。

在此基础上，榆中县借助先行区建设，
培育中药材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专业

合作社 30 个、种植大户 62 户。通过大力推
行“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运
作模式，全县引导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
种植大户参与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分区域分品种集中连片创建中药材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

同时，榆中县把中药材加工作为提升附
加值的重要途径，实施道地药材全产业链开
发工程，大力引进和培育壮大加工龙头企
业，支持中药材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发展产地初加工，着力打造包括中药饮片、
中药提取物、中药颗粒等产品的中药材加工
产业集群。

目前，县域内有奇正藏药、亚兰药业、
陇神戎发等药业精深加工企业 3家，建成中
药材产地鲜切加工基地 3 个，年产饮片
1000 余吨，中药材加工转换率达到 82%。
今年，榆中县中药材种植达到 13.5 万亩，预
计产量 2.9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或将达到 10
亿元以上。

甘肃榆中县:中药材先行区10亿产业链将“炼成”

□□ 李伟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全面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稻油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为引领，稳步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丰产丰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

弋阳县稻油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清
湖乡、花亭街道等地，总建设面积1.42万
亩。在产业园建设中，弋阳县以夯实粮
食丰产基础为首要任务，坚持统一规划、
集中改造、连片开发，扎实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推进中低产田向高产、稳产提
升。通过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
路、地力提升等工程实施，园区农业生产
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进一步提高。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弋阳

县将稻油产业园作为全县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促进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和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
动水稻和油菜育、耕、种、管、收、烘、加、
销一体化发展。其中育苗环节引进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造出全省一
流的水稻智能化育秧工厂，实现选种、浸
种、催芽、播种、秧苗生长管理全程智能
控制。

下一步，弋阳县将以稻油产业园为
平台，发挥规模效益，加大科技投入和人
才支撑，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效益，推
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
增加。

江西弋阳县
建粮油产业园筑丰产基础

□□ 白福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年来，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以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通过做
优茶基地、做大茶龙头、做强茶科技、做
深茶文化等措施，持续推进茶产业全链
发展。目前产业园年产值达 37.8 亿元，
茶产业成为平利富民强县主要产业。

在产业园创建中，平利县以富硒茶
和绞股蓝为主导产业，推行化肥农药减
量行动和绿色生产模式，建成老县镇蒋
家坪村女娲凤凰现代农业园区智慧农业
系统、平利茶产业大数据中心，累计发展
生态茶园 25 万亩，建成茶叶专业村 70
个。在此基础上，园区聚集“链主”企业，

支持企业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提升
茶品质，形成产业集群，改造升级自动化
茶叶初加工生产线 32 条，建成 1 万吨工
业原料茶精制拼配生产线，开发绞股蓝
粉丝、金花茯茶等新产品 21 个，茶产品
加工自动化、清洁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
高。在销售方面，园区采取线上线下融
合、国内国际贸易并举的方式，发展电商
企业 36 家，茶叶线上交易额达 7.9 亿元
以上，出口创汇2700余万元。

同时，产业园大力挖掘茶文化，推动
“茶+旅游”“茶+饮食”“茶+健康”“茶+研
学”等业态发展，并大力推行“企业+基地
（园区）+农户”模式，确保茶农共享产业
发展红利，实现了“人均一亩园、户均一
万元”的发展目标。

陕西平利县
做强产业园 做优茶链条

□□ 汤玮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通过
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园区带动引领，
大力推广应用新型肥料、新型药剂、新型
地膜、新型精量播种机等新材料新设备，
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自 2017 年建立以来，园区持续引进
筛选适合巴林右旗种植推广的作物及品
种，试验示范种植玉米、大豆、谷子、高
粱、向日葵、青贮玉米等 282个农作物品
种，以标准化生产示范为抓手，辐射带动
全旗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
业增产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

园区负责人张明说，这几年园区围

绕“两控两减两提高两促进”目标，大力
发展节水农业，控制用水量和控制地膜
用量，通过秸秆还田、增施农家肥来提高
地力，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量，加强生态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实现
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促进了农业生
产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打造标准
化示范基地，引领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园
区现已成为巴林右旗集乡村振兴示范带
动、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干部培训、科普
教育于一体的示范基地。据介绍，在园
区辐射带动作用下，2023 年全旗优质玉
米品种推广面积达 58万亩以上，今年种
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62万亩。

内蒙古巴林右旗
科技示范园带动增产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新乐市通过扶持农业园区建设，持续推动水果、蔬菜、中药材等特
色种植业及休闲农业发展。目前新乐市建成各类园区16个，园区核心区总面积达1.3
万亩。近日该市承安镇赤支村生态种植园1000余亩蜜薯迎来丰收，图为园区在组织
采收。 王瑞夫 摄

河北新乐市 园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社
阳乡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凝
聚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努力排
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提升辖区
基层治理效能。

党建统领织密安全防线。依托
平安法治模块，发动党员干部、片区
民警、网格员、“红扁担”志愿服务队
等人员参与，编织乡、村、网格“经纬
线”。定期召开案情分析会，梳理各
方问题症结。同时，建立健全预警机
制，发布预警信息2条。

网格智治确保动态安全。健全
警网联动机制，建设全能型网格，明
确网格员职责，明晰网格事项，提升
网格效能。同时，挖掘鲜活素材，持

续打造品牌 IP，开设了“‘展昭’说治
理、话平安”宣防专栏，精心制作“平
安宣传画册”七期，让群众在寓教于
乐中自觉筑牢“防火墙”。

创新方式实现主动防控。以“线
上+线下”为切入点，建立治理防控模
式。线上依托“浙智兴村·龙游通”平台，
整合12345、基层治理四平台等平台信
息，确保群众诉求能够第一时间流转交
办、按时办结、限期回访。线下打造“百
姓舒心驿站”，建立《社阳乡领导干部接
访约访工作制度》，每天1名班子领导坐
班接访。截至目前，已接访群众128批
131人次，反映各类诉求108件，实体性
化解105件，化解率高达97.2%，重复访
同比往年下降85%。 吴敏 詹昭

龙游县社阳乡基层治理效能大提升

当涂均庆河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使用无人机向蟹塘投撒饲料。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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