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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山、雷公山腹地，都柳江畔，坐落
着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三都县）。作为滇黔桂石漠化治理
片区县、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
三都县，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7%。全国
63%以上的水族人口聚居于此。

荣获“中国水晶葡萄之乡”“中国赛马
之乡”称号的三都县于 2020年 3月 3日正
式摘掉“贫困帽”，摆脱了水族群众千百年
来绝对贫困的生活情境。

四年多以来，随着帮扶产业不断发
展，三都县不断深化产业帮扶举措，带动
低收入群众稳定持续增收。全县农村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2020 年 的
12167元提高到2023年的15760元。

调整一批 肉兔产业发展壮大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兔舍，配上自动化
的尿粪分离回收设备，每排兔舍旁都放置
着专用饲料和帮助提升肉兔生产舒适度
的草料。

“这是刚出生的小肉兔，旁边的兔子是
它们的妈妈。肉兔产业效益好，周期短，每
42 天就能繁殖一次。我们也采取人工授
精的方式，帮助肉兔繁殖。”在凤羽街道尧
麓村三都县坤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
39岁的肉兔养殖大户石通燕对记者说。

石通燕是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她和丈
夫龙通文一起成立了公司，成为肉兔养殖的
带头人。此前，凤羽街道主要产业为竹鼠。
近年来，竹鼠产业已不适合继续发展，养殖
竹鼠的场地便陆续出现了闲置的情况。

经过县委、县政府多次到凤羽街道调
研、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最终选定
了周期短、价值较高且有养殖基础的肉兔
产业。

为保障村民收入，提升村集体经济，尧
麓村率先开启肉兔产业发展的探索。为盘
活资产闲置，2021年，尧麓村通过出租原竹
鼠养殖场以及债权投资139.14万元给尧麓
村致富带头人石通燕用于肉兔养殖。她用
这笔资金改造养兔圈舍 8 栋，占地面积
1600平方米，采购安装兔笼170组、输送带
8条，采购种兔1700对、饲料61.85吨。

“学习永无止境，原来养竹鼠，就学习
竹鼠养殖技术，如今肉兔养殖技术也是通
过自学、请教专家逐步摸索，我也成为‘多
面手’啦！现在每个月都有来自四川、重
庆等客户的订单，催着我给他们供货，每

个月都能出售2-3批肉兔，每批有2000多
只。”石通燕笑着说。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石通燕夫妇的肉
兔养殖基地已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规范
化发展。同时，在原来基础上，石通燕夫
妇还自行流转土地 30 余亩用于肉兔养
殖，并且根据肉兔养殖需要，每年带动周
边群众临时性务工 5人次以上，工资按每
天 120 元计算，每月务工十几天，每年带
动群众增收共计8万多元。

今年，石通燕夫妇自筹资金 50 万元
持续扩大养殖规模，改造建设肉兔养殖场
约 800 平方米，新增 3 条肉兔养殖输送带
及相关配套设施，养殖兔棚也将从 8个扩
大到10个。

凤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赵元告诉记者，凤羽街道通过调整原有帮
扶产业，让低收入群众能就近就业，增加
稳定的收入来源。

盘活一批 肉鸡加工焕发生机

肉鸡产业是贵州省的特色产业。近
年来，贵州省大力发展贵州绿色农特产
业，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出了

“羽出黔山”贵州生态禽省级公用品牌。
三都县也利用这一公共品牌的优势，盘活
闲置资产，发展肉鸡产业。

为充分利用三都县 2020 年“一县一
业”产业扶贫项目肉制品加工厂建成的厂
房、管理用房、停车场、室外附属道路设施
等资源，盘活因非洲猪瘟影响导致的项目
闲置资产，有效带动县内家禽养殖产业全

方面发展及群众就业增收，2022 年 9 月，
经充分调研论证并报县委乡村振兴领导
小组同意后，由三都县都柳江农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县农投集团）在原
有扶贫项目建成的 3100平方米厂房内建
设家禽集中屠宰加工厂。家禽集中屠宰
加工厂项目建设争取到凤羽街道债权投
资 980 万元，建成家禽屠宰生产线一条，
冷库 3100 立方米，引进省内知名家禽企
业贵州奇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5月，贵州奇垦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进驻并注册成立贵州奇垦禽类加工
有限公司。同年 10 月，家禽集中屠宰生
产线通过黔南州验收并成功办理家禽屠
宰A证并正式投产。

“我们从最开始试运营阶段每天屠宰
500只已经发展到日均屠宰家禽1.6万羽，
稳定在岗工人 80 余人。根据不同工作，
操作工人月薪可达 3000-6000 元。随着
工人操作技术逐渐熟练，产能可达到日屠
宰量 3 万羽，年产值将达到 1.2 亿左右。”
公司负责人康兆兵告诉记者。

帮扶产业的发展必须立足群众利
益，结合增收抓发展。经过盘活的肉鸡
产业，县农投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承接其
生产的白条鸡贵州代理销售，并提供活
禽供应等合作业务，同时稳固了联动带
农的效益。

“县农投集团每年向凤羽街道支付分红
49万元用于群众利益联结工作，稳定带动
移民社区搬迁群众与本地劳动力就业80余
人。”县农投集团负责人龙仕均表示。

提升一批 水晶葡萄助农增收

脱贫摘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三都县
的群众只能靠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
形地貌，维持生计。为填饱肚子，当地群
众将苞谷见缝插针地“点”在山窝子里，不
仅收效甚微，还造成了土地石漠化。后
来，部分群众在房前屋后和石缝山坡开始
试种水晶葡萄。

在普安镇前进村的村口处，立着一块
显著的招牌，上面介绍着被誉为“葡萄引进
第一人”的前进村村民刘世忠的葡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刘世
忠在朋友的家乡看到水晶葡萄，于是便掐一
棵枝条带回来栽种在自家院子里。几年后，
水晶葡萄成功挂果，为仅靠种粮勉强糊口的
刘世忠一家带来了增收。从那时起，在前进
村便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水晶葡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普安镇已经发展
山地水晶葡萄产业 6.8 万亩，实现了除基
本农田和原有山林以外的国土面积全覆
盖，年产值在2.9亿元以上。

2023年，三都县水晶葡萄实现总产量
11.25万吨，年产值首次突破4亿元。三都
县如今已探索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农
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水晶葡萄成熟上
市时期举办葡萄节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
来游玩，推动农文旅融合，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今年，三都县进一步提升对水晶葡萄
产业的支持力度。“每年水晶葡萄临近收
获期，由于含糖量提高，引来害虫啃食，喷
施农药又间接影响葡萄上市。为有效解
决水晶葡萄引诱害虫啃食问题，提高成果
率及品质，镇村两级成立项目申报和建设
工作小组，积极谋划水果套袋加工厂项
目，争取到 2024 年首批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0 万元，用于实施
普安镇前进村 2024年水果套袋加工厂建
设项目。工厂已于今年 5 月已经投产。”
前进村党支部书记王恩文告诉记者。

目前，该水果套袋加工厂已安置就业
2 人，其中脱贫户 1 人，生产水果带套 150
万个，可满足近期周边乡镇和村寨葡萄、
梨等后期套袋管理需要。

三都县分管“三农”工作的副县长朱
仕祥表示，三都县将把产业发展作为解决
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做好产业规划布
局，充分挖掘发展潜力，用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补
齐短板弱项，引进产业发展人才，不断因
地制宜提升帮扶产业发展成效，帮助更多
群众平稳就业、稳定增收。

鸡兔撒“金银”葡萄串“珍珠”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发展帮扶产业助农增收

帮扶产业观察

图为普安镇前进村村干部介绍葡萄长势情况。

□□ 黄智 易金德

广西壮族自治区立足林果蔬畜糖等优
势特色资源，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大力实施“两扩、两改、两提”工程
（扩大主产区规模、扩大非主产区规模，改造
果园、改良品种，提高芒果坐果率、提高芒果
市场占有率），推动“小芒果”发展成兴边富
民的“大产业”。2023 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
137万亩，产量125万吨，产值超60亿元。

强化顶层设计，谋实产业发展定位。广
西立足自身优势，坚持把芒果作为支柱产
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强农富民
的重大工程，先后出台《百色市百万亩芒果
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明确要实现芒果种
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和芒果产量超过100万
吨的“双百”目标，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芒果
生产基地。以广西桂西芒果产业集群建设
为契机，2021~2023 年累计投入中央补助资
金和各类社会资金9.19亿元，实施果园提质

增效、加工营销拓展和组织支撑保障等 3大
类工程 75 个子项目，推动百色芒果全产业
链产值达 192 亿元。广西不断探索和优化
芒果产业布局，推动百色芒果提质增效、错
峰上市。依托国家芒果种质资源圃建成中
国芒果“基因库”，实施优质芒果产业化示范
等 30 多项国家和自治区级项目，开展芒果
新品种选育、引进筛选、高效栽培技术集成
与示范，推广应用了“芒果高低位嫁接”等80
余项新技术和“金煌芒”等 200 多个新品
种。2023年百色芒果单产提升9.17%。芒果
良种覆盖率提高到95%。

推广绿色生产，壮大芒果产业规模。积
极研究和制定适合当地芒果生产的地方标
准和生产技术规程，完善地方生产标准，大
力推广科学修剪、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果
实套袋、病虫害综合防治、采后商品化处理
等绿色标准化生产集成技术，建设一批无公
害、绿色芒果生产基地，开展富硒生产试验
示范，提高芒果单产和品质。2023 年，百色

市推广芒果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应用面积
91万亩，新增良种繁育基地 1500亩，推广绿
色防控应用面积1.6万亩。实施广西芒果新
型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大力引进龙头企
业，引导果农入股企业、加入合作社，探索和
完善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

聚焦产品加工，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在
百色市建成投运我国首个农产品原产地电
子束保鲜示范中心，积极引进并探索芒果电
子束杀菌保鲜、芒果热处理保鲜等技术，建
成 3条高标准化芒果采后处理生产线，通过

“电子束处理+低温储存”方式，可使芒果储
存坏果发生率下降 30%—50%，进一步延长
芒果的储运和货架期。以大型农产品市场
与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重点，建设针对优质芒
果配套的分拣、分级、包装、保鲜、贮藏等农
产品初加工中心，建成以水果精深加工为主
的农产品加工园区 4个，全市芒果精深加工
产能达 30 万吨，加工转化率提升至 75%，推

动加工原料果收购均价从0.5元每斤提高到
1.6元每斤，吸纳从事芒果加工就业近万人，
人均月收入可达4000元。

强化产销对接，拓宽芒果销售渠道。借
助中国—东盟（百色）现代农业展示交易会、
百色芒果推介会等平台，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26个大中城市开展百色芒果推介会45场
次，举办中国（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论坛，提
高百色芒果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百色
芒果”成功入围 2019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
品百强榜，联合商务部门、供销部门积极拓
宽外销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合作平
台，在知名电商平台建成网上销售店铺超过
3000家，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
多家超市以及农批市场建立紧密、稳定、长
期的产销流通一体化合作体系。2023 年百
色芒果销往区外市场超 80 万吨，销售额高
达 43亿元。建立产地仓和全程冷链田头处
理中心，将百色芒果产季从两个多月延长到
四、五个月，降低芒果损耗，提升产业效益。

广西百色市

小芒果成为兴边富民大产业

□□ 李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文/图

正值辣椒丰收季节，在湖北省孝感
市大悟县丰店镇的辣椒种植基地，放眼
望去，一垄垄辣椒苗铺满了整片田野，
一个个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田间地
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采摘
下来的辣椒很快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村
民们筛选后，将分拣好的辣椒装袋运往
附近的收购点称重交易。“辣椒种植期
间有培训，收购还有保底价，农户种着
很放心。”丰店镇北河村党支部书记颜
业青说。

大悟县独特的气候优势和土壤，种
出来的辣椒香度和辣度较高，形成了“火
红”产业，带动一方村民就业增收。丰店
镇南冲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辣椒种植是
典型的“短平快”高效农业，也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从移栽、管护到成熟采收，每
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有利于带动
村民就业和增收。目前该村已栽种辣椒
170 余亩，共带动 90 余户农户参与辣椒
种植和基地务工。

“辣椒出售多的农户日均收入超
1200 元，预计全镇首批辣椒总产值在
200 万元左右。”丰店镇党委副书记乐
麒介绍，该镇围绕大悟大酱等辣椒酱
产业链条，做好“辣”文章，做大“辣”产
业，于 2023 年底引进收购企业，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方式，全镇辣椒种
植面积 5000 亩，辣椒种植户 700 余户，
并辐射到周边 5 个乡镇及全县共种植

1.2 万亩辣椒，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
岗位，直接间接带动相关企业、种植大
户、周边群众等 5000 余人参与产业链，
让群众实现照顾家庭和务工增收“两
不误”。

在丰店镇丰店村的辣椒基地，村民
董治军说，从辣椒培育、种植、管护再到
采摘环节，他一直都在辣椒基地里务工，
一天有 120 元的工钱，一个月能有 3000
多元的工资。

“今年辣椒亩产达 2000~2500 斤，每
斤鲜辣椒收购价 2.5 元。前期收购红
椒，后期红不透的辣椒，我们会联系泡
椒厂把青椒也给农户全部收完。”湖北
悟生红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波
介绍，大悟辣椒采摘期将从 8 月份持续
到 10月份，企业在此收购的辣椒主要供
应到全国各地知名火锅底料厂、酱料食
品厂等。

目前，大悟县已打造集辣椒种植、
辣椒加工、成品销售等产业发展格局，
在辣椒丰收季，电商主播将镜头对准田
间地头，通过直播及拍摄短视频的方
式，与网友们分享辣椒丰收、采摘情况，
讲解辣椒的采购标准、储存方式，展示
当地辣椒的品质与特色，用红辣椒带动
农户过上“红火的日子”。近年来，大悟
县全力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依托

“大悟大酱”共富工坊、“仙舞湖”国家湿
地公园、“一代天椒”文创园，形成了集
聚产业发展、食品加工、景观打卡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探索一条“产村融合”发
展新路径。

湖北大悟县

红辣椒帮农户过上“红火的日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8 月中旬，记者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成立 70 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互助县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紧紧围绕“做精
农业、做强工业、做特旅游”的思路，调结构、
转方式、增动能，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产业
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

互助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是全国唯一
的土族自治县，被誉为“彩虹的故乡”。自治

县成立初期，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水平普遍
较低，产业规模十分有限。70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全力以赴壮大
县域经济，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
初的7991.5万元提高到133.64亿元。

近年来，互助县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以
农业园区为引领，以科技运用为突破，以致
富增收为根本，大力发展马铃薯、杂交油菜
等特色优势产业，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等产品 9个，建立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 5300 多公顷，全县农业实现了从粗
放到科学精细、从自给自足到产业化、规模
化的根本性转变。

围绕打造“七彩农业”名片、建设全国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的目标，实施品牌强农、科
技助农、质量兴农行动，农业示范园区，成立
全市第一家院士专家工作站，积极与科研机
构合作，加大良种研发推广力度，科技对农
业的贡献率达60%。粮食产量创10年新高，
高原冷凉蔬菜率先在全省实现直供香港，互
助在全省粮食生产和“菜篮子”工程中的地

位不断提升。
此外，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推动第三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主动融入全省
“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加快
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全面推出土族
民俗、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激情冰雪等精
品旅游线路，因地制宜地打造了“蔬果台
子”“秘境松多”等 19 个乡村特色文旅品
牌，乡村旅游加速发展，积极打造大型节会
品牌，“一核一线一廊两翼”的旅游发展格
局初步形成。

青海互助县

特色优势产业助推县域经济 □□ 隆太良

重庆市石柱县金竹乡党委书记冉瑜
来到黄连 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示范种植基地，站在地头满怀信心地
说：“今年，金竹乡发展以辣椒为代表的

‘红色’产业调味品、以黄连为代表的‘黄
色’中药材产业、以莼菜为代表的‘绿色’
果蔬特色优势产业，在‘袖珍小乡’培育
出‘三色经济’大产业。今年引入公司种
植黄连 2000 余亩，预计 5 年后增收 2 亿
元以上。”

虽然金竹乡总人口只有 1000余人，
被称为“袖珍小乡”，但把黄连作为支柱
产业，有中国“黄连之乡”美誉。金竹乡

围绕全县“三色经济”发展思路，引入重
庆泰尔森中药材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三色经
济”黄连产业。

重庆泰尔森中药材有限公司和农村
席子厂（小地名）通过开垦荒地，按统一规
划生产基地、统一供应种子种苗、统一肥
料和农药等投入品、统一种植技术规程、
统一采收与产地加工技术规程、统一包装
与贮存技术规程的“六统一”要求，成片连
块集中建设黄连GAP示范种植基地 100
余亩。在该公司示范和带动下，金竹乡
100户黄连种植户按标准化、规范化共种
植黄连2000余亩，通过精细管理，预计5
年后总收入可实现2亿元以上。

重庆石柱县金竹乡

“袖珍小乡”培育“三色经济”大产业

□□ 依热夏提·艾尔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
县依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通过与
多家林果业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紧密
合作，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成功打造
了 5.4 万亩各品种杏林园。这不仅推
动了当地林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还
显著带动了周边乡镇的就业与经济
发展。

8 月中上旬，记者在大桥乡一处吊
干杏基地看到，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
控下进行杏园管理，工人们忙碌地施
肥，为杏树的茁壮成长提供充足的养
分。吊干杏基地负责人与县林草局的
技术人员正细致地查看每一株杏苗的
生长情况，从土壤湿度到病虫害防治、
修剪整形到灌溉施肥，他们耐心对工人
们进行科学管理指导，确保每一棵杏树
健康成长。

吊干杏林园的建设，不仅有效利
用了土地资源，还极大地促进了周边
乡镇群众的就业增收。据统计，今年
截至目前，已有当地村民和外来务工

人员超过 15000 余人次在吊干杏林园
及相关产业链上找到了就业机会，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拜城县大桥乡托万买里村村民买买
提·阿布都热西木说：“我从 3 月份开始
就在吊干杏基地干活，一个月工资 3500
元，收入好，离家近，很方便。”

拜城县林草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艾合买提江·米吉提表示：“目前，
拜城县杏子林园建设总面积达 5.4 万
亩，挂果面积 4 万亩。我中心将进一步
加强与林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与沟通，
共同做好吊干杏林园等特色林果业的
规划、建设和管护等工作。同时，也会
继续加大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提高
农民的种植技能和管护水平，为吊干杏
等特色林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的技术保障。”

近年来，拜城县立足本地资源禀
赋，通过引进吊干杏、小白杏等优良品
种，对老化、低产的杏树进行改接改良，
有效提升了杏子的品质和产量，并形成
了连片种植、规模经营的良好态势，让
拜城县特色林果业迎来了更加广阔的
发展前景。

新疆拜城县

5.4万亩杏园带动就业增收

图为湖北大悟县丰店镇辣椒种植户正在仔细筛选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