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以“产业扶持+招商引资”模式，流转土地115亩，建
起包括智能连栋温室大棚、荫棚、日光温室和组培研究中心等设施的多彩花木产业
园，主要根据订单种植盆景草莓、南天竹、绣球、月季花等植物，带动周边50多户农民
月均增收2000余元。图为当地农民在为盆栽草莓浇水。 李学飞 摄

山东郯城县
花木产业园带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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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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循环牧场，“绿色”产业链条。生
猪养殖上游连接着玉米种植，下游连接着
食品加工和物流销售。产业链上产生的
秸秆直接转化为电能，畜禽粪污则用于制
取沼气和生产有机肥。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是全国生猪调
出大县、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地。经过多
年发展，形成生产高效、资源节约、布局合
理的生猪产业发展格局，生猪养殖业也成
为全县农业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近几年来，安平县以生猪养殖为主导
产业，以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实
现目标，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产业园创建中，安平县依托规模化、标
准化养殖基地建设，通过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带动，大力推动生猪产业集群化发展
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并以绿色发展为方
向，同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
索出“畜禽粪污—沼气—电—热—有机
肥—农作物—饲料—养殖”绿色农业生态
循环模式。

目前，产业园集聚国家生猪核心育种
场2家，设计规模万头以上标准化养殖场
22家、规模养殖场79家，年出栏生猪近80
万头。

推广“新质”养殖
促进节本增效

顶棚的蓝色玻璃透光板解决了圈舍
光照问题，全封闭的现代新型猪舍设施设
备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园区入驻企
业河北郑庄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这种新
型猪舍采用了双层立体式结构，上下层由
漏粪板隔开，其中上层为生猪活动空间，
下层设有自动刮粪系统。

“我们养猪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搞好
环境卫生，上层地板为有空隙的漏粪板，
并有工作人员及时清理，所以生猪的活动
区域几乎不留存粪污。而即使粪污漏到
下层，也很快会被刮粪设施清理到集中储
粪池。”公司负责人郑建栋一边在手机屏
幕上点开猪舍的实时画面一边说，“另外
猪舍采用垂直空气进出模式，新鲜空气从
顶部进入，舍内空气通过装有负压风机的
全封闭地沟风道排出。”

通过这种粪污和空气处理方式，养
殖场实现猪舍内外没有臭味，对场内和
周边环境没有污染。环境改善的另一个
直接效应就是可让生猪养殖周期抗生素
使用量大幅下降。在此基础上，猪场以
尾粮、尾果、尾蔬和玉米为原料加工饲
料，且用熟食饲喂方式，实现饲料成本降
低 20%。

拥有14个种猪场和商品猪场的裕丰
京安养殖有限公司同样按照现代化标准
对猪舍进行了改造，配备了自动上料饲
喂、自动杀菌消毒、自动控温控湿通风等
设备，为猪舍增加了自动排污系统。同时
通过数字化建设，让每头猪都有一个数字
身份，养殖场可随时掌握生猪的健康状况
和活动习惯。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旭说，产业园创
建以来，为推动全县生猪养殖节本增效和
养殖质量提高，园区一方面通过与国内外
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学者合作，建立起一
批绿色养殖示范基地，探索形成了粪污处
理、天然食材、全熟喂养等一批可持续、可
复制、可推广的健康“新质”养殖模式，并
通过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在全县范围内得
到推广。另一方面通过数字生猪农业物
联网建设工程，实现猪舍控温、喂养、除
粪、消毒等环节全自动化，大幅降低了养
殖成本，提高了畜产品的质量。

在产业园的示范引领下，存栏200头
母猪的安平县京鹏家庭农场也迈向了现
代化。“漏粪地板让猪舍不再又脏又臭，发
酵饲料可以让生猪更好消化吸收。”场长
李玉杰说，“采用新的养殖管理模式后，猪
群整体上抗病能力更强，生长速度更快，
养殖成本也比原来低了不少。”

秸秆粪污“淘金”
形成生态大循环

种植玉米每年会产生大量秸秆，而养
殖生猪一年也要产生近百万吨废弃物。
面对既要发展产业，也要保护环境的课
题，安平县在产业园创建中，以实现农业

生态大循环为目标，将提高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率作为主要突破口。

安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程顺戳说，为提高农业秸秆
和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产业园探
索“地养猪、猪养地”模式，创新“粪污收
集、科技支撑、有机肥应用促进、以养带
种、环保倒逼”五大机制，建设了生物质
热电厂、农村沼气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有
机肥厂、无害化处理中心、污水处理厂等
一系列配套工程项目，努力打造电、气、
热、肥新能源环保产业，实现秸秆和生猪
粪污的全量化循环利用。

在秸秆处理应用方面，产业园通过提
升生物质直燃发电产能，目前一年可将
30 万吨玉米秸秆、树枝树皮等废弃物转
化成 2.4亿千瓦时电能，节约能源折合标
准煤10万吨。

在推动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产
业园集聚了京安生态集团、京安肥业、凯
悦污水处理等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建立起
养殖粪污统一回收利益联结机制，成立了
安平县粪污收储运专业合作社，全县的养
殖废弃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全部转化
利用。

为破解粪污直接排放污染环境的问
题，京安生态集团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
建设了规模化粪污沼气集储处置综合设
施。粪污集中到这里后，经过搅拌、厌氧
发酵，最终产生沼气，沼气用于发电和提
纯生物天然气。目前，该项目每年可为国
家电网输送电量 1500 余万千瓦时，还能
提纯生物天然气636万立方米，为周边26
个村庄、社区近 2万人口提供炊事、取暖
用能。粪污产生沼气后，剩下的沼渣、沼

液经过固液分离后，又会被全部制成固体
和液体系列有机肥。

张旭介绍说，经过几年努力，产业园
已经打造出从农业废弃物到沼气、电、热、
有机肥，再将有机肥用于农作物种植、生
产饲料、发展养殖的大循环产业链条，实
现“畜禽废弃物一律不剩、化肥使用量一
律不增、煤炭能源一律不用”。目前，产业
园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率均为 100%，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保持在92%以上，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98%。

塑造产业链条
提升整体竞争力

“在促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高效发展的
同时，我们在产业园创建中将打造产业
链条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
力的重要着力点，全力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程顺戳说，几年来，产业园结合
全县农业发展态势，重点建设生猪等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基地，聚焦生猪规模
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冷链运输、品
牌销售等全产业链各节点，先后实施了
农副产品加工、熟食加工、肉制品扩建等
一批产业项目。

园区企业河北安平大红门食品有限
公司以生猪屠宰和肉类生产销售为主营
业务，设计能力年屠宰生猪 100万头，建
有一条班产 3000 头生猪的屠宰生产线，
一条班产100吨的冷却分割肉生产线，配
有 100 吨急冻、6000 吨低温冷藏库。目
前，公司在生猪屠宰和冷却分割肉的基础
上，已建成中式酱卤、速冻调制、全自动油
炸、预制菜等产品生产线，实现了传统产
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在产业园建设推动下，安平县老家食
品有限公司开发出酱制五花肉、酱制排
骨、酱制猪蹄、酱制猪头肉等一批肉食加
工产品，并配套建设了存储能力千吨以上
的冷藏库和冷冻库，购置冷链运输车 20
辆，有效提升了速冻产品流通速度。

安平县云海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熏
烤肉制品、熟肉制品和肉干系列产品的基
础上，新建成 7000 平方米的肉制品精深
加工车间与分割车间，推出腊肠类、酱卤
类、熏煮类、速冻调理类等肉制食品。

以让优质农特产品更快走出去为理
念，安平县乡村振兴集团这两年新开设农
特产品直营店，着力开拓肉制品等农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项目负责人马彦兹
说，直营店运营已有两年时间，年销售额
稳步增长，特别是线上账号已吸引了几万
名粉丝，销售额年增长速度能达到百分之
二三十。

用活“废弃物”产业“绿生金”
——河北省安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种养生态循环路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把创建国家
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平
台载体，聚焦特色主导产业建基地、强龙头、
延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上下联动、以点带
面、梯次推进建设格局。目前全省共争创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个，认定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61个，其中 10个产业园总产值相
继达到50亿元。

在推动全省产业园创建过程中，甘肃
省围绕“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做
足地方“土特产”文章，深挖“特色多样”“绿
色有机”特质，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园
形成覆盖面广、集聚度高、链条完善、竞争
力强、支撑增收的主导产业。兰州市榆中
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高原夏菜产业
集群，推动产业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转
型，建设育苗基地 14 个，种植蔬菜近 40 万
亩，年产量近 90 万吨。庆阳市宁县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按照“一核三塬五带”产业布
局，形成 83公里产业示范带，种植优质苹果
25万亩。平凉市崆峒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实施饲草、种群、扩繁、营销、加工、品牌、
循环 7 大工程，推动肉牛产业总产值实现
75亿元。

突出融合发展，引导各产业园合理布局
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等功能板块，统筹农
业生产、科技创新、休闲旅游等要素，推动产
业链纵向延伸、产业间横向拓展，形成标准
化种养、精深加工、仓储流通、技术研推、品
牌营销于一体，产业链条完整、多种业态协
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天水市麦积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足苹果种植，全力打

造加工流通、综合服务核心区。定西市安定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马铃薯加工企
业 46 家，建成各类生产线 60 条，开发出淀
粉、蛋白粉、全粉等 10多种产品。临夏回族
自治州广河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肉牛和肉羊
存栏分别达到 14.5万头和 135万只，建成 80
万只牛屠宰、2万吨牛羊肉加工生产线，研发
精分割、熟食品、预制菜、副产物等产品 230
余种。

加大科技赋能，助推产业园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搭建产业体系研发中心、
工作站、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协作平台，开展
品种、技术、模式、机制示范，配套集成良种
良法、农艺农机，建设大数据平台、发展数字
农机、智慧种养设施等。平凉市静宁县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成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
基地平台，通过“一图一表一模一码”，实现
从“经验种果”到“数据种果”转型。庆阳市
庆城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西农、联合天津
南开区，聚力苗木、人才、链条“三大”培育，
实现良种、技术、模式、效益、销售“五大”突
破，做到产业、价值、供应“三链同构”，为乡
村振兴打造产业致富新样板。酒泉市肃州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农作物、瓜菜新
品种 174个，推广先进技术 16项、配方施肥
82万亩，研制新农机15台套，推广装备2500
台套。

推动节本增效，要求产业园以绿色高质
量发展为引领，主攻农牧结合、种养循环，制
定绿色高效发展措施，加强农业生产全程一
体化绿色管控，促进农业绿色循环可持续发
展。平凉市崇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推
行窑洞养牛模式，制定“四区分离”“五良”技
术规程，改造建成 7 个窑洞生态养牛示范
带，累计改造废弃窑洞 1700 孔、盘活土地

820亩、饲养红牛 7000头。武威市凉州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广“奶牛—粪便—有机
肥（沼肥）—饲草（粮食）—奶牛”种养循环模
式，建成沼气站22个、粪污处理中心7个、有
机肥加工企业 11个。张掖市高台县现代农
业产业园推广“农膜以旧换新”“秸秆置换有
机肥”等循环模式，形成“菜—沼—田”“粪
污、秸秆、尾菜—有机肥—有机种植”资源循
环利用产业链。

此外，全省在产业园创建中注重促农
增收，各产业园通过订单农业、产业联合、
合作经营、量化折股等方式，构建“生产基
地+零散农户+经营主体+加工销售”为主
线的利益联合体，不断提升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比重，引导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有
效嵌入产业链，确保农户长期稳定合理分
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定西市临洮县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蔬菜生产龙头企
业、合作社为纽带，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带
动 2万户发展蔬菜种植，园内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31%。张掖
市甘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广“订单
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等模式，建立契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
机制，联结带动农户 6.8万户。庆阳市华池
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恒烽药业等龙头企
业吸纳 50 多个合作社，1.34 万农户参与到
中药材种植中。

甘肃省

产业“园区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 高海燕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持续推进万亩优质蔬菜高效
种植示范园区建设。园区以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和新品种试验及展示区为抓
手，着力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业、品牌化销售
方向发展，并大力开展全程生产托管社
会化服务。

示范园区采取土地流转和订单种植
的方式，总面积 1万余亩，今年种植番茄
8065亩、辣椒1072亩、洋葱482亩。在蔬
菜种植中，园区重点通过“六新”“四控”
引领产业提质增效。“六新”即新品种、新
技术、新材料、新主体、新装备、新模式。
园区内主要开展特色蔬菜新品种、优良
品种及不同肥料精准调控评比展示，主

推辣椒、番茄机械移栽和机械采收等优
质高效新技术，生产全过程坚持“绿色、
高质、高效”发展理念。“四控”即控肥增
效、控膜提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在
控肥增效方面，施用辣椒专用肥代替传
统化肥，全部应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
提高化肥利用率。在控药减害方面，突
出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以预防为主，减
少农药使用量。在控水降耗方面，全部
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实现水、肥利用率

“双提升”。
在此基础上，园区通过统一提供种

苗、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田间管理、统一
病虫害防治、统一机械采收、统一订单
销售，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当地辣
椒、番茄等特色蔬菜产业形成“产、供、
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各方利
益有机衔接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新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打造特色蔬菜产业新格局

□□ 李佳慧

近两年来，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充
分利用食用菌产业发展基础，大力推动
乡村振兴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园区建
设。园区建设工程于 2023年正式动工，
总建筑面积 14.5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
底建筑主体施工可全部完成。

示范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标准
化生产厂房、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冷链
仓储中心、平菇和羊肚菌育菇厂房、食
用菌研发中心在内的生产、加工、存储
等项目。目前，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冷
链仓储中心主体施工已完成，食用菌研

发中心、电商中心、种质资源中心主体
已封闭。

据介绍，建成投运后，园区将利用农
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作为栽培基质和原
料，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种植食用菌，发展

“变废为宝、无废生产”的绿色循环产
业。届时园区将采用“企业+基地+农
户”产业化经营发展模式，引进双孢菇发
酵培育技术，采用三次培养发酵工艺，确
保对双孢菇各个生长阶段精准调控，实
现工厂化、智能化、标准化全年种植，预
计日产双孢菇 80-100 吨，年产羊肚菌、
平菇、杏鲍菇等共 800吨，同时年转化秸
秆20万吨、畜禽粪便6万吨。

吉林省东丰县
建设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园区

□□ 郭松平

近年来，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以园区
建设为载体，搭建起智慧农业云平台，利
用物联网技术，示范推广无人农机、智能
灌溉、水肥一体化等系统设备应用，用科
技助力粮食生产。

智慧农业云平台通过农业四情监测
系统，对气象、墒情、虫情、苗情进行及时
监测和汇总，可实时掌握田间植物生长
情况。平台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为专家研
究决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农户种植提供
精准指导。同时，平台借助现代数字技
术，在园区开展智能灌溉系统、智能无人
农机设备试验示范。

在泸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谭坝核心区
千亩无人农场，管理员借助5G通信技术
和高精度北斗导航，通过手机客户端设

置好无人农机工作路线，机器就能在不
同时间和阶段相互配合，完成整地、起
垄、移栽、植保、收割、装载等作业，再搭
配上智能灌溉系统，农场就可实现耕种
防收全过程无人化。

据介绍，智能灌溉系统包括 68个高
压喷射系统（喷枪），喷枪运行时会 360
度匀速旋转喷水。喷出的水雾薄而均
匀，既可缓解田间旱情，又保护作物不受
水压冲刷，在精准控制时长的同时，又避
免了水资源浪费。

在园区智慧农业平台打造过程中，泸
县还走出了一条“碳汇循环”的农业实践
道路，通过创新探索“中稻+再生稻”、稻
（渔）虾综合种养等多种模式，有效提高了
粮食单产，实现稻田平均亩产超吨。而且
综合种养模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
有力推动了农业生态绿色发展。

四川省泸县
智慧云平台助力粮食生产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椒南人民法庭深入把握新时代“枫桥
经验”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倾力打
造“洪枫叶”特色党建品牌，构建新型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保一方平安。

椒江区人民法院椒南人民法庭
针对当地实际，将基层司法资源与
党建资源、社会资源有效整合，在中
国·农港城、港湾社区、商贸核心区
等重点区域设立了多家司法服务工
作室，变“坐堂问诊”为每周一次“上
门坐诊”，将调解服务送到社区群众
身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坚持以科技赋能司法。通过
移动微法院等“互联网+”智慧服
务，提供远程在线司法协助，切实

减轻当事人“诉累”，高效、便捷处
理矛盾纠纷。通过组织开展法律
实务、调解技巧等专题培训活动，
充分发挥调解员主力军作用。通
过协助矛盾纠纷调解流程、操作规
则等制度规范制定，不断探索调解
工作新模式，健全矛盾纠纷调解机
制。推行“法庭+乡镇”联动调解
模式，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以新
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服务百姓、服
务当地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该法庭“坐诊”服务
72次，解答法律问题 291件，发放各
类普法宣传资料 300 余份，接受线
上咨询 60 余人次，协助化解矛盾纠
纷368起。 钟函希

“洪枫叶”绘出法治好“枫”景

京安生态科技集团工作人员对发酵罐沼液样本进行监测检验。 贾阔 摄

广告

酒泉市肃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在收储青贮玉米。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