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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剑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在抖音上刷到白水村，发现不仅‘萝卜公社’和高
桥河很有名，葡萄也很好吃，而且古桥更有特色，就想带
孩子来看看，果然不虚此行。”近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
区高桥镇白水村人来人往，从市区驾车过来的陈女士正
在白水村葡萄园里和朋友们一起体验采摘之乐。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金秋时节，来白水村吃、住、游
的人都不少。“以前，我们村一穷二白，到处是荒山荒
地。村民收入大都只能养家糊口，集体收入几乎为零，
现在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多元，集体收入更是翻了好
几倍。”白水村党支部书记黄彪彪说。

白水村位于幕阜山南麓高桥河畔，每逢多雨季节，
河水溢过河道，漫向田畈，在氤氲的空气中，畈上白茫茫
一片，故名白水村。这里生态资源丰富，山、水、田、村相
互错落。近年来，白水村全力推动“生态经济化、经济生
态化”，打通了白水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白水村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蝶变”。
变化之初始于萝卜。白水村独特的沙瓤土质，使得

所产萝卜个大、皮白、脆嫩、味甜，一直享有盛誉。曾因各
种因素，满村萝卜几分钱一斤没人要，烂在地里成肥料。

当地党委、政府打出“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牌
后，吸引国有企业鄂旅投集团投资 30 亿元在白水村打
造集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康养旅游、文旅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又称“萝卜公社”。他们挖掘地标产品“白水畈
萝卜”的历史文化内涵，一栋栋白墙黛瓦的鄂南民居，

“变身”仙萝民宿文化展厅、萝卜乡学院、萝卜科普馆、萝
卜酒店……

种萝卜、卖萝卜、拔萝卜体验、吃萝卜宴、萝卜深加
工，一系列围绕萝卜的产业次第铺展，销售从电话营销
变为电商平台为主；方式由上门收购变为上门采摘；主
体由农民自耕自种变成市民认筹的“菜园”。“白水畈萝
卜”火爆出圈。“之前0.4元一斤还无人要，现在2元一斤
不愁销。”萝卜种植大户李建军种了200多亩萝卜，近几
年几乎年年收益增加。

白水村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引
进企业和外乡能人，打造全链生态产业体系，从第一产
业的种植，到第二产业的萝卜干、萝卜皮、萝卜脆、辣萝卜等产品加工生
产，直到第三产业的休闲采摘、电子商务，如火如荼地全面布局。

依托“萝卜公社”客流量优势，白水村又引进合作社种植了200亩葡
萄，试种约5亩的草莓大棚，引入能人开展50亩稻鱼共生种养殖。今年盛
夏，200亩阳光玫瑰葡萄迎来采摘季。“这里气候好，沙壤土利于根系呼
吸，生长出的葡萄不仅品相好，甜度适中，且口感佳，倍受游客青睐。”葡萄
基地负责人周凯介绍，果园平均亩产达5000斤以上，销售渠道中三分之
一来自游客采摘，另三分之二主要对接城区各大超市，供不应求。

好生态不仅带“火”了萝卜、葡萄等农副产品，也带“红”了村庄。如
今的白水村，一户一特色、一院一文化，水绕山环，环境优美。据不完全
统计，自“萝卜公社”建成运营以来，截至目前，白水村已累计接待游客
近百万人次，单日最高峰接待量突破 5000 人次。“我们既有了种田收
入，也有了打工收入!”景区负责绿化的村民魏再兵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村里有50多人在景区工作，每月工资3800元，休8天假，还有五险和季
度奖、绩效奖。长年在外打工的刘锦霞三姐弟，回乡办起“农家乐”，最
多一天接待58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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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祁倩倩 王田

金秋时节的广西来宾市，蔗叶摇曳，丰收
在望。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种
植大户江先岛看着长势良好的甘蔗说：“今年
又是个丰收年，我们家的‘甜蜜事业’更甜
了。”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33
年居全国第一，因而一直以来广西都被称为
中国的“糖罐子”。

来宾市是广西主要的产糖大市。近年
来，来宾市通过规模化基地建设、良种良机良
技融合、多元化产业发展，全面深化糖业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糖业转型升级，推动糖业高质
量发展。2023/2024年榨季，来宾市糖蔗种植
面积 177.2 万亩，进厂糖料蔗 900.23 万吨以
上，蔗农收入将近 50.53 亿元，蔗农人均种蔗
收入达 9600元以上，一根根甘蔗不断榨出更
多“甜蜜”糖、“幸福”糖。

政策发力 稳面提质有保障

在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的“双高”（高产、
高糖）糖料蔗基地，种蔗大户曾德岸种了 30
亩甘蔗。2023/2024榨季时，曾德岸与来宾东
糖凤凰有限公司签订了甘蔗订单协议，种植
糖厂推荐的“桂糖 42 号”等优良品种。糖厂
甘蔗收购首付价格为 540元/吨，比普通品种
每吨高出 30元，当白砂糖结算价格每吨超过
6300元时，就会启动糖蔗价格挂钩联动机制，
按照6%加价给农户，糖料蔗收购价格通过二
次结算方式得以提高。“这样的机制下，我们
种植甘蔗能获取更多的收益，也能省下选种、
销售环节的麻烦，没有了后顾之忧。”曾德
岸说。

为持续稳定糖料蔗生产，来宾市全力组
织落实糖料蔗良种良法推广补助政策，促进
蔗农降本增收。2020年起，每年对使用脱毒
健康种苗种植的，按新植面积每亩补贴 350
元。自 2023年开始，中央明确继续实施糖料
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政策并实行差异化
补助，脱毒种苗补贴 600 元/亩，健康种苗补
贴330元/亩。

3 年来，来宾共推广脱毒健康种苗 174.2
万亩，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6.1亿元。目前，全
市完成 2024 年推广面积 79.73 万亩，预计拨

付补贴资金2.73亿元。
此外，来宾市一直积极落实“长牙齿”耕

地管控措施，持续开展耕地“非农化”整治，
全力推进糖料蔗稳面工程，出台了《来宾市
糖料蔗生产保护区“桉退蔗进”三年行动方
案（2022-2024 年）》，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来宾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 175万亩
以上。

“农户自行清桉通过公司验收后，每亩地
会得到 850元的补贴。”广西来宾东糖凤凰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农建殿说。为引导农民种植
甘蔗、扩面增产，不少制糖企业会主动与当地
乡镇政府、村屯和蔗农对接，因地制宜推出桉
树砍伐、机耕等补贴措施，为改扩种甘蔗的农
户给予资金支持、技术服务等。

与此同时，制糖企业也在不断进行科技
创新，从砍运调度、自动卸蔗、除杂压榨提汁，
水电气保供，澄清、蒸发、煮糖、分蜜等制炼工
艺和干燥、包装等全流程各环节，提高糖料蔗
生产效率和效益。2019/2020年榨季以来，来
宾市5个榨季平均产糖率达13%以上。

科技支撑 产业升级有良方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来宾市通
过实行规模化种植、良种繁育应用、高效栽培
技术、全程机械化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强甘蔗
产业的竞争力，提升甘蔗单位产量，筑牢“第
一车间”。

每年甘蔗榨季，砍蔗工总是供不应求。
人工采收效率低、成本高，一直是困扰甘蔗生
产的“老大难”。在该市兴宾区凤凰镇，农机
手余才库成立了福库农机专业合作社，拥有
收割机、种植机、拖拉机、铲车等一批农机设
备，他自己承包的 1200多亩甘蔗地已经实现
了全程机械化。“传统人工收割每人每天能砍
约 1 吨甘蔗，使用中型收割机一天能收 80~
100吨，相当于节省了80~100个人的劳动力，
大大降低了成本。”余才库说。

在来宾，甘蔗联合收割机并非新生事物，
但甘蔗收获机械化进展却不及预期。原因是
传统甘蔗联合收割机收获作业损耗较大，而
且容易压坏甘蔗宿根，影响来年生长，因此甘
蔗全程机械化推广一直阻碍重重。

近几年，糖料蔗“田间砍倒-机械搬运-
集中剥叶除杂-糖厂压榨”的分步式机收作

业模式悄然兴起。分布式作业，即田间砍倒
作业的收割机体积小，其适合在一些丘陵地
带、小散地块作业，也更适合广西榨季时因多
雨天气导致的松软土壤条件，减轻对蔗地的
碾压。“分步式机收集中剥叶除杂效果好，可
以直接实现蔗叶离田，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破解蔗叶禁烧难题，同时集中起来的蔗叶能
够被多元利用成饲料、肥料或者燃料，为蔗农
增加额外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
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晓斌介绍。

目前，来宾市已建成分步式机收集中剥
叶除杂点 33 个，2023/2024 榨季集中除杂作
业总量达到 10.56 万吨，较上榨季增加 10.24
万吨，2024/2025年榨季计划新增分步式机收
集中剥叶除杂点 30个，全市分步式机收集中
剥叶除杂点达到 63个以上。今年，受当地糖
厂和蔗农需求影响，余才库也购置了一台分
步式机收集中剥叶除杂设备，目前正在调试
设备，准备在新榨季投入使用。

良种是产量提升的关键。2019 年起，来
宾市开始与广西甘蔗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甘
蔗良种繁育，打造集良种引进、扩繁、种茎加
工和推广于一体的糖料蔗良种繁育推广基
地，先后培育推广“桂糖 42”“桂糖 44”“桂柳
05136”等20多个甘蔗新品种。

“每一代甘蔗品种改良更新后，新品种的
产量每亩至少能提高0.5吨，出糖率至少能提
高 0.5%，品种一代比一代强。”国家糖料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跃彬说。

目前，来宾已建成 14个甘蔗良种繁育基
地共 1.63 万亩，完成配套建设脱毒种茎加工
厂 10 个，年供种能力约 12 万亩；已建立糖料
蔗脱毒组培苗培育中心一个，年生产脱毒组
培苗1000万株。

“以前种植普通品种，亩产量只有5吨左
右，改成新脱毒品种后，亩产达 7 吨以上，每
亩甘蔗可增加收入 1000 多元。”凤凰镇富尧
村蔗农黄祖明告诉记者，目前他家 30亩甘蔗
地全部改种脱毒种苗。

来宾市地处桂中地区，水低田高，甘蔗产
量容易受水源影响。为了提升甘蔗产量，
2023/2024 榨季以来，来宾市开展蔗田“引水
攻坚”行动，为糖料蔗种植基地配上滴灌、水
肥一体化系统。

“凤凰镇预计配套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设

备 17 万亩，今年推广了三四万亩，然后逐年
增加。”兴宾区凤凰镇周村村民莫崇虚介绍，
肥水有保障，再配合上优良品种，亩产能达到
8吨到10吨。

目前，来宾市甘蔗种植“耕、种、管”环节
实现机械化作业，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来宾糖料蔗的产糖率大幅提升，年
平均产糖率达13.26%。

吃干榨净“从头甜到尾”

一根甘蔗，除了被制成晶莹的白糖，还能
变成什么？

在广西福斯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甘蔗渣经过降解，再由机器模压成型、
切边、除尘、检验、包装，一个个质地轻盈、结
实耐用的餐盘、咖啡杯、快餐盒等环保新餐
具，便从流水线上被制作出来。

在广西丹宝利酵母有限公司，甘蔗榨糖
后的糖蜜，被开发制作成干酵母、酵母抽提物
等多种产品，同时酵母发酵后的废液，又被提
取用于生产有机肥，肥料返回甘蔗种植。

在广西来宾东糖纸业有限公司，除了甘
蔗渣中90%以上的蔗髓回收送锅炉燃烧用于
发电外，粗蔗渣作为造纸原料，用于生产出漂
白蔗渣浆、本色浆、卫生原纸等各类产品。

这些是来宾蔗糖产业中变“废”为“宝”的
一个个缩影。一根甘蔗能够实现“七十二
变”，归因于来宾市近年来积极探索甘蔗多样
性产业发展新途径，推进制糖副产品综合利
用产业链扩能提质。目前，来宾市已逐步打
造出制糖产业链，以及制糖过程副产品所形
成的蔗渣、糖蜜、滤泥、蔗叶 5 大糖业循环经
济产业链，真正将一根甘蔗“吃干榨净”。

“公司成立以来，经过 5 次技改扩建，目
前日榨能力达到1.5万吨。生产的白砂糖、赤
砂糖连续 17 年获国家糖业产品质量优秀
奖。”广西来宾东糖迁江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覃进说。

来宾市糖业发展局局长李晨表示，将继
续紧盯蔗进厂量、食糖产量、蔗农收入和糖
企效益，大力推进糖料蔗水肥一体化基地建
设、制糖及综合利用设备更新和推进糖业数
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建设，建立更加紧密的利
益联结机制，让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
甜蜜。

甘蔗事业比蜜甜
——广西来宾市推进蔗糖产业发展守好人民“糖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