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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 张树永 德建宇 本报记者 刘伟林

近年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大力实施食用菌
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优质高产高效发展之
路，全力打造牡丹江市食用菌产业“新高地”。今
年上半年，食用菌栽培规模 16.5亿袋（块），预计
食用菌鲜品产量82万吨，产值68亿元，完成全年
目标的 70% ；黑木耳吊袋棚室 1.4 万栋，栽培规
模 3.2亿袋；企业鲜品加工量 4.5万吨，完成全年
目标的50%。

建设食用菌标准化园区

在东宁市绥阳镇联兴村黑木耳标准化示范
基地，一排排被挂起的菌袋“吐”出一朵朵小耳，

场面壮观。菌农王玉林捧着刚摘下的黑木耳对
记者说：“这是黑金子。”

近年来，为提高黑木耳的竞争力和科技含
量，东宁市供销联社成立了黑木耳产业推广办公
室，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在技术引进、推广、
研发上给予支持，这使黑木耳的产量和质量达到
了双提升，实现每亩土地由生产1万袋向生产45
万袋的大跨越。

为进一步优化食用菌产业发展升级，牡丹江
市以园区化、棚室化为突破方向，建设了一批标准
化食用菌园区，推动食用菌产业向节约集约、优质
高效方向转型升级。2018年，全市食用菌园区总
数达到211个，其中标准化园区达到106个，栽培
规模9亿（袋）块；专业村达到249个，全市新增棚

室菌5000万袋，总栽培规模达到3.4亿袋。

线上线下购销两旺

“互联网+”是牡丹江众多食用菌生产加工
企业销售的新途径，仅东宁市目前就拥有注册电
商企业130家，在淘宝、天猫、京东等国内各大电
商平台开店的共计 750 家，实现销售额过亿元，
产品基本覆盖全国地级市，并出口韩国、日本、俄
罗斯、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除了在线上发力，牡丹江食用菌线下销售也
依然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据绥阳黑木耳
山产品批发大市场管委会主任杜文国介绍，这里
2018 年交易量 4 亿斤，交易额 120 亿元，占全国
交易量的3/5，木耳销量全国第一。

推动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

东宁市润乡山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德辉
拿着一瓶木耳酱高兴地说，下一步他们将投资
3500 万元，新建三条生产线，分别加工木耳酱、
冻干制品以及面食，计划年底投产。目前，牡丹
江市国家级龙头企业2户、省级龙头企业5户。

牡丹江市全方位、多层次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对接战略投资者。中国农批集团就在牡
丹江建设大型农业产业综合体项目达成意向，项
目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可一站式实现各类农副
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交易、展示、信息服务、配
送调运、仓储、质量检测、科技服务等功能，有效
带动相关行业转型升级。

广西南宁江南区
生态循环农业惠农增收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坚持在土地上做足文章，从产品
产供销入手，借助外力，依靠科技，改善供给结构，以点带面推动
农业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高效使用土地方面，江南区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稳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2016年底，广西新牧源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敢于“吃螃蟹”，先
后流转 50多家农民的土地，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2户共 50多
亩，逐步将其打造成为集黑土猪、蛋鸭养殖及高端瓜果种植农业观
光与科普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昔日杂草丛
生的荒凉面貌逐步得到改变，农民的土地收益从每亩 500元左右
提高到1000多元，部分土地经济效益每年达到6万元。该基地还
计划在果园间隙套种中草药，让有限的土地再升值。

江南区苏圩镇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种植树葡萄6000多株、
蓝莓1.32万株，种植黄金百香果520亩，养殖黑土猪3000头、蛋鸭
5000只，所有产品均实现订单生产，定向销售。

该基地负责人何奇攀介绍说：“在自治区商务厅、科技厅以及
农科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种植的黄金百香果比较有特
色，按订单生产不愁销路，如果天气好，黄金百香果到明年二月份
还有，仅此一项的销售额预计可达到2000万元。”基地生产的蓝莓
超市已全部预订；南宁市有七个黑土猪肉销售点随时收购基地养
殖的黑毛土猪；广东10多个酒店还预订了两年后的蛋鸭。

南宁市江南区以“江南区菜篮子”工程获评中国“2018民生示
范工程”奖为契机，以苏圩镇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为范本，在江
西镇、延安镇全面铺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现
代康养农业、文旅观光农业，提升农业效益，实现乡村振兴，惠及
30万农民。 郭超前

第三届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
在河北开幕

9月 8日晚，由北京延庆区人民政府、河北怀来县政府主办的
第三届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暨第二十届中国·怀来葡萄节在河北
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开幕。本次活动旨在提升沙城产区知名度和影
响力，打造“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国际葡萄之都。活动将从9月
8日持续到10月10日。

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同时也被称为世界葡
萄酒中心，每两年一届，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举办盛大的国际酒
展。而怀来县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波尔多一样，非常适合葡萄种植
和葡萄酒酿造。怀来县位于北纬 40°葡萄种植黄金地带，有 1200
年葡萄种植历史，全县年平均气温8.9℃，年均降水量400毫米，具
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是全国
著名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是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全
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县。

目前，怀来县葡萄种植面积10万亩，葡萄酒加工能力15万吨，
葡萄酒销售量5万吨，葡萄酒企业39家。其中，长城五星及桑干酒
庄葡萄酒多年以来为国宴唯一用酒，长城葡萄酒为2008年北京奥
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4 年 APEC 会议和 2017 年“一带一
路”国际高峰论坛指定葡萄酒。以长城葡萄酒为代表的众多民族
葡萄酒品牌正以其独特的味道和气质享誉世界。

2019 年，怀来县实施了“延怀河谷葡萄示范基地项目”，延怀
两地依托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共同打造优质葡萄种植
示范基地，延怀两地正在共同朝世界葡萄酒一流产区迈进，打造

“中国的波尔多”。 本报记者 王壹 文/图

□□ 本报记者 韩啸

千里京杭运河，孕育了两岸丰饶的城乡
文明。作为东陇海产业带重要的水陆交通枢
纽、新兴工贸城市，兼具水乡特色和历史文化
底蕴的生态宜居城市，江苏省邳州市社会治
理创新和地方产业快速升级，引起广泛关注。

城与乡的界限被重新定义，传统社会治
理模式遭遇挑战。在此背景下，拥有近二百
万人口、县域面积位列徐州市辖区第一的邳
州，从“公共空间治理”破局，找到统筹城乡环
境与社会治理的一揽子方案。从 2016 年开
始，几十年拆不掉的违建拆了，常年被占的断
头路通了，“四荒四乱”被彻底整治并回归公
有。群众目睹了曾经的荒滩荒地变成了森林
花海，七纵九横的水系充满灵韵。

建立在“公共空间治理”基础上，绿色新
兴产业正在释放更多发展红利。作为全国知
名的“银杏之乡”“大蒜之乡”“板材之乡”，绿
色生态、精深加工、品牌创建等现代化要素，
正全面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重构。

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聚力产业创新、
聚焦生态富民，以担当抓落实，以实干促发
展，走对走好新兴产业爆发增长、绿色产业持
续升级的发展路径。”邳州所选择的路径上，
已经硕果累累。

银杏“时光隧道”里的产业经

邳州市铁富镇姚庄村，本来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落，因为一条“银杏路”闻名遐迩。在
这条长 3000 米的林间小道旁，两侧的银杏树
均匀排列、枝叶茂盛，漫步其中，时光流淌的
幻象仿佛触手可及。2011 年，摄影师陈智拍
摄的一幅照片《秋天的童话》获得国际大奖并
被《国家地理》杂志登用，让姚庄村的银杏路
名声斐然。

村民冯均忠的超市，就在“时光隧道”
旁。2016 年以前，超市门前有一片村集体垫
起来的“汪塘地”。他没想那么多，为了扩大
经营面积就在这块地上盖起了房子，铺面离
主路面仅一米远。“做生意的都想把店面往前
延伸，那样更显眼、生意更好。”冯均忠说。

没多久，“公共空间治理”应民意而至。
姚庄村党支部书记冯刚回忆道：“当时镇上、
村上的同志轮番做工作，请他把侵占公共用
地建的房子拆掉，冯均忠怎么也不愿意，还说
盖房子前前后后花了三万多元，凭什么说拆
就拆？”

一筹莫展之际，冯均忠的儿子冯向军回
来了。常年在外工作的他，一直在微信上关
注家乡公共空间治理的动态，尤其看到北京、
南京的高铁站里，家乡的银杏美景被放在了
醒目位置，自豪感就止不住的涌出来。于是

他主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表面上虽然私利
受损，但环境好了，游客多了，于公于私都比
自家门前的“巴掌地”更重要。冯均忠逐渐改
变了执念，最终同意拆掉违建的铺面。

店面虽然变小了，门前的路面宽敞了，隔
着马路就能看到“时光隧道”，冯均忠的生意
好起来了。“我们一边进行公共空间治理，一
边创建特色田园乡村，打造高质量乡村旅游
示范点，吸引更多的客人。”冯刚说。

三年多来，姚庄村为了搞好乡村旅游，通
过公共空间治理陆陆续续拆除违章搭建 106
处，清理村庄道路 4500 余米、排水沟 2200 余
米；1400 米长、7 米宽的“姚庄大道”既方便了
村民、也带来了游客，整个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关键是360多亩土地被重新收回公有，并
通过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拍卖、发包，每
年增加村集体收入30余万元。2018年慕名来
姚庄村的游客达到了350万人次，全村人均年
收入达到了31280元。

邳州市副市长李世峰说，“打开公共空
间，直通人民心间，无论是对社会资产增值保
值、改善城乡环境，还是发展绿色新兴产业，
说到底公共空间治理的出发点始终是群众。”

“听群众说、向群众讲、带群众干、让群众
享”，在“群众”逻辑的指引下，整个邳州城乡
换了新颜，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全市上下形成
了养成新习惯、塑造新民风、共建共享新邳州
的生动局面。

在邳州市北部的官湖镇授贤村，3800 余
亩的银杏湖是另一番恢宏气象。2015 年以
前，这里只是一片杂草密布，污水横流的滩
区，是典型的“四荒”地。作为公共空间治理
的重头戏，贯通全市水系、清理荒滩荒地被提
上日程。一条橡胶水坝拦出了银杏湖，也成
为了“引沂润城”工程的源头。银杏湖为全市
储备水资源，根本上解决了邳州北部的港上、
铁富、官湖等镇18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问题，
曾经“不是断流就是洪水”的河道成为了黄金
水道，从根本上刷新了邳州水生态的理念。

官湖镇副书记王文丽说，目前银杏湖的
水质已经达到了国家二类水标准，经常可以
看到天鹅、白鹭、鸿雁等珍稀鸟类在这里驻
足；西岸依托授贤村主打人文休闲活动区，东
岸主打自然生态植物景观，成片的油菜花、马
鞭草、硫化菊等色彩斑斓的植物带煞是吸睛，
整个银杏湖景区形成了包括水上游乐区、授
贤古村区、花溪活动区、五彩丛林区等区域的
综合性观光产业。景区高峰日游客量达 2.8
万人，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商贸发展。

这一泓清水，也将市内“七纵九横”水系
贯通起来，“一河清水润城”的构想成了现
实。除了“时光隧道”和银杏湖景区，“银杏旅
游+”在邳州成长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

模式，银杏小镇、银杏姊妹园、宋庄银杏观赏
林等一系列以银杏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年吸
引国内外游客350万人次。

原料基地跃升为“高端制造”

“银杏之乡”邳州有四个“第一”头衔难以
撼动：银杏种植资源的总量世界第一、银杏加
工产量世界第一、银杏苗木交易量世界第一、
银杏优良品种培育量世界第一。

位于铁富、港上两镇的银杏苗木交易市
场，年交易额达 30亿元，全国 80%的银杏苗木
交易在邳州完成，“买全国银杏树，卖全国银
杏树”是邳州的真实写照。

2017 年，邳州被原农业部认定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论资源禀赋，邳州的银杏
真没服过谁。但随着公共空间治理和绿色
生态产业的同步推进，邳州不再局限于“原
材料基地”这个角色定位，逐渐成长为全国
最大的银杏种苗繁育、中药材生产、银杏酮
生产基地，邳州的银杏产业正朝向精深加
工，包括食品、保健品、生物制药等中高端产
业体系迈进。

在位于铁富镇国家高新企业银杏源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里，记者被“三生友杏”系列休
闲食品“圈了粉”，小小的银杏果在经过多项
专利认证的“冷冻升华干燥”工艺技术加工处
理之后，被制成了保鲜银杏仁、冻干银杏、银
杏软胶囊、银杏脱毒粉等产品。咸、辣、甜、香
各种口味一应俱全的小零食，爽脆可口，老少
咸宜，线上、线下渠道卖到全国，还成为中国
国航、东方航空的指定产品。

港上镇工业园区的江苏贝思康药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销售一种
药提取物（银杏叶）和银杏保健食品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赵守明介绍，公司拥
有银杏 GAP 示范基地 3 万亩，国内先进的
GBE 生产线两条，并通过了国家药监总局
GMP（全面质量管理）认证，填补了江苏省内
没有GMP银杏叶提取物车间的空白，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银杏类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之一

邳州正在积极构建“银杏大健康产业”格
局，与中国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科
研院所合作，建设了国家银杏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邳州分中心和中国银杏种质基因库；“银
杏院士工作站”也在邳州成立；致力于进军科
技含量最高的银杏制药领域。目前全市拥有
加工企业 66 家，银杏系列加工产品年实现产
值超过60亿元。

生态沃土上“百花齐放”

邳州的产业图景越来越丰富，这幅图里
有“一棵树的风景”“一头蒜的保健”“一朵花
的美丽”“一串糖葫芦的甜蜜”。不禁让人感
叹，地方产业的发展之路，不光要通往经济繁
荣、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农业、工业文明，最
终还是要引领群众感受日常生活中的“色、

香、味”；还是要在万马奔腾的时代洪流中，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炮车镇四王村，流传着“一把红伞走天
下”的故事。从一百多年前起，冰糖葫芦在这
个村已经“熬”过了七代人，在可能是全国唯
一的“糖葫芦博物馆”的最醒目位置，写着四
王村人的致富经：“卖糖球，住高楼”无论是冰
糖葫芦博物馆还是山楂交易市场，以及村广
场中央叫卖冰糖葫芦的青铜雕像，都在告诉
世人“冰糖葫芦”的根脉在四王村，也在这里
长出了更茂密的产业枝丫。

“做糖葫芦，熬糖是关键，老了发苦，轻了
又挂不住；六个山楂串成串，在熬好的糖里翻
滚一圈，撒上一次芝麻再包上糯米纸就行了
……”村支书王海松介绍，现在村里90%的农户
在从事和冰糖葫芦相关的产业，每年有1400余
人活跃在全国各大城市制售冰糖葫芦。

王海松说，老一代匠人的技艺还在，新一
代又给这个传统产业增添了内涵：现在有了
电商，生鲜山楂通过物流从全国各地发货，经
纪人再发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冰糖葫芦制作
者，省去了批发商环节；同时，有的村民做起
了竹签制作与批发生意、有人干起了糯米纸
加工厂。小小的四王村，不仅串起了冰糖葫
芦，也串起了与之相关的完整产业链。

同样是挖掘绿色生态优势，八路镇则更
依赖“工业化”作为推动力，绿色生态和标准
化、智能化等现代工业要素融合起来，释放出
转型、升级的巨大能量。黄河故道优质果蔬
示范区内的“百卉园”，是这种产业形态的杰
出代表。娇嫩的蝴蝶兰运用工业化大棚养
殖，成就了“一朵花的美丽”。

曹国峰是陕西人，一股子关中平原人的
豪爽。2018年他到“百卉园”投资经营花卉产
业，可没考虑什么“绿色生态”。蝴蝶兰娇贵，
对温度湿度要求极高，在整个培育期间都要
保持在20℃到30℃之间。“当初来考察园区环
境，就跟八路镇党委、政府的人沟通，说我这
花棚对温度要求高，能不能用煤烧锅炉，政府
同志直接给我否掉了。”最后选择“水源热泵”
替代方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通过循环
利用水资源，不仅给鲜花培育提供了“可控”
的成长环境，每平方米还比原来的预算节约
了10元，每年总共可节省7万多元。

曹国峰介绍，基地目前年产蝴蝶兰种苗
约 500 万株，成花每年大概可生产 15.5 万株。
通过对种苗进行无害化脱毒、种苗培养基调
配、种苗瓶苗过渡等技术，攻克了蝴蝶兰、国
兰组培繁殖难、周期长的难题，实现了蝴蝶
兰、国兰“本土化”繁殖培育，是徐州地区最大
的蝴蝶兰、国兰等种苗标准化培育基地。

八路镇副镇长杨岭说，目前整个八路镇
的花卉园区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出口创汇
突破4600万元，花卉从业人数达到5000人，人
均增收3000元以上，直接带动300余户建档立
卡户脱贫致富。

牡丹江市：食用菌产业成为行业发展新高地

绿色新兴产业释放发展红利
——江苏省邳州市产业与环境融合发展观察

位于邳州市铁富镇姚庄村的“时光隧道”。资料图

曹国峰在“百卉园”里向游客们介绍他种植的蝴蝶兰。资料图

图为活动现场图为活动现场。。

2019中国·盘锦乡村振兴产业博览
会将举办

2019中国·盘锦乡村振兴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5日在
辽宁省盘锦市乡村振兴产业园举办。

笔者近日从盘锦市政府和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在北京联合举办
的发布会上获悉，2019中国·盘锦乡村振兴产业博览会将以“产业
振兴、生态宜居”为主题，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智慧农业、现代农业
装备、特色优质农产品、乡村旅游产业等领域的集中展示，全方位、
多角度交流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成果，搭建乡村振
兴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对接平台，为乡村振兴全产业链
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

博览会期间，将同期举办乡村产业发展论坛、乡村规划设计论坛、
盘锦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观摩等多项活动。

据介绍，此次博览会参展面积约 3万平方米，其中，室内参展
面积1万平方米，室外参展面积2万平方米。博览会招展工作已于
8月15日结束，已确认参展企业515家。阿里云、国家农业智能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网库集团、汉和机器人、大疆无人机、极
飞无人机等国内知名企业将参加博览会。国外参展企业有以色列
AWL公司、以色列耐特菲姆科技公司、荷兰迈特菜特园艺设备公
司、荷兰阿克西亚种业公司、日本三菱化学、比利时碧奥特公司等。

据了解，盘锦市于 2014年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初步构建了一套具有盘锦特色的建设模式，形成
了一系列乡村规划设计、管理服务的新理念和新成果，涌现出一
批服务乡村振兴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为认养农业、乡村旅游等农
村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周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