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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动态资讯

贵州省桐梓县
因地制宜发展竹荪产业

近日，贵州省桐梓县茅石镇高垭村高垭组竹荪种植基地负责
人姚永久同合伙人姚礼斌、姚显亮带着员工们在竹林里忙着采摘
竹荪。2018年年底，看准市场前景的姚永久放弃了城里的项目，毅
然从城区带领合伙人前往海拔1400米的高山上发展起了竹荪。

据姚永久介绍，高垭村海拔高、空气好，这里有大片繁茂的竹
林，在村里建立基地，一方面可为栽培竹荪所需的腐干竹、废竹块、
腐竹叶等提供充足的原料，另外村里离重庆很近，能给竹荪销售提
供便利。

经过不停地试验，姚永久摸索出了一个适合高垭村本地气候条
件的竹荪高产配方，以及一套高效栽培工艺流程。“今年是我第一年
试种竹荪，我们专门邀请了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姚永久说，他们今
年5月第一批试种的林下竹荪有120亩。10多天前，竹荪开始陆续
成熟，品质非常好。“在种植期间，我们也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问
题，一天120元工资，最多时，一天需要20多名人工。”姚永久说。

据介绍，竹荪开始成熟以来，每天都能售出一百斤左右的鲜竹
荪，主要是重庆的菜贩开车前来采购。“接下来，即将迎来大规模出
菌，在 10月中旬前，都有鲜竹荪出售。”姚永久说。鲜竹荪 50元一
斤，市民想要购买可以通过电话下单预定。之后，还会推出干竹
荪，售价 500 元一斤。姚礼斌说，现在他除了忙基地的管理，还会
教一些村民种植竹荪，来年，争取与大家一起开辟一条致富新路。

茅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勇表示，林下竹荪的种植成
功对茅石镇来说有重要意义。前些年，茅石镇提倡退耕还林，种下
了2万亩竹林，如今看到竹林长势茂盛，他们正想办法寻找增收的
门路。现在引进竹荪种植之后，不但发展起了项目，还能够通过流
转土地让农民收取租金，并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林下竹荪的种植要求很高，当地有丰富的竹林资源、适宜竹
荪自然生长的气候、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今
年，林下竹荪种植获得成功，之后将在全镇8个村大面积发展竹荪
产业。”王勇透露，如果种植大户种植面积达到一定标准，政府会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 杨义霞

四川省泸州市
“订单高粱”激发农民种植热情

“今年，我种植的 10 亩有机订单高粱虽然在扬花授粉遭遇连
续雨季，但亩产量依旧有 230多公斤，亩收入可达 1800多元，比种
玉米划算多了。”9月3日，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开丰村文
化广场的临时高粱收购点，有机高粱种植大户方廷荣一边麻利地
将已经过秤的高粱装进编织袋，一边笑嘻嘻地算起了增收账。

自 8 月 29 日以来，泸州老窖红高粱公司来到通滩镇，对该镇
6 个村签约种植的有机原粮进行回收。过磅、记录、装车……看
着自己辛勤培育的优质高粱被公司收购后换来的一沓沓钞票，
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手握订单种高粱，村民根本不
用为销售犯愁！”通滩镇开丰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告诉笔者说，“种
植高粱有许多好处，种子、肥料由公司提供，劳力投入比其他作
物少，产品由泸州老窖红高粱公司订单收购，一是不愁卖，二是
价格有保证。”

据了解，通滩镇是泸州老窖最大的“订单高粱”种植基地，近几
年，该镇积极推行“企业+农场+农户”生产模式，通过与泸州老窖
公司合作，签订订单生产协议书，有了企业订单种植做后盾，村民
种植高粱的热情不断高涨，目前全镇6个村实现了连片种植。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村民种植“订单高粱”的有机品质，泸州老
窖红高粱公司除了免费提供种子、生物化肥和生物农药外，还专门
组建了技术指导队伍，技术员们采取分片指导模式，一方面指导村
民进行有机种植，一方面也监督村民在管理高粱上不能施用其他
农药、化肥，一旦检验超标，将取消订单收购协议。

据悉，今年通滩镇有机“订单高粱”种植面积达 2.2万多亩，平
均亩产量达 230多公斤，订单价最低为 7.4元/公斤，最高达 8.2元/
公斤。仅此高粱一项，就给通滩镇农民带来了2000万元的收入。

周超文 胡瑞婷 文/图

村民喜售村民喜售““订单高粱订单高粱”。”。

山西省代县
十里铺村稻蟹荷花相映红

近日，走进山西省代县上磨坊乡十里铺村的20亩稻田养蟹和
观赏荷塘引领试验示范产业基地，只见荷塘花开映日红，水稻颗粒
饱满，螃蟹披甲跑得欢，一派欣欣向荣、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省城联社驻十里铺村第一书记曹岩介绍说，今年他们把15万
元扶贫资金投入引领试验示范产业基地建设，承包农民河边土地
20亩，发展观赏荷花池塘4亩，种植有机绿色水稻16亩，饲养螃蟹
3000只，预计水稻亩收入可达2000元，亩产螃蟹收入可达6000元，
为引领广大村民发展规模种养起到了试验示范作用。

曹岩表示，他们将立足十里铺村的自然优势，进一步落实全
村 3 年发展规划，在今年引领试验示范成功的基础上，明年将带
动广大村民发展稻田养蟹 170 亩、修建荷塘养鲫鱼 30 亩，全力打
造以特色产业、荷塘观赏、小型喷泉、农家乐为一体的引领试验
示范基地，为决战脱贫、决胜小康、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石俊文 刘睿

记者跟随农场主来到牛场，体态肥硕的
西门塔尔牛正在悠闲地吃着新鲜的秸秆饲
料。这些秸秆饲料，正是利用刚刚收获的小
麦秸秆制作的，看起来饲料的味道不错，牛的
体型硕大肥壮。“牛场占地 30 亩，主要养殖了
西门塔尔牛和比利时蓝两个肉牛品种，饲养
量达到 1000余头，一年可出栏 300头，产出效
益近千万。”朱俊科介绍道。

禾丰生态无人农场不仅实现了全场智能
化，也同时追求着绿色生态循环的价值目
标。牛粪通过生物菌发酵技术处理，既减少
了污染和异味，又能实现粪便还田，以肥养

地。牛的尿液富含氮，经过生物菌技术处理
后可以生成球藻，共生养藕，再经过养鱼净化
过的水，既可以浇地，又可以当作牲畜的饮用
水，一个立体种养、闭合式生态循环农业的雏
形清晰可见。

记者在农场还看到了金叶接骨木、矢车
菊、蛇床草等植物，这些植物可以涵养害虫天

敌，给害虫天敌一个栖息地，从而减少害虫对
农作物的危害。同时农场里还采用杀虫灯、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绿色防控手段来减少农
药施用，采用水肥一体化喷施系统实现减肥
节水，采用生态沃土技术来保护土壤，尽可能
地保护农场生态平衡。

“我们最近正在建设‘鱼菜共生’项目，项

目建成后，生态循环农业的闭环将进一步扣
紧，生产环节每一步所使用的原材料都能够
高效循环利用。”朱俊科表示。这样，生态无
人农场将实现秸秆饲料制备、畜牧养殖、养殖
场固液废弃物处置、中水回用为一体的循环
农业模式。

兰玉彬认为，生态无人农场探索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无人农场”的可复制、可推广，让智能
化机器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逐步替代人
力，参与决议计划管理。随着人工智能农业机
器人升级换代和推广应用，它们将逐步替代农
民手工劳动，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难题。

智能家庭农场破解“无人种地”难题

无人农场上青贮玉米收割机正在收割青贮饲料玉米。资料图

□□ 本报记者 王壹

9月11日，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主办、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土地经营权入股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交流活动在四川省崇州
市举行。11日上午，记者走进四川农村社会化服
务总部崇州中心，探访社会化服务如何助力土地
经营权入股发展。

中心位于崇州市北部 10 万亩粮经旅综合示
范基地环线，总投资 7000 万元，占地面积 300 亩。
走进中心，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映入眼帘，通过这
块屏幕，我们可以了解到该中心的运转情况。大
厅里，布展着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

中心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坚持主体多元化、服
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管理公司化的发展思路，
以解决土地经营权入股后“生产服务、科技服务、
信息服务”等问题为目标，集聚和引进科技企业、
服务企业、科研院所等，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推进
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园区化、产业链条化、规模集
群化发展，搭建面向四川的农业社会化共享服务
平台，构建集信息、技术、生产、流通、金融、保险等
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公益性
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
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服务体系如何破解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生产、科

技、信息等难题？该中心开出三剂“药方”。
建设农业专业化服务中心，有效破解“生产服

务”问题。引进中化集团，建设优质粮油MAP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推动现代农业服务集团化、标准化、
精准化、智慧化发展，打造现代农业服务生态圈，为
土地经营权入股产业化经营提供选种、配肥、植保、
检测、农机、培训、智慧农业七大内容，粮食烘干仓
储、农业金融、农用柴油供应三大服务为一体的“7+
3”全产业链服务。

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有效破解“科技
服务”问题。引入中国农科院、中种集团、先正达、
安道麦等科研院校和企业，建成中化MAP示范农
场 80 亩，搭建服务全川的农业成果转化平台；定
位前端农业科技制高点，引进四川康弘集团等企
业，建成5000㎡的高端种苗繁育智能化工厂，应用
8K、5G智慧农业管理场景，每年为全川繁育脱毒
组培苗 500 万株，为土地经营权入股产业化经营
提供科技支撑。

建设数字乡村服务中心，有效破解“信息服
务”问题。引进中化 MAP 智农、北京农信互联、
成都曙光集团等，搭建“互联网+农业”“互联网+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空天地”一体化、互联互
通、开放共享的数字农业服务中心，应用智慧垃
圾分类、智慧水务等数字农村公共服务，为土地
经营权入股产业化经营提供信息服务。

土地经营权入股
促农业产业化发展

□□ 本报记者 石亚楠

喝着咖啡就能把地种了！或许你觉得这
是异想天开，但是在山东省淄博市禾丰种业
生态无人家庭农场，农场主朱俊科已经把这
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你看，这块地的玉米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出现倒伏。通过无人机实时监控，我
们就能及时分辨出哪个品种的玉米更抗倒
伏！”近日，记者来到朱俊科的家庭农场，但
见坐在农场指挥中心的朱俊科，在大屏幕前
就能把各块地的作物长势情况尽收眼底。

生态无人农场的智能化水平远不止这
些。在指挥中心，朱俊科通过发送不同的信
号指令，田间的农机就按照规划路线自动整
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在无人农场，机
器几乎已经将人力要素从土地耕作中彻底解
放出来。

“经营好农场要讲究一个‘度’，不能盲
目追求‘垒大户’。”朱俊科告诉记者，“家庭
农场是由我和哥嫂两家一起经营的，有多少
人力资源，有多大的管理能耐，有什么样的
机械装备，就揽多少活！”朱俊科现在经营的
农场面积约为 500 亩，他感觉略微有些施展
不开手脚，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朱俊科
决定把农场的面积扩大至 1000亩。

“‘谁来种地’的问题怎么解决？用科技
来解决！”这是朱俊科建立生态无人家庭农场
的初衷。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朱俊科的
农场周边所在地，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村庄
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现象，土地规模集约种植
的条件完全具备。

土地要集中连片，才能有效地降低经营
成本。朱俊科流转了临淄区朱台镇北高西
村、革新村两个村共 500 亩的土地，每亩地的
流转费用约为700元钱。“这几块地连片成方，
平整肥沃，适合农机耕作。若是坑坑洼洼、不

方整的土地，会加大种地的成本。”
家庭农场占地 500 亩，这个面积，朱俊科

考虑了多重因素。“一是要结合自有机械装备
的工作周期和维护成本，二是要考虑到自己
农场的管理水平。”朱俊科表示，如果野心太
大，贪广贪多，反而会因为管理水平跟不上导

致入不敷出，不如在力所能及的能力范围内
使得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的收益。

在农场，记者看到陆陆续续有消费者前
来体验玉米采摘。农场是对外开放的，消费
者可来现掰现买，既能采买到自己满意的农
产品，又能体会田园乐趣。“我们根据农场自

身的特色面向市场，我们在农场种植了约100
亩的山农禾丰 1 号，这个玉米又甜又糯，口感
很好，在本地很有市场。过来体验购买的消
费者很多。”朱俊科认为，对准市场需求也是
家庭农场持续健康经营的关键所在。

淄博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荆延东
认为，无人家庭农场实现了经营效率的最大
化和产品品质的最优化，从而实现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环境友好的综合目的。这种用脑
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的智能化管理模式，是
未来家庭农场发展的必然方向。

适度规模
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效益

全程智能
一人管理千亩农场成为可能

朱俊科的无人农场是与山东理工大学合
作开展的。农场整合了现代农艺和农机装
备、绿色植保技术、无人机等，依托天空地一
体化农情信息获取系统，达到绿色生态农业
的无人化、精准化操控，形成可复制、易推广
的循环生态农场新模式。

“农场实现了前期耕种阶段、中期管理阶
段和后期收获阶段的全程智能化。”山东理工
大学教授张彦斐告诉记者，比如在中期，水的
管理尤为重要，而无人浇水也是整个无人农
场建设的关键节点。农场的智能灌溉系统在
实际运作中，能及时给作物解“渴”。

据了解，在无人农场的田间设有多处探
头探测土壤中水的含量，根据大数据测算系
统，获取作物在未来一段时间需水量，再根据
田间的持水量，计算出需要补灌的用水量，根
据需要补灌用水量，完成作物的“补水”。

“智能化的农场，包括‘大脑中枢’、‘传感
系统’和‘操作系统’，能够完整地获取信息、

处理信息并应用信息。”张彦斐补充道。
云平台监控系统，是无人农场的“大

脑”。系统对农场进行整体调控，监控农场内
作物生长环境、土壤状态以及所有机具的作
业状态，并进行智能实时调控。

天地空智能农业传输系统，是无人农
场的“传感器”。通过采用北斗 GPS 系统+

姿态传感器提供的信息，通过无线通信网
络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分析
和决策……

结合GIS系统，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
对农机进行精准操控，真正实现农机的无人
应用，这让一个人管理上千亩田地成为可能。

山东理工大学兰玉彬院士表示，通过小
麦/玉米耕、种、管、收等环节全程的智能化，
提高了生产效率，劳动用工费用减少了 25%，
节约了灌溉用水 20%，减少农药投入 30%，显
著改善了农田面源污染，实现土壤的可持续
利用。

循环农业
实现原料高效利用、生态平衡

近年来，河北省阳原县依托地方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在全县推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三方合作、“村集体+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四级联动、“政府+金融机构+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五位一体的养驴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条，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养殖、
旅游、休闲一体化格局，力争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响“阳原驴”品牌，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区肉驴养殖产
业强县和京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养驴基地，带动县域内乡村增收脱贫。2018年，全县肉驴存栏量
已达2万余头，养驴产业投入资金3亿多元，其中吸收贫困户入户资金3347.96万元，覆盖全县70个
村、7986户、13892位贫困人口。

图为阳原县桑阳牧业有限公司饲养员在养殖驴舍添加草料。 本报记者 冯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