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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快讯

新时代农垦

脱贫攻坚进行时

产业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广西农垦全面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各地扎实推进贫困农场脱贫认定工作

近日，记者获悉，各地正按照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积极开展贫困
农场脱贫认定工作，目前已有部分重点贫困农场认定脱贫，今年年
底前还将有一大批农场摘帽脱贫。

农垦贫困农场扶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
五”期间，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确定了 304家重点贫困农场，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给予了支持。经过多年的支持，
贫困农场经济状况已明显改善，职工收入稳步提高。

为完善贫困农场的退出机制，规范贫困农场脱贫认定工作，今
年5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全国农垦贫困农场脱贫认定工
作指南》。随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结合各地实际开展脱贫认定
标准和程序起草制定工作，到目前，各地陆续出台了本省（市、区）
脱贫认定方案（认定程序、认定标准）并组织开展认定工作。各地
按照农场自评、地市审核、省级认定、公示备案的程序进行脱贫认
定工作。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强调，目前贫困农场达到相关脱贫标
准的应及时认定，该摘帽的一定要坚决摘帽。同时，对已摘帽的农
场，将严格遵照中央要求，坚持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
不摘监管。 王进 本报记者 王紫

1058.9公斤！
江苏农垦创江苏水稻单产新纪录

日前，中国工程院、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扬州大学农学院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高
产水稻实收验收组，对苏垦农发黄海分公司“绿色超高产栽培技术
攻关项目”产量进行现场验收。专家组通过查看水稻颗粒、测量水
稻水分含量及已收割地块面积，最后进行称重，最终测得水稻亩产
为1058.9公斤，创江苏省水稻单产新纪录。

专家组成员表示，这令人激动的产量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
是农场的土壤保护好，土壤肥沃；二是农垦有管理体制方面的优
势，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新技术推广快、应用成效好；三
是今年的气候特点，为淮北地区水稻高产创造了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表示，人多地少是我国
的基本国情，因此，开展超级水稻的超高产的栽培研究与示范，对
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今年，苏垦农发黄海
分公司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新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之中，尤其是
将超级稻钵苗机插以及超高产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等的研究与应
用，创下了高产新纪录，充分说明了农垦是当之无愧的农业“国家
队”和“排头兵”。 庞建兵

海南农垦
拉长热带水果产业链

“今年光卖菠萝蜜就赚了几万元，日子好过多了。”海南农垦南
金农场公司职工宋世伍高兴地说。

近年来，南金农场公司发挥党建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带动职
工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大力发展菠萝蜜、蜜柚、沃柑种植，让四季果
味飘香脱贫路，为职工带来“甜蜜”生活。

据统计，目前南金农场公司已种植菠萝蜜 6300多亩，年产量
可达约960万斤，共有211个岗位、187名承包人参与其中。同时，
该公司还种植了蜜柚 2300亩、莲雾 630亩、火龙果 170亩、红心芭
乐 270亩……热带水果种植规模效益已初步显现，并带动地方和
农场百余户贫困户脱贫。

但在特色种植产业“初尝甜头”的背后，南金农场公司还有更
深层次的谋划——探索热带水果深加工产业，为特色种植产业发
展添“蜜”意。

“日子越来越好了，大家有目共睹。”在宋世伍看来，现在南金
农场的村民们正一笔一画绘就“富美”生活图景。 邓钰

“屯垦文化创新传播”项目工作启动

近日，受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委托，中国农垦经济研究
会启动了《屯垦文化创新传播》课题研究。计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挖掘屯垦文化的理念、知识、制度，对我国悠久的屯垦文化进
行创新研究并推广。

屯垦文化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垦区特色
农耕文化的总和，是展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农垦精神等特色农
垦文化的重要缩影。屯垦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中华农耕文
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生产力的引领
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在新时代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与扶贫、文化自信民族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下，开展屯垦文化研究，有利于挖掘、保护、利用和传承中华悠久农
耕文化，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

课题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对屯垦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进行梳理，汇编屯垦遗址遗迹保存运营状况名录和屯垦文化研究
推广社会组织名录，汇编屯垦文化学术研究情况综述评价资料，组
织屯垦文化创新传播与展示活动等。

为做好屯垦文化创新传播项目，农垦经济研究会精心制定
《“屯垦文化创新传播”项目实施方案》，召开研究人员部署会，进一
步明确项目实施的总体设想、基本思路、工作任务、责任分工和进
度安排等内容。目前，各分块内容负责人正按照实施方案的时间
进度安排，紧锣密鼓联络相关垦区，多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的收集
相关材料。下一步，研究人员将根据收集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
分析，并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 符莉 本报记者 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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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弯枝头的柑橙泛着亮光，粗壮的甘蔗
蜜意拔节，红的绿的紫的葡萄晶莹剔透，现代
化的养殖场里猪肥牛壮……九月的桂垦大
地，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的丰收画卷五彩斑斓
地铺陈开来。

近年来，广西农垦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
优势和技术优势，高昂“农”头，突出“特”色，
以创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为依托，积
极推进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奏响了一曲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和谐新曲。

抓特色，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作为农业生产的“国家队”，广西农垦一
直是广西蔗糖、木薯变性淀粉、畜牧养殖、剑
麻、茶叶、亚热带果蔬等农业产业的“排头
兵”，但产业规模不大、品牌效应不强、核心
竞争力不强的瓶颈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农垦
的发展。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作出“扎
实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的指示精神，以
及自治区党委要把广西农垦建设成为“广西
特色农业发展龙头企业、乡村振兴龙头企
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龙头企业”定位总要
求，近两年来，农垦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以
创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为依托，通过
优布局、调结构、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形成一
批以土地规模连片、技术装备先进、种养循
环发展为特色的甘蔗、生猪、剑麻、茶叶、果
蔬产业示范区，构建“一场一业一品”产业布
局，打造系列“当家产品”，促进龙头企业集
聚发展。

当前，这一产业布局初露“尖尖角”：打造
的金光、昌菱等4个糖料蔗高标准种植的示范
样板，为促进广西农垦138万亩糖料蔗基地的
稳产高产、提质增效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打
造的良圻、新兴等6个“猪-沼-蔗-牛”生态循
环种养示范区，促进了农垦甘蔗、畜牧两大支
柱产业的融合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完善了 11
个果蔬产业、2个茶叶产业、2个剑麻产业、4个
休闲农业示范区标准化种植基地和加工及物
流仓储基地建设。创建的33个现代农业示范
区,2018年利润总额较2014年创建前增加了2
亿元，培育了 10个自治区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其中广糖集团、明阳生化集团、永新畜牧
集团为国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如今，“永新源”猪肉、“大明山”系列茶
叶、“沃之向阳红”沃柑、“富江”脐橙、“十万大
山”芒果、“荷花”白糖、“新兴”赤砂糖、“绿仙”
螺旋藻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已经成为广西农
垦亮出的一张张现代农业新名片。

提品质，打响质量可追溯品牌

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养殖
业受到不小的冲击，菜市场里的猪肉铺也
冷清不少。然而，早上八点刚过，广西农垦
溯源食品旗舰店门前就排起了队，大家抢

着要买的是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的“永新源”
猪肉。

“这里的猪肉带有‘身份证’，扫一扫追溯
码就能查到猪肉的产地、品种、出栏、免疫情
况，甚至还能查到养殖阶段负责人、屠宰时间
及地点、检疫合格证号等，放一百个心！”

“虽然这里的猪肉比菜市场里的贵几块
钱，但质量有保证，吃得放心，来晚了就只剩
边角料了。”笔者随机采访了几名排队购买猪
肉的顾客，他们如是说。自从建立农产品质
量可追溯体系后，永新畜牧集团便步入企业
高质量发展轨道，仅 2018年就实现销售收入
10.4亿元，利润1.1亿元。“永新源”猪肉先后荣
获中国品牌猪、广西名牌产品、广西优质农产
品、广西出口名牌等众多荣誉称号，成为消费
者心目中的放心肉品牌。

8月28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认定发布会上，首批245家生产基地认定
名单发布，广西认定 6家生产基地，其中 5家
是永新畜牧集团良圻原种猪场生猪生产基
地。“永新源”杠杠的品质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这只是广西农垦打响农产品可追溯品牌
发展的一个缩影。

“品牌叫得响、质量过得硬、市场反响好”
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广西农垦以品牌
建设为抓手，以追溯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全面
提升农产品品牌含金量，放大市场辐射效益。

当前，广西农垦共有 31家企业建立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追溯产品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养殖规模达 45 万头生猪、220 头奶牛、
1000头肉牛，追溯产品产量 60万吨。通过质
量追溯系统建设，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定 21
个，绿色食品认定 23个，有机食品认定 5个，
广西名牌产品认定 20 个，5 家企业通过了国
家农业标准化良好行为 4A级、3A级认证，成

为行业内标准化管理的示范样板，示范带动
了乐家家（水果）、顾式（茶叶）、百农（大米）、
宏华（鸡蛋）等 9家企业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
系统。

重引领，树立农业新标杆

走进明阳向阳红现代农业示范园，一个
个绿油油的沃柑挂满枝头，一条条纵横交错
的滴灌喷灌管道源源不断地为每株果树输水
源、水肥，一个个变频式杀虫灯像卫士般守护
着果园，一台台高程视频实现360度无死角监
控，两座偌大的沃柑网棚将各种病虫害挡在
门外。此外，机器人除草，生态养鹅除草，粘
虫板杀虫……处处呈现出现代农业生产的科
技化、智能化与生态化。

向阳红示范区呈现的智能生态科技并不
是个案，而是广西农垦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趋势所向。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怎样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广西农垦交
出的答卷是——拥抱新技术施展新装备，带
动农业科技飞跃提升，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

在广西农垦永新源生猪健康养殖（核心）
示范区良圻原种猪场，膘肥体壮的猪只站在
漏缝地板上嬉戏打闹，猪舍内的饲料供给、通
风、温控、机械刮粪等全都实现了自动化和智
能化，连进入猪舍的空气全都经过层层科学
过滤。这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三级生物安全
现代化大型种猪场，引领着中国现代化养猪
方向。

在金色阳光、黔江丰收甜园等种植业示
范区，引进了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探索研
究机耕、植保等无人作业技术，利用气象观测
站的检测数据，实现了精准有效的灌溉、施

肥。示范区耕种、植保、收获机械化面积分别
较创建前增加了 5.9万亩、7万亩和 1.5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新增 9.88 万亩，年新增果蔬加
工能力13.5万吨。

在永新源、新兴、金光松树岭等生猪养殖
示范区，集成应用世界先进养猪生产工艺和
智能传感网、RFID 识别、ZigBee 无线通信等
核心技术，构建畜牧群养系统及猪舍环境物
联网信息数据系统，实现饲喂、种猪测定、温
度、湿度、除臭和粪便清理等全自动控制，同
时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指导生产，年节约饲
料3000多吨，实现增效1000多万元。

通过引进和更新现代农业装备设施，广
西农垦在蔗糖、生猪、剑麻、果蔬等产业树立
了广西新标杆，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
用，成为乡村振兴的“先锋队”，农垦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近 5年来累计直接带动农户增
收突破 5 亿元，为打造广西现代农业新航母
奠定了基础。仅永新畜牧集团，就带动 1.3
万余农户发展生猪养殖，其中生猪标准化养
殖大户就有 229户，年出栏生猪近 40万头，带
动农户增收近 6000 万元。东湖农场公司指
导周边乡镇 1500户农民种植胡萝卜，面积达
3 万多亩，实现增收 6400 万多元。向阳红示
范区辐射带动区内外沃柑种植面积达 5万多
亩，提供就业岗位 300多个，带动贫困村 53户
村民实现脱贫致富。在立新农场公司的辐
射和带动下，富川县脐橙种植面积从过去的
5 万亩发展到如今的 35 万亩，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产值达 10 亿元，成为了广西最大的
脐橙种植基地。

勇担当，打赢三产融合新战场

9月1日是良圻农场公司现代特色农业葡
萄园最后一批“美人指”的采摘时间。恰逢周
末，众多游客自驾到此，采摘观光，感受农家
乐趣。该葡萄园配套了观景台、绿化带等休
闲设施，每年吸引万余名游客前来采摘观光，
全面提升了水果的品牌影响力，促进了水果
产品的销售，2018 年该公司水果销售额达
1860万元。这是良圻农场公司芳香小镇荣获
首批广西特色小镇、积极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的写照。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垦区各示范
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拓展农事体
验、产品展示、科普教育等功能，推动现代农
业示范区由社会效益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
由单一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

目前，金光、明阳、良圻农场公司分别列
入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自治区首
批田园综合体试点、自治区首批特色小镇。
东方越州天湖景区、大明山万古景区等5个示
范区分别通过了国家 4A级、3A级旅游景区、
广西最美休闲农业庄园、广西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等评定，为
构建环南宁都市农业圈、南北重点发展轴、生
态美丽新家园网，走产城融合、产业融合之路
奠定了基础，也彰显了农垦作为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龙头企业的担当。

广西良圻原种猪场五期保育育肥猪场外景。

□□ 本报记者 王紫

从1949年5月的3头奶牛进京，到北京市牛
奶总站，再到上市公司——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从简陋的牛棚和手工挤奶，到自主集成创新
养殖技术和标准；从大锅蒸奶、凭票供应，到自动
化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生产品种繁多的产品，项目
布局海外；从缓解市民吃奶难，到不断开发新产
品、让消费者吃得好、吃出健康……在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70年来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发展历
程中，坚守“新鲜高品质”、奉献安全食品，是三元
食品始终不变的初心。

日前，记者走进三元食品北京瀛海工业园。

坚守社会责任，奉献安全食品

“好牛才能出好奶。一方面靠育种，另一方
面靠饲养。”三元食品总经理张学庆向记者介绍，
三元坚持走自控牧场的道路，通过饲料源头质
检、疫病严格防控、精准饲喂管理的现代化管理
模式，确保奶牛健康。

三元食品依托首农食品集团全产业链优势，
形成种、养、加一体的模式，并专门构建了全球范
围内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充分利用产业链
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结合快检方
法，严控食品安全。“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项目
基础上，我们积极探索新方法，开展了近5000项
风险监测的评估与预防。”张学庆说。

瀛海工业园总投资额 8 亿元，是集生产加
工、科技研发、物流配送为一体的食品工业园，采
用了最先进的设备设施、生产工艺和生产线，实
现了生产设备全面升级换代。

记者参观公共预处理车间时注意到，这里的
收奶区共有6条收奶通道，总收奶能力达每小时
160吨，所有的奶车均来自集约化，规模化饲养
的大型牛基地。

三元食品在生产设备升级换代的同时，始终
坚持生产过程把握关键控制点，坚持生产现场监
督和检查，坚持工艺员跟踪生产以及一线操作员
严格按照规程及各项制度操作，坚持产品留样
制，坚持生产产品品尝制，通过多维度、多方面、
多层次的保障，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控，为消费
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的产品。

张学庆介绍说，三元食品一直坚持奶源-
半成品-成品“品尝三道关”的生产产品品尝
制，即对每批次产品的每个环节取样，由专业
人员品尝试饮，进行感官检测和安全验证，充
分体现“只有自己先喝，才能放心给消费者喝”
的品控理念。

70年来，三元食品始终坚守品质为先，深得
消费者放心和喜爱，并历次为国家和北京市重大
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承担着乳品供应保障任务，

“三元”牛奶已成为北京的“城市名片”。目前，三
元食品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16家，在全球拥
有17个生产加工基地，销售网络覆盖全国，海外
布局加拿大、新西兰、法国。

坚持科研创新，提升品牌价值

据三元食品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显示，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1.73 亿元，同比增长
9.97%；净利润 1.84亿元，同比增长 47.32%，实现
营收净利双增长。亮眼的财报数据也验证了三
元食品上半年在产品创新、品牌建设、渠道销售
等方面的成效。据世界品牌大会发布的《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显示，“三元”品牌价值突破
251亿元，同比增长25.9%。

三元食品北京瀛海工业园的一层展厅，各种
固态、液态奶新产品琳琅满目。在常务副总经
理、“北京学者”陈历俊“科技范儿”的讲解中，透
露出“三元”品牌活力焕发的奥秘——科技创新
是三元食品发展的核心动力。

三元食品依托其母公司首农食品集团全产
业链优势，加快创新发展。首农食品集团建立了
全国最大的奶牛基因库，成立了国家级奶牛胚胎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主创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
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建立了全国首个奶牛育种自
主创新联盟；在奶牛养殖方面，自主创建了国内
首个EDTM现代奶牛饲养管理体系，利用基因
筛选技术组建了国内首家A2奶牛专属牧场。

2014年，三元食品筹建“国家母婴乳品健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多点、多中心的队列研
究，首次对我国母乳中的500多种功能成分做出
定量，获得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中国人母乳

成分数据库”。研究中心于2018年7月通过科技
部验收，并获得“A级”好评。为进一步对中国母
乳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研究，三元食品成立了母
乳研究技术创新中心，其技术成果将引领和支撑
母乳营养与应用研究领域的科技发展。

此外，三元食品还很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
历时 3 年横跨 6 省，收集了 2000 多万个数

据，并模拟母乳进行大量的试验，于2017年升级
的爱力优系列婴幼儿配方乳粉并通过了临床验
证；三元食品A2β -酪蛋白纯牛奶，通过对照研
究饮用A2牛奶对不同人群胃肠道健康的影响，
并评价改善效果，让建立在科学数据之上的A2
牛奶更加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166 酸奶”是陈历俊的得意作品之一。这
款蓝色瓶装酸奶是三元食品去年推出的高科技
优效酸奶产品，由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携西班牙、意大利专业机构创新研发，并
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完成临床
干预研究。166 酸奶独创“1+6+6 精研复合配
方”，内置 1株核心有效菌种、优选 6种欧洲专业
益生菌、富含 6种优质膳食纤维，对调节肠道菌
群、恢复肠道健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很受消费
者的欢迎。

科技创新让三元食品坚守“新鲜高品质”的
初心增添了更充沛的底气，在“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母婴乳品健
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称号的加持下，三元食
品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品牌价值持续提升。

三元食品

坚守品质不改初心 研发创新底气更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左二左二））带领专家组开展测产工作带领专家组开展测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