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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园区长镜头

融合一三产业 做足效益文章
——河北廊坊远村现代农业园区产业发展掠影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
农业产业园带动移民户奔小康

近日，“见证七十载· 草原新发展”线下走访活动来到内蒙古赤峰
市松山区大庙镇公主岭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园位于山区西部经山
线70公里处北侧，规划占地面积2.5万亩。自2007年启动建设以来，
产业园累计获得投资3.2亿元，建成日光温室4822栋，年产蔬菜7万吨
以上，年产值4亿元，年纯收益3亿元左右，是松山区结合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等战略重点打造的一处规模化、集约化的设施农业园区。

据了解，为积极扶持生态脆弱地区民众脱贫，园区已累计迁入
贫困户 669户 1416人，迁入的移民户在享有其他种植户同等权益
的条件下，还享有自治区移民扶贫搬迁建设房每户 1.5-3万元的
补贴。此外，移民住房还可与农业大棚一体建设，这样既解决了住
房问题，又可通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目前，园区入住贫困户已经
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臧梦雅

重庆涪陵区
茎瘤芥新品种开始播种

近年来，重庆市涪陵区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过程中，立
足榨菜产业，从茎瘤芥（榨菜）品种选育到榨菜生产全链条加强自
主创新。目前，培育出了“涪杂2号”“涪杂5号”“涪杂8号”等多个
茎瘤芥杂交新品种，分别具有早熟丰产、丰产耐病、晚熟丰产等特
质。图为近日，当地农民采用专用机械播种茎瘤芥新品种。

何晶晶 摄

陕西西安市
成立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联合会

10月 31日，陕西省西安市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联合会正式成
立，共吸纳会员单位 79家，全市各个涉农区县市级及以上农业园
区全部入会，抱团取暖推进西安市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

在联合会成立现场，陕西粮农集团、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
顺丰优选、陕西供销集团和西安市产业扶贫（农业）投资基金办等5
家单位与联合会签约。今后，联合会将起到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会
员单位解决实际问题，一是解决销售问题，例如与顺丰优选合作帮
助优质农产品进行产销对接；二是解决资金问题，帮助银行“助农
通”“助农贷”等政策找到合适的园区；三是展会参与由联合会牵头，
形成推销合力；四是成立专家团队，为农业企业提供现代企业管理
服务和项目实施、项目申报的指导。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
扶贫园区菊花飘香

近日，北方气温持续走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窑
子头村的扶贫园区内却暖意融融，菊花次第绽放，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农民忙碌采收、管护，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近年来，该村采取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运行模式，建起了占地2000亩的扶贫种
植园区，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反季种植多种精品果
蔬、花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农业观光游，农旅结合帮助贫困户增
收脱贫。图为游客在窑子头村扶贫园区菊花种植区赏花。

陈晓东 摄

安徽萧县
整合资源打造园区产业集群

近年来，安徽萧县坚持科技强县、创新发展理念，通过整合资
源、做大项目、培优产业、招引企业，打造特色鲜明的园区产业集
群，助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萧县根据《关于安徽萧县经济开发区优化整合提升的实施方
案》，以县经济开发区为主体，对辖区内张江萧县高科技园、轻化工
业园、循环经济工业园、姬村工业园、食品工业园等各类园区，逐步
推行组织管理、规划建设、对外招商、产业布局“四个统一”的发展
模式，促进集中、集聚、集约布局，最大限度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创
设优良营商环境，提升“一区五园”整体水平。

围绕做大做强项目，萧县今年共签约项目 48个，合同投资总
额 28.32亿元，其中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7个，投资额 5000万元以上
项目16个；精心培优特色产业。下大力气开发生态性、功能性、高
附加值水溶性合成革产品，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合成革行业产值
超100亿元，并逐年降低污染物排放和单位能耗，淘汰质次价低合
成革，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企业招引方式，招大引强。通过设立
10亿元政府性产业引导基金，以股权注资方式引导高科技企业落
户。目前，张江萧县高科技园区探索推行“基金+基地”“投资+服
务”全新新兴产业招商和培育模式，吸引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及国内北上广深等地区的科技企业26家，后备储备项目50多个。

王磊 李兰凯
□□ 贤维 莫遥

“公司的蔬菜种植和水果管护需要大量的人
工，贫困户来这里务工每天可获得 70-100元工
钱；公司与801户贫困户签订扶贫小额信贷委托
经营协议，去年支付贫困户户均 4000元收益。”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羽生谷生态果蔬产业
核心示范区内，蒙山县宇远公司负责人江彦萦向
笔者介绍起了产业带动脱贫的情况。

2018年，蒙山县立足产业基础，强化产业提
升，打造突出区域特色产业的农业示范区，发展
有黑土猪生态养殖、仿野生灵芝种植、高山油茶
种植、蜜蜂养殖、种桑养蚕等特色产业的各级示
范区（园、点）。目前，已建成自治区级示范区 2
个（四星级 1个，三星级 1个），县级示范区 4个，
乡级示范园4个，村级示范点27个。

2018年，蒙山县砂糖橘种植面积超过 14万
亩，其中挂果面积有 10.5万亩，总产值 12亿元，
砂糖橘成为蒙山县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通过科
学规划布局，建成了以砂糖橘为主导产业的各级
示范区总计 9个。园区内实行砂糖橘标准化种
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树冠盖膜

“三避技术”，使用频振式诱虫灯、害虫色诱板等
物理与生物防治技术，实施柑橘黄龙病综合治理
等措施，降低了农药残留，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
高，打响了蒙山砂糖橘品牌。

围绕“创建示范区就是打造旅游景区”的工
作思路，蒙山县发挥生态优势和长寿品牌，把
示范区创建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交叉链接融
合发展。如羽生谷生态果蔬产业核心示范区以

“农业+”模式深入挖掘山水田园风光，民俗乡
土文化和羽生武侠文化，把“观、采、尝、学、耕、

归、戏、养、憩”等旅游元素融合到示范区基础
建设中；如桃梨橙柿休闲农业示范区、云水瑶
情休闲农业示范园、秀水以劳休闲农业示范园
把优质农产品生产与旅游、文化、教育、电商等
有机结合。示范区通过打造景田相依，农旅相
生，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蒙山县围绕农业现
代化，建立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质量安全等
技术应用和创新体系，完善产学研协作机制，
示范带动能力显著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成效显
著，科技推广、培训机制完善。示范园区推广
良种繁育、大棚育苗、肥水一体化、测土配方施
肥、绿色防控等标准化先进技术，建立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产品溯源系统及电子商
务平台。示范园区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
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建立良好的“公司+基

地+农户”“公司+家庭农场”等运行机制，辐射
带动特色产业组织化发展。在示范园区建成仓
储面积 7950 平方米，冷链物流面积 1012 平方
米，把发展特色产业与加工、物流等紧密结合
起来，延长了产业链。

蒙山县农业示范区的创建，有效带动农业
产业提质升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
当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蒙山县
将示范区创建与扶贫攻坚紧密结合，因地制
宜、因人制宜，建立示范区与贫困户紧密利益
联结机制、产业发展协同机制，通过订单农业、
吸纳就业、入股分红，让贫困户生产有门路，销
售有出路，入股有股金，务工领薪金，租地拿租
金。目前示范区（园、点）总共带动 1318户贫困
户发展产业，实现就业，贫困户每户年增收
4000-6000元。

□□ 王晓根

眼下，山东威海南海新区景翔果蔬专业合作
社按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 540亩果园里，苹果树
行列整齐，犹如一面面果树墙，“墙”上硕果累累，
煞是喜人。

作为南海新区城乡均衡发展样板片区建设
中重点建设的一处高端精致果业区，这里的景象
与常见的传统苹果园很不一样。据合作社负责
人于新永介绍，这里一亩地能栽植300棵，是稀植
栽培的四五倍。果树的栽培有严格的尺寸标准，
即株距1.2米，行距4米，这样的栽培尺寸，让果树
得到了无死角的光照。

种植讲模式，管理靠科技。于新永点开手机
上的物联网APP，一边操作演示一边介绍说，靠埋
在果园的10个传感器，手机能实时监控土壤的湿
度、温度、pH酸碱度等 10多项指标，10分钟数据
便更新一次，配合着智能化的水肥一体化管理，
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对土壤水肥调节的掌上

控制。
南海新区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上，重点打造浪

暖现代农业区和高端精致果业区，引进建设了景翔
果蔬、万鑫畜牧、万和七彩等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实
施种养结合、产业融合发展，初见成效。万和七彩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智能育苗温室100
亩，草莓温室大棚44个，采用先进的基质育苗方法，
培育穴盘苗，已培育出18个品种的200多万株苗，采
用测土配方土壤改良技术、水肥一体等现代化手段
精细管理，年产草莓50万斤，产值达到6000万元以
上。景翔合作社通过密集栽培、水肥一体、掌上管
控，果树栽下两年左右就能见果，4年后进入盛果期，
亩产有望达到1.2万斤。

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正在为南海新区农民
增收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在景翔果蔬，通过
务工和土地流转，每年可为村民增收300多万元；
万和七彩每年仅土地流转即可带动相关村集体
和村民增收 200万元以上，常年用工 200人，人均
收入超过4万元。

□□ 本报记者 李锐

位于河北省永清县的廊坊远村现代
农业园区成立于 2014 年，是河北省级现代
农业园区。园区实行“政府扶持，科技兴
农，企业经营，辐射带动”的运行机制，以
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打造出
无抗生猪养殖、花卉种植加工、乡村休闲
旅游三大板块，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做足
效益文章。

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少志说，园区以刘
街乡胜利村为核心区，规划面积 23.3 平方公
里，覆盖 13个村街，总投资 30亿元，目前吸引
了6家包括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入驻园区。

无抗生猪养殖
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园区内的生猪养殖基地始于 1997年，是
永清当地的传统产业。永清县胜利养殖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洋介绍，为保障生猪产业健康
稳步发展，公司长期聘请河北农大、天津农科
院等专家教授定期来基地指导工作，并且联
合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研究员印遇龙及团队
组成院士工作站，联手在无抗安全猪肉标准、
无抗低排粪污加工生产安全绿色有机肥等方
面开展研究工作。目前，养殖基地从传统生
猪养殖提升为无抗生猪绿色养殖，平均年出
栏商品猪 15万头，养殖基地也被评为国家级
养殖示范场。

“公司生产的无抗生猪采用订单模式，是
‘北京市生猪活体储备基地’‘中央储备肉活
畜储备基地’。公司生产的高品质无抗生猪，
销售针对大客户，其中90%的商品猪供应给北
京二商集团。”孙洋说。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粪污处理是必须解
决的问题。养殖基地污水处理厂厂长张合
说：“基地建立了粪污处理系统，处理能力达
每天 800吨，经过干湿分离，干的部分用于制
作有机肥原料，湿的部分通过处理用于浇灌
牧草，循环利用。”

园区建立了有机肥生产中心、蔬菜种植
加工中心和牧草种植基地，让生猪养殖的粪
污循环再利用起来。“生猪养殖、牧草种植、蔬
菜种植和有机肥生产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绿色、生态、循环的无抗生猪养殖产业
集群。”孙洋说。

花卉种植加工
向高附加值要效益

“河北香菊”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中心选育出的一个芳香型药食两用菊
花新品种。2012年，廊坊远村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买断专利权，引进河北香菊种植，并加工
制作菊花茶。

公司技术总监刘秀岭介绍，引种香菊种植
是作为胜利村的产业支撑，解决村民就业问
题。公司对村民进行专业培训，培训香菊怎么
种、水肥多少、如何采摘菊花、怎么烘干等技
能，香菊采摘期最多能提供300个就业岗位。

“目前，香菊产业已经成为园区主导产业
之一，年产优质菊花 1000万朵用于加工菊花
茶供应京津冀地区，年产值 1.5亿元。在种植
基础上，公司将开发以菊花为主的中成药、饮
料、提炼菊花香精的深加工项目。”刘秀岭说。

在园区的种植区，最初的日光温室用于
蔬菜种植。“近些年来，花卉产业发展前景好，
效益高。从 2014年开始，公司减少日光温室
蔬菜种植，拿出74个日光温室用于鲜花种植，
主要种植小型盆栽花卉。”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孙少志介绍，园区内的鲜花产业由廊坊远村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占地 300亩，棚
内种植的有四季海棠、仙客来、长寿花、非洲
菊、一品红、凤梨等盆栽花卉品种，一年四季
可销售。

27岁的湖北人赵世泰是花卉种植板块的
技术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眼前的花卉种植温
室占地 2.5 亩，种植了 1.7 万盆海棠。这几天
正是销售期，每天接到2000盆左右的订单，一
盆海棠批发价 10元，一年可以种植 4批，一个
花卉种植温室产值至少50万元。

乡村休闲旅游
创新项目多方受益

“永清地处北京、天津、雄安新区三角区的
核心地带，卓越的地理条件是最大的优势。园
区的紫花苜蓿和籽粒苋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
主要外销加工成畜禽饲草。公司在饲草种植
基础上，开发草原赛马项目，成为京津冀三地
都市人来永清休闲旅游一个亮点。”廊坊月亮
海草原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姚井学说。

2016 年，廊坊月亮海草原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了月亮海旅游项目。姚井学介

绍，月亮海草原区位于有“中国魅力十佳乡
村”之美誉的刘街乡胜利村，内建有欢乐水世
界、月亮海宾馆、月亮海生态餐厅、标准跑马
场、七色光鲜花景区。温泉欢乐水世界室内
面积 1.5万平方米，集人工造浪、标准泳池、儿
童水寨、惊险滑道、漂流河、温泉水疗、中药养
生于一体的温泉欢乐水世界；月亮海宾馆依
托月亮海水上乐园进行建设，为游客打造视
觉良好、环境私密的场所；月亮海生态餐厅聘
请湘、粤、胶东以及家常菜专业厨师，让游客
享受到特色美食；标准跑马场拥有室内、室外
赛马，障碍场、练习场、调教场和放牧场等，每
月定期举行两场赛马；七色光鲜花景区整体
设计为700亩的大型花朵，油菜花、薰衣草、玫
瑰花、牡丹花、观赏菊花、月季花和昆仑雪菊7
种鲜花组成 7 个花瓣，使景区内每年有 10 个
月的鲜花盛开。

“胜利村集体将土地流转给园区，每年土

地租金就能有三四十万元，可以用于改善村
容村貌和村民分享福利；全村 2200多亩土地
全部流转给园区，村民除了每年1000元/亩的
土地租金，有一半的富余劳动力就近在园区
打工转型为产业工人，每年至少有三四万元
的工资性收入。”胜利村党支部书记孙磊说。

“廊坊远村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为永清
带来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园区核心
区的胜利村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万元，比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
39%；园区的建设保障了当地部分人员就业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政治稳定；园区
采取比较成熟的技术措施，通过规模化经营，
集约化管理，从而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而
且，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废气和噪音污染，
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加工直接灌溉农田，改
善了园区内的自然生态环境。”永清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张丙臣说。

廊坊远村现代农业园区内室外赛马比赛。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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