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利津
田园综合体变涝洼滩为金河滩

“这个农业展示馆投资1000余万元，里面的果蔬全部采用‘无土
栽培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各产业板块创新采用螺旋式栽培、墙体栽
培、异形管栽培等多种种植新模式，实现了10多种奇特蔬果的现代化
培育。”日前，走进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七龙河农田园综合体，
望着各种果蔬，七龙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立宝喜形于色。

据悉，该综合体总投资8.7亿元，流转土地1万余亩，规划了农
业景观区、休闲聚集区、农业生产区、综合服务区四个功能分区。
目前，园区已完成投资 2.5亿元，建成 1万平方米智能联动温室一
座，冬暖式日光温室10座，果蔬采摘拱棚30个，食用菌生产大棚21
栋，富硒水稻4000亩。

盐窝镇拥有沿黄滩区土地近2.3万亩，该镇紧紧抓住沿黄乡村
振兴发展带建设重要机遇，按照“绿色长城、产业廊道、休闲水岸”
的定位，以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修复为重点，
结合荒碱地综合治理，大力发展以特色果蔬、食用菌为重点的生态
循环农业。目前，该镇黄河滩区已发展特色林果 1000 余亩，莲藕
2000 余亩、瓜果 500 余亩、水稻 4000 余亩，产值达 7000 余万元，昔
日十年九不收的涝洼滩，如今摇身变成了流金淌银的金河滩。

“我镇将以沿黄乡村振兴发展带为契机，发展田园综合体，探
索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推进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
一体”，加快乡村产业振兴步伐。”该镇党委书记张向阳说。

杨秀成 刘西光

千里沃野新嬗变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探访

江苏灌南
花卉特色产业富民增收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现代农业示范区聚力聚焦花
卉特色产业，多举措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壮大，引导和带动农民快
速增收致富。目前，园区有果树及花卉苗木企业7家，年培育各类
彩叶苗木240万株及中高档盆花100万盆。图为该县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花农在对花烛进行浇水管护。 王华 王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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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在土地上无数次的创新实践。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这

里多年来试点建设的成果已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领跑作用。如今，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中，这块沃野

又开启了全新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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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举办第二届榨菜产业博览会

□□ 本报记者 常力强

近日，重庆市涪陵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举办第二届中国重
庆·涪陵榨菜产业博览会，以榨菜产业发展为契机，深度融合涪陵
的历史、人文、生态、城建、交通、旅游、商贸等各种元素，举行集产
销联动、文商旅融合等一系列活动，搭建涪陵及长、乌江流域农特
产品和旅游产品的产销对接平台。

榨菜是涪陵的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中，涪陵区以“涪陵榨菜”“涪陵青菜头”品牌为统领，建立以榨
菜、中药材产业为主导，柑橘、畜牧、蚕桑等为后续骨干产业的“2+
X”特色效益农业产业体系，实施鲜销、加工“两轮驱动”，做大做强
榨菜产业。今年，涪陵青菜头种植遍及全区23个乡镇街道，面积、
产量分别达72.5万亩、160万吨，外运鲜销青菜头54.4万吨，产销成
品榨菜50万吨，榨菜产业总产值达114.6亿元。

本次博览会举办了农特产品现场展销、线上交易以及非遗产
品展销等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涪陵青菜头鲜销、成品榨菜销售商
代表、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成员单位参展，并组织客商走进榨菜生产
基地和种植基地，参观榨菜现代化生产线，感受中国榨菜之乡的魅
力。期间举行了榨菜交易签约仪式，签订涪陵青菜头鲜销协议 5
万吨，成品榨菜销售协议6万吨，鲜销和成品协议销售金额分别达
1.2亿元、9亿元。

另据介绍，未来几年，涪陵将以产业园建设为平台，按照完善
供给链、提升价值链、延伸产业链的要求，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完成现代榨菜产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这条主线，着力推
进榨菜产品、机制、科技创新。

□□ 侯祥辉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文/图

一台台挖掘机轰鸣不息，开工的项目正
在加快建设进度；一望无际的沃野良田,配套
的沟、路、渠、井等设施一应俱全；一座座现代
化的农产品加工厂矗立在广袤的平原上……
初冬时节，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皖北大地，沃野千里，粮仓丰盈。“在这里
劳作可以让咱老百姓‘有理想地赚钱’，让农
业有品质地增长。”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负
责人李勇高兴地告诉记者。的确，这里是连
续6年写入省委一号文件、2018年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诞生地，这里是

“人地挂”试点成功地，这里是破解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的“劝耕贷”金融产品发
源地，并均已在全国推广。这里的乡村美丽、
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

从2010年到2019年，宿州农业发展加速
劲跑。农业改革像是加速器，把传统农业大
市提档升级成了农业现代化先行区，现代农
业“两区”的核心区打造成了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由核心区到产业园的嬗变，无不体现
着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改革者的先知先觉和
先行先试的果敢与勇气。

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创建以
来，紧紧围绕粮食和畜禽两大主导产业，围绕
建设种养大基地的目标，坚持种养大循环、技
术大集成、产业大融合、生态大友好，持续加
力推进。2018 年，产业园总产值达到 55.1 亿
元，较上年增长27%，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3.24∶1。产业园
带动园内农户比例 100%，辐射带动周边 9 个
乡镇6万多户。2018年，产业园内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6101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2.1%。

立足试验示范 迈向未来农业

驱车经过宿州大道与二徐路交叉口，巍
峨的门楼跃入眼帘，灰瓦青墙，质朴大气，标
识着现代农业产业园“地界”。穿拱门而入，
跨越新汴河闸，不远处，第一幢建筑便是现代
农业展览馆。馆内环绕展示着埇桥不同历史
时期的农业生产面貌，从小山口文明时期的
原始农业到男耕女织的自然农业，从原始的
采集狩猎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展览馆主要通过声光电设备展示农业
发展历史、现代农业发展成就及未来农业发

展方向，以期打造成集科普、培训、展示、观光
于一体的国家级现代农业展览馆。”产业园管
委会主任欧三青向记者介绍说，目前，该项目
主体工程已竣工并对外开放。

毗邻展览馆的是安徽农业大学皖北试验
站，再往西是安徽丰大种业试验基地，这两个
项目主要承担着农业科研功能。道路南侧，
协 鑫 农 光 互 补 项 目 规 模 空 前 ，建 设 规 模
40MW，占地1480亩。目前，该项目已建设完
成，年发电量4800万度，年生产各类绿色瓜果
蔬菜1800吨，同时能够带动观光体验、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

据埇桥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副主
任张梅介绍，产业园建设规划总面积 11.8 万
亩，具体位置是新汴河以北，唐河流经顺河、
灰古部分以南，唐河流经蒿沟以西，唐引河
以东区域，涉及灰古镇、顺河乡、蒿沟乡、汴
河街道办事处11个行政村，覆盖总户数和人
口总数分别为10617户，44420人。2010年埇
桥区被批准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次年
又成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在现代农
业“两区”建设过程中，灰古镇被确定为核心
区。2017 年，在现代农业核心区的基础上，
成功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标志
着埇桥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上升为国家
重点项目。

目前，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已经遍地开花，
总投资约25亿元，其中投资规模亿元以上项
目8个，上市企业4家。农展馆、皖北试验站、
观光大道、温氏养殖、丰沃生态园、农产品质

量追溯平台等重点项目已建成投入使用，温
氏总部及饲料厂、丰沃生态园二期、智慧农业
二期等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两大主导产业 一个发展方向

园区内分为农业科技研发区、现代物流
与信息化服务区和农业双创试验区、标准化
农业生产区、种养一体化示范区、农副产品加
工区、农业休闲观光区七大功能区。由此，这
里也燃起了宿州现代农业发展的火炬。“相信
三到五年，在这广袤的皖北平原上会昂然崛
起一个‘设施完备、功能完全、环境完美、服务
完善，一二三产有效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欧三青说。

产业园主导产业选择以对接国家现代
农业的战略需求为导向，立足埇桥区全国优
质粮食产区的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优势，突
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主导产业在全
国层面的战略示范意义，确立粮食、畜禽两
大主导产业，着力推进粮食向优质化、专用
化、高端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畜禽
向品种优良、养殖生态、种养循环、加工精深
方向发展，以淮河种业的粮食、温氏集团的
生猪等优势资源为依托，促进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产业联结机制，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

预计2019年至2020年期间，产业园总投
资将达到 31 亿元，总产值达到 56 亿元，主导
产业产值达到45亿元，农产品加工能力达到

60万吨以上；到2020年，产业园通过特色产业
扶贫的方式可实现精准脱贫的贫困户和贫困
人口数分别为180户、390人，辐射周边贫困户
1000户，贫困人口2300人。

惟变所出，万变不从。为推动园区长远
发展，埇桥区制定《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规划（2017-2025）》，并配套编制基
础设施、生态、产业等专项规划，形成目标一
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协同发展体系。
与此同时，涵盖体制机制、金融、科技、项目
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举措也相继出台并
顺利实施。

三产有机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间交叉融合，园区依
托飞度农耕文化园、付湖特色小镇等载体建
设，与产业园一产、二产项目形成补充，打造
产城融合新平台，形成具有粮食、畜禽行业特
色的产业体系，争创全国现代农旅项目的典
范。”欧三青兴奋地介绍。

飞度农耕文化园项目位于埇桥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内，项目规划占地1200亩，以生态
农业示范、农业文化创意、农业休闲体验、农
业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引入农业工业园的
发展理念，打造现代都市农业新业态，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作为产业园核心领域农
业三产的重点项目，与产业园一产、二产项目
形成补充，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宿州乃至全国
现代农旅产业的典范。

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负责人李勇高
兴地告诉记者，产业园农业设施装备水平
全国领先，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8 以
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92.5%，
小麦平均亩产 541.15 公斤，玉米平均亩产
611.6 公斤，旱涝保收标准农田实现了全覆
盖。联合体各成员紧密连接、抱团取暖，取
得了家庭农场收成有增加、合作社效益有
提升、企业实力有增强、普通农户增收有进
展的明显成效。

“下一步，管委会将按照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的各项要求，进一步整合土地、资金
等优势资源，做优做强粮食产业，做大畜禽养
殖业，实现种养一体化循环发展。同时，依托
新汴河景观带，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创建特色
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推进一二三产有效融
合，为乡村振兴辟新路。”欧三青满怀信心地
表示。

四川米易
规划建设10个现代农业园区

日前，笔者从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政府获悉，该县规划到
2022年建设10个现代农业园区，覆盖早春蔬菜、晚熟芒果、早春枇
杷、早熟樱桃、优质雪梨、水产养殖等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米易县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加快优化
“三大产业带”，提升“五大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出台了系列文件，并在县域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专项规划中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园区总体布局内容，指导现代
农业园区布局建设。丙谷镇小河流域1.5万亩现代农业基地，种植
着茄子、青椒、苦瓜等特色蔬菜，并依托得天独厚的阳光、水、土壤
等优势，正在规划建设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草场乡 3万亩枇
杷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每年枇杷上市，这里总是客商爆棚。

依托枇杷基地，该县整合涉农项目资金800万元，县财政拿出
2000万元，投入枇杷生态园建设，打造集旅游景点、生态采摘、休闲
娱乐、民宿体验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区。

新山傈僳族乡千亩梯田和傈僳族文化，是当地发展乡村旅游
的“聚宝盆”和“金钥匙”，县、乡、村通过打造旅游线路，目前累计接
待游客12万余人次，收入1200余万元。

遍地开花的现代农业园区，有效带动了农村产业发展。目前，
米易县获评全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县，被纳入全省乡村振兴
先进县培育县、乡村振兴规划试点县，“阳光米易”蔬菜入选省级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入选四川省首批十大优秀区域公用品牌，该县撒
莲镇入选2019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普威镇入选四川
省第三批省级特色小城镇名单。 侯云春

□□ 本报记者 马玉

地处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的山西省柳林
县，有两张为外人熟知的名片，一个是煤炭能源
大县，一个是全国百强县。近日，借着举办“首
届红枣文化节”，柳林县又亮出另一张“红枣之
乡”的名片，让人津津乐道。

枣树被柳林人称作“铁杆庄稼”，有着千年以
上的栽培史。柳林红枣，个大、核小、肉厚、质脆，
且糖分高、味甘美，富含维生素C和对抑制癌细
胞增殖具有明显作用的“环磷酸腺苷”以及多种
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还含有钙、铁、磷等多种微量

元素，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和药用价值。
柳林县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红枣之乡，晋西

北重要的小杂粮生产基地，山西特色干果林产
业基地，属全国五大主要产枣县之一。全县红
枣林成林面积 28万亩，以位列全国十大名枣之
首的“柳林木枣”为特色。

但是，柳林红枣虽有规模却没有叫出名气、
卖上好价，红枣产业大而不强。改变还是要从
产业升级做起。红枣产业摆在了柳林县农业农
村工作全局之重。柳林县出台政策引导工矿企
业转型发展现代农业，为产业注入资本和人才
资源，开启了“建基地、举龙头、创品牌、深加工、

拓销售”的新步伐。
“十二五”期间，柳林县坚持每年投入 3000

万元以上资金扶持红枣产业发展，推进新品红
枣林栽植、老枣树高接换优、红枣品种改良、裂
果防治以及红枣饮料等功能性食品的开发。

首战换来首胜。10个红枣初级科技示范园
区先后建成，培育壮大3家省级、16家市级红枣
加工龙头企业，涌现出了达滋、六郎、亿得利、山
娇等一批知名红枣品牌，通过500余名红枣经纪
人、200余家分布于各大中城市的柳林红枣营销
部，产品远销全国二十余个省市和东南亚各国。

进入“十三五”以来，柳林继续发力红枣产

业，打出“红枣振兴战”。从传统红枣种植结构、
县域红枣综合性深加工科技含量低、丘陵沟壑
区条件差等制约出发，柳林县提出“特色农业优
化升级、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顶层设计。采取
政府补助投资和枣企社会化联合运作的方式，
在全县七个产枣乡镇启动实施为期三年的 2万
亩红枣经济林示范园建设。

政策引导扶持、企业注入活力。120余家中
小规模型红枣深加工企业涌现，实现年加工转
化原枣1.2亿斤，形成蜜枣、贡枣、滩枣、空心枣、
玉枣、脆枣、珍珠枣等二十余个初加工产品，红
枣产业链延伸，年产值5亿多元。

初冬时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
县大境瑶族乡生态核心农业示范区的蔬菜基
地里，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喜获丰收，十多个
菜农正忙着采摘、筛选、装箱。

据悉，灵川县于今年 4 月在大境瑶族乡创
建生态核心农业示范区后，大力引进生态种植
企业，引导当地百姓发展无公害蔬菜产业。在
创建生态农业核心示范区的同时，该县还将脱
贫攻坚嵌入产业发展链条中，探索发展“示范
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共赢模式，让当地
群众及贫困户走上增收致富路。目前，该示范
区已完成土地流转100多亩，种植蔬菜70多亩。

近年来，灵川县按照“政府搭台、多元投
入、市场运作、产业兴农”的思路，加大财政、金
融、用地、用电、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积极
推进各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面积3万
亩的橘红甘棠江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

柑橘年总产量达 1.25 万吨，产值可达 5550 万
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1.4万元，高出全县农民人
均年收入30%。古镇提香现代特色农业（核心）
示范区沿桂林漓江而建，生态环境优美，建有
中心休闲广场、葡萄休闲观光亭、葡萄艺术长
廊及河堤亲水徒步道等设施，具备住宿、餐饮、
休闲、观光、鲜果采摘、娱乐健身等接待功能，
成为了当地生态乡村休闲旅游胜地；银杏金色
海洋生态旅游核心示范区依托独特的银杏植
物景观资源，每到深秋银杏叶黄时，都会吸引
无数游客慕名前来。

据了解，该县已建成各级示范区（园）85个，
其中区级（核心）示范区4个，市级示范区5个，县
级示范区5个，乡级示范园26个，村级示范点45
个，实现农业（种、林、养）产业全覆盖。去年，全
县农业示范区总产值达10.47亿元，今年总产值
预计可达12.77亿元。 李建平 黄中琪

山西柳林:科技示范园引领红枣产业发展

广西灵川

推动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

日前，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广贤村洋葱示范基地，农民正在抢抓农时种植洋葱。
近年来，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大邑县以示范园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在冬闲水稻田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梅隆 摄

产业园皖神面粉深加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