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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进入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今天晚
上买4盒战斧牛排就赠送一盒纯牛奶奶
片，我们玛拉沁艾力的牛肉绝对是绿色
的，请放心购买……”虽然不善言辞，普
通话也不标准，但是全国人大代表、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
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吴云波的
网络直播间的人气却一路飙升。

“五一”假期刚过，身着蒙古袍的吴
云波在快手平台开启了又一场直播，吸
引了 16.2万人次观看，短短 1小时销售
牛肉102单。

2013年，吴云波成立了玛拉沁艾力
养牛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始终主打线
下销售，今年受疫情影响，牛肉产品的
销售量大幅下滑，吴云波注意到线上直
播的销售方式。

“通过直播，和客户在网上‘面对

面’，了解他们的需求，销售更直接、更
便利、更快捷了。才开始搞直播不久，
粉丝还是少，人们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品
牌。不过我有信心，玛拉沁艾力品牌一
定能越叫越响。”吴云波说。

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玛拉沁艾
力专业合作社就曾获得习近平总书记
的关注。一年多来，他把村里的养牛产
业链做大做全，更多牧民从中受益。

玛拉沁艾力养牛专业合作社将黄
牛养殖由传统家庭式生产经营转变为
规模化、产业化集中经营，探索出了“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合
作社不仅带动了全嘎查整体脱贫，去年
还向入股牧民人均分红1200多元，更带
动了周边 21个嘎查村 55户贫困家庭脱
贫。2019年底，合作社还入选了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推介的全国农民合作社典
型案例名单。

“从防疫、屠宰再到线上线下销售，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嘎
查所有牧民都参与到了产业链当中，合
作社发展越来越好。合作社的总资产
从成立到现在翻了10倍，不仅年年给牧
民分红，还向大家提供就业岗位，去年
还给所有牧民统一上了财产保险和医
疗保险。”吴云波说。

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全国人大代
表和直播“网红”的“双重身份”时，吴云
波说：“今年 3月才开始在快手直播‘带
货’，目前看效果越来越好。履行代表
职责和直播‘带货’都是在为牧民服务，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好处，我就应该去
做，这也是我的初心。”

吴云波告诉记者，今年的全国两
会，他会重点关注乡村振兴：“以我们家
乡为例，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才流
失。希望国家接下来能出台一系列优
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人才留
住了，乡村发展的后劲儿才会足。”

致富带头人有了“新身份”
——记全国人大代表吴云波

桐柏之美，美在原始、美在质朴、
美在生态、美在环境，这“四美”带来
了有机产品的遍地开花，花团锦簇，
枝繁叶茂，硕果飘香。让我们走进河
南省桐柏县，寻找“有机”的秘密。

生态富民，有机理念
深入人心

在桐柏山区，越来越多的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乃至普通农
户，情系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与
销售，这得益于桐柏县近年来实施的

“生态立县”战略，“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在全县已成为一种生动实
践。2016年12月，桐柏县顺利通过了
专家论证，荣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创建区”称号，这是一张金光闪
闪的绿色名片，引领着桐柏“生态立
县”向纵深推进。

生态引领，有机产品
“激活”桐柏山

走进桐柏，犹如闯进了一座巨大
的绿色宝库。全县森林覆盖率 52％
以上，拥有宜林山坡164万亩，“两松”
（火炬松、湿地松）基地 40万亩，板栗
25万亩，野生茶叶面积3万余亩，连片
草场40万亩，水资源总量8亿立方米，
可养殖水面 4.4 万亩。盛产药用木
瓜，被誉为“中国木瓜之乡”，此外还

有香菇、板栗、桐柏大枣、茶叶、珍珠花
等农副土特产，有桐柏桔梗、夏枯草、
丹参、金银花等道地中药材千余种。

政府主导，有机产业
发展步步高

桐柏县把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示范区作为民心工程、重点工程，
列入各年度全县目标考核体系。一
是组建了有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形成了“统一指挥、整体联动、
部门协作、快速反应、责任落实”的有
机产品认证管理机制。二是制定了

《桐柏县有机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
展方向。结合精准扶贫有关政策，出
台了《桐柏县有机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及奖励补助办法》，发挥引导作用，着
力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三是制
定了《桐柏县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工作管理手册》，形成了有机
产品示范区内产、供、销完整的产业
链管理制度体系，确保有机产业持
续、规范、健康发展。

品牌创建，有机产业实
现美丽“蝶变”

有机产业发展热潮，来自桐柏县
持续打造农业品牌的行动。近年来，
桐柏县围绕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从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发展

特色产品、培育核心品牌等方面着
手，精心打造精品农业品牌，以品牌
农业促进有机产品开发。目前，全县
拥有各类农业品牌35个，其中国家级
品牌 5个、省级品牌 21个、市级品牌 9
个，品牌农业已成为该县有机农业发
展的强大“助推剂”。

政策激励，“有机”助
力脱贫攻坚

桐柏县对初次获得的有机（含有
机转换）认证证书的经营主体，除了
市、县政府各奖励 1.5万元以外，对单
证获证面积较大或单证通过认证品种
较多的经营主体，另行奖励 1万-2万
元；有机认证转换期和获证后复评换
证费用由县财政统一承担；对固定设
施达到规定标准要求、进销货台账齐
全、质量安全有保障、服务成效显著的
有机防控和标准化有机生产投入品专
营店，每年给予10万元的奖补。

此外，桐柏县委、县政府还积极
鼓励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等
模式，扩大在公司内就业的贫困户比
例，推进有机产业惠及民生。先后建
成了禺峰万亩野茶园、丹峰山千亩有
机野茶园、孔雀岭生物防治设施蔬菜
园、富兴有机循环生态园等一批精品
有机产业园，辐射带动周边近1万户3
万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郑州商品交易所定点帮扶县———

河南桐柏：有机农业助力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扫码即可网购桐柏特色农产品

桐柏有机猕猴桃

桐柏有机香猪

桐柏有机西红柿

在江记有机油茶基地就业的贫困户笑逐颜开在江记有机油茶基地就业的贫困户笑逐颜开

电商扶贫培训

◀桐柏县安棚镇到户增收项目张
楼村无公害果蔬（西芹）种植基地

▼桐柏生态茶园一角

□□ 龙成

从江香禾糯是贵州省从江县特有的地
方优质特色水稻品种，口感香甜、油质多、
软而黏、黏而不腻，回味甘纯，营养丰富。

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定的生产方
式、优良的品质加上独具魅力的人文特征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从江香禾糯”
这一特色品种。从江香禾糯品质好，按芒
的长短分为长芒、短芒和无芒；穗大，谷粒
色彩多，米粒大而饱满；米粒形状分为阔卵
形或椭圆形，色泽洁白。其品质控制指标
为：阴糯率≤2.0%，碱消值≥6.5级，胶稠度≥

90毫米，蛋白质含量≥7.0%，直链淀粉含量≤
1.7%，玉米香型，香味≥80分。经农业农村
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
验，整精米率、阴糯米率、白度、碱消值、胶
稠度、直链淀粉、蛋白质等9项指标达一等
品标准，糙米率、精米率达二等品标准，符
合一等食用粳糯稻品种品质规定要求。

从江县香禾糯常年种植面积在 3.5万
亩 左 右 ，亩 产 250-280 公 斤 ，年 产 量
8700-9000吨，香禾糯已成为从江县农业
的支柱产业之一。2016年以来，县政府把
发展从江香禾糯产业列入“十三五”特色
产业脱贫攻坚规划及“十三五”农业产业

发展规划；将以香禾糯为主的从江稻鱼鸭
产业作为全县特色优势产业加以开发。

在 2006年黔东南州首届优质稻米品
种评比中，从江香禾糯荣获“特色优质
奖”；2016年，从江香禾糯在黔东南州优质
稻米品鉴会中荣获糯米组一等奖；2016年
11月，从江香禾糯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面积 3 万亩，年产量 7800 吨；2017 年
度，从江香禾糯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两家专业合作社已获得香禾糯绿
色食品认证，认证面积 2350亩，两家生产
企业（专业合作社）已获得香禾糯有机食
品认证，认证面积2000亩。

近年来，从江县积极采取“企业+专业
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运作模式，开展订
单生产。目前，全县拥有香禾糯加工企业
两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州级龙头企
业 1 家；年加工稻米 5 万吨以上的企业 1
家；年加工稻米1万吨以上的企业1家。

脱贫攻坚一县一业

从江香禾糯

□□ 本报记者 赵宇恒

“5000吨！”
“1万吨！”
“3万吨！”
…………
5月11日，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的指导下，由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联合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中国农村杂志社、中国
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共同主办了全国农批市
场销售大王“我为湖北拼大单”视频促销活
动暨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宣传推介活动，各
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纷纷为湖北农产品卖力

“拼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受多种因素

叠加影响，我国个别地区个别品种的农产
品出现滞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一级巡视员陈萍介绍，农业农村部对此高
度重视，切实把农产品产销对接作为大事、
要事、急事来抓，积极组织行业协会、批发
市场、大型电商、龙头企业开展应急促销，
举办多场产销对接视频会商活动，“一对
一”“点对点”解决湖北等地农产品卖难问
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期，“为湖北拼单”活动更是如火如
荼，消费者购买湖北积压农产品的积极性
高涨，助力湖北农产品加快销售，为湖北农
业农村经济按下“快进键”。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一级巡视员张桂华介绍，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湖北省农产品销售取得了阶段性
重要成果，销售形势日趋向好。

“但下一阶段产销衔接任务依然艰巨，
小龙虾、茶叶、香菇、蜂蜜等应季农产品销
售仍然存在很大压力，尤其是小龙虾日增

商品量 1 万吨以上，而日销量仅 7000 吨左
右，压力与日俱增。其他农产品也不同程
度存在销售不畅的问题。”张桂华呼吁社会
各界继续关心支持湖北，多帮湖北农产品

“拼单”“带货”。
“今天我给大家推介的是潜江小龙虾，

头小、尾大、鳃白，采用超声波技术将小龙
虾从里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华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漆梅芳说起自家产品
来头头是道。武汉蜂之巢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孙毅也不遑多让：“公司实行定向
收购的方式，拥有经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正式备案的蜂农 2900户，备案蜂群数
达39万群。”

农产品好不好，市场表现不会说谎。
在江苏苏州南环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卖了 8
年小龙虾的经销商陈亚东底气十足地介
绍：“潜江小龙虾肉质好、规格标准、成活率
高，所以卖得特别好，我为湖北潜江小龙虾
代言！”

苏州南环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
陆红生介绍，得到湖北水产品滞销的消息
后，南环桥市场与商户主动同湖北的一些
合作社进行货源对接，特意安排位置较好
的档口帮助销售。4月以来，南环桥市场日
销售湖北水产品 12万斤以上，其中小龙虾
日均上市量达到了10万斤以上。

不仅是南环桥批发市场，事实上，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也一直在着力推动解决湖
北农产品内供外销受阻等问题。中国农产
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表示，根据各地关
于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的反映和要求，协
会及时组织北京新发地、河南商丘、苏州南
环桥、广州江南、湖南长沙等全国大型农产

品批发市场与海南、广西、湖北、新疆等十
多个全国重点省区的三十多种农产品进行
精准对接，线上线下紧密结合，取得了突出
成效。先后与相关省区开展多种形式的专
项对接活动，推动产销区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今后各有关方面还将有更多营
销促销活动登场，也会继续向湖北倾斜。”
张玉香说。

活动现场，各位批发市场的负责人对
继续支持湖北农产品销售表现出了极大热
情，积极“下单”——

“我承诺，南环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将采
购湖北小龙虾等水产品5000吨！”

“我承诺，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将
采购湖北农产品1万吨！”

“我承诺，深圳市农产品集团将继续助
力湖北农产品销售3万吨！”

…………
一声声承诺为湖北农产品销售释了

压，一个个大单承载着农批市场对湖北农
民的无声支持。

不管是供货商大力推介的潜江小龙
虾、经销商赞不绝口的秭归脐橙，还是消费
者偏爱的洪湖莲藕，在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都能寻到它
们的名字。活动正值中国品牌日之际，疫
情让大家清楚地看到，破解农产品滞销，品
牌是关键；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品牌是
保障。

陈萍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深入
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特别是在规范化、标准
化、网络化、国际化等方面，加强研究、强化
扶持，携手各界力量共同推动我国农业品
牌建设再上新台阶。

批发商一出手 湖北大单走起来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上接第一版）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巡视员赵鲲

说，土地流转合同“云签约”是落实农业农
村部部署土地流转合同网签试点的重要举
措。这次江苏以承担全国土地流转合同网
签试点为契机，由射阳县成功完成农村土

地流转合同首笔“云签约”，在较短时间内
初步探索形成一套合法合规、便民高效、安
全可靠的网签办法，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时云表示，
在农业农村部直接指导下，江苏完成的首
笔土地流转“云签约”，一方面为全省乃至

全国土地合法、高效、便利流转进行了创
新探索，另一方面也为农业农村产业循
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提供了要素
保障，是全省广大乡村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一个创新
举措。

江苏完成国内首笔农地流转“云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