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李台镇王申楼村创造条件请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将450余亩撂荒
地变成金帝源科技种植示范园区，种植芦笋兼套种毛豆、西蓝花、酥瓜等，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参观
学习、科技推广于一体的示范园。同时，示范园区带动本村及周边村的贫困户及30余名留守妇女、老人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图为近日，种植户王垒夫妇在采收芦笋。 陈清林 关淑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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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园区长镜头

园区带产业 产业兴园区
——四川省渠县“一盘棋”布局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 本报记者 常力强

日前，记者从山西省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2017 年以来，长治市以有机旱作农业为引
领，围绕全市粮食、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主导
产业，提出在全市创建 1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100个旱作粮食高效种植示范片，100个蔬菜（食
用菌、花卉）示范园，100个中药材示范园，100个
干鲜果经济林示范园，100个畜牧（水产）养殖示
范园和 100 个旱作农业示范村（庄园），构建国
家、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推进格
局，带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目前，以

“七百”示范创建为抓手，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及
示范园创建总数达130个。

地处太行山之巅，素有山西“米粮川”之称的

长治市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绿色有机旱作农
业发展成效显著。2017年以来，该市围绕当地
特色主导产业，聚集现代生产要素，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按照“提质一批、扩张一批、建设一批”的
思路，围绕“七百”示范创建规划，市级财政先后
安排 960万元专项资金对批准创建的市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示范园进行扶持。现已
先后认定了沁县沁州黄小米等10个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批准创建壶关紫团食用菌等 32个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沁源好乐草莓等88个市级
特色产业示范园。

在梯次推进农业园区建设中，除了科学规划
“七百”示范创建，长治市还突出示范引领、标准
制定、品牌打造和链条延伸。其中示范引领明确
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示范园创建工作

列为有机旱作农业的“七百”示范，以点带面辐射
整市推进绿色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区建设，以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有机旱作农业的发展。

在标准制定中，修订了 14项生产技术操作
规程，完善了 60项绿色有机农产品地方生产标
准。要求批准创建的市级产业园和示范园全面
实施标准化生产，生产工艺先进，农业投入品使
用符合相关农业生产规范要求；通过“三品一标”
认证，具有严格的质量监测和质量安全检测手
段，质量安全可控；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能够
实现优质优价，有效带动园区周边农民增收。

品牌打造方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产
品品牌建设的意见》，重点培育打造上党党参、沁
州黄小米等 20个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
品品牌。编制完成上党中药材品牌战略规划，着

力打造“上党党参”区域公用品牌。“长子大青椒”
纳入 2019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沁州黄小米”“上党党参”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链条延伸则逐步构建起园区主体与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并通过承接产地、对接市场，形
成了以沁州黄小米为龙头的杂粮产业链，以长
子浩润脱水蔬菜为龙头的蔬菜产业链，以振东
中药材为龙头的中药材产业链，以太行紫团为
龙头的食用菌产业链等 13大产业链条，总结推
广了振东“政府引导+企业服务+合作社管理+
农户操作”，沁州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
户”，多维牧业“政府补贴、企业寄养、农户分
红”等典型龙头带动模式，让农民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

□□ 杨东 赵辉 本报记者 李传君 文/图

川东达州市渠县是四川重要的粮油生产
大县，全年粮食产量 65万吨，油菜产量 4.2万
吨。近年来茶叶、花椒、柑橘、水产等特色产
业发展异军突起，一系列渠字牌农产品闻名
遐迩。

在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渠县于去年
出 台 了《现 代 农 业 园 区 建 设 推 进 方 案
（2019-2023）》，计划到 2023年建成各级现代
农业园区 22 个，立足脱贫攻坚，剑指全面小
康，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于是，全县形成了“三级书记”齐抓园区
建设的局面，园区规划到哪里，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涉农项目就配套到哪里。园区带产业，
产业兴园区的特色逐步鲜明起来。

如今，渠县李馥青花椒现代农业园区、渠
南－中滩柑橘现代农业园区、渠县丰乐农旅
融合产业示范园区、中国古賨文化国际特色
旅游小城镇综合示范产业园区等一批园区已
成为推动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带动广大农
民脱贫奔小康的根据地。

有机、高效，亩产值突破万元

从李馥镇灯塔村出发，先后途经凉风村、
高硐村，凤凰村、合寨村、红寺村、绿市村到达
高寺村，集中连片的花椒林分布于山坡田野，
共覆盖54个村民小组4593户16032人。

“园区耕地面积近 3万亩，其中主导产业
青花椒 2万多亩、粮油等作物 8849亩，去年园
区农业总产值 29215 万元，土地经济效益达
9942元/亩，高于全县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县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与园区发展股股长王
卫兵说。

步入园区，宽阔的主干道和生产便道交
错纵横，用于灌溉的堰塘池渠星罗棋布，一些
农民正忙着用小型机械松土、除草和施肥。
园区去年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比前年低
36%和29.3%，3个青花椒产业规模经营主体和
农产品全部纳入了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系统平台，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比例达 100%。
园区青花椒有机农产品认证达 100%，有机农
产品产量占园区总产量的78.32%。

在绿色发展的同时，园区加工业也加速
发展。“我们园区建有2000平方米的产品初加
工中心，烘干设施 20座，产品初加工能力达 1
万吨，初加工率占 86.95%。”园区工作人员陈
小方说。

园区带动产业的发展给农民带来的是实
实在在的利益，园区推行“公司+专合组织+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组建了“万隆锦绣公
司+3 个专合组织+家庭农场+农户”的联合
体，提升了农民组织化水平，增强了农户抵御
风险的能力。通过发展青花椒产业，带动农
户 4104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19户，带动
农民就地进园务工就业2698人。

据统计，2019 年园区内农户共获得土地
流转费 164.3万元，省级龙头企业四川万隆锦
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仅去年前11个月就
支付农民工工资4387万元。园区内新型职业
农民遍布 54个村民小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7794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21.4%。

目前，渠县青花椒种植面积已超10万亩，
年总产值超 10 亿元，共带动 2 万余农民年增
收 2亿元以上。各产业园区正在加速推进产
业融合发展，以求更大的产出和带动效益。

覆盖偏远乡镇，发展不留死角

远近闻名的川东红橘基地丰乐镇离县城
55公里，地处渠县最北端，且三面被巴河呈半
岛型包围，历来是交通极为不便的偏远地方。

“近年来丰乐发展明显滞后，镇党委、政府
通过招商引资，去年成功回引本镇川燕村在外
成功人士李东，借助全县全力推动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的东风，打造2万余亩屋溪春天现代生
态农旅融合产业园，共覆盖5个村，给丰乐的发
展带来了希望。”镇党委书记黄科说。

园区涉及农民 3128户 8000余人，其中贫
困户 626户 1872人。计划 10年投资 12亿元，
建成生态竹林 1万亩，有机水果 3500亩，有机
水稻及水产养殖2500亩，羊肚菌2000亩，特色
花木500余亩，还将建设若干生猪养殖场以及
农产品粗加工及仓储基地。

进入园区，一期栽植的 1000亩优质柑橘
苗已经成活，鱼苗及甲鱼养殖基地均已投入
使用，800亩羊肚菌已经采收了一季，沿河滩

涂及荒地正在加紧栽植竹子。“竹产业是近两
年县上定的一个新产业，因为引进了‘中顺洁
柔’投资30亿元建设大型造纸厂，所以县上号
召沿河乡镇大面积栽植竹子，一是为了生态
防护，二是为造纸厂提供原料。”黄科说。

万亩生态竹林建设，镇政府正在申请退
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将全部分给所涉及的
农户，从第五年起，业主将每亩支付给农民
200 元的保底分红，或者项目纯利润的 20%。
农民受益最大的还是园区务工，园区全面建
成后，大约可解决本地劳动力五六千人务工
需求，完全可覆盖全镇在家劳动力，每年创造
的务工收入约5000万元以上。

“园区对于丰乐这样的偏远乡镇来说，来
之不易，建成了算是个奇迹。我们将根据其
规划制定近期及长远工作目标，以保证项目
能真正如期落到实处。”黄科说。

园中套园，布局产业“一盘棋”

在临巴镇 4A级景区賨人谷，成都农科源
有限公司正在打造一个 2000 亩的田园综合
体，通过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昔日荒芜
贫瘠的小山丘都种上了中药材。“这里将是中
药材种植及精深加工、花卉观赏及旅游康养
的一个好地方。”临巴镇镇长雍青松说。

但仅这个项目还不算什么，去年由县文
旅公司牵头规划的中国古賨文化国际特色旅
游小城镇综合示范产业园呼之而出，规划投
资 25亿元，规划面积 25.66平方公里，核心面
积 5 平方公里，园区围绕賨人谷景区四面拓

展，2000亩田园综合体仅是其中一个子项目。
“园区全面建成，将是全县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一个样版，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
业布局、农民收入都将得以全面提升，仅就解
决就业来说，便可使上万人年均增收亿元以
上。”临巴镇党委书记李昌透露，目前正在修
建的一条旅游环线，更是将诸多产业园连通
起来。

李昌说的这条旅游环线，就是从 3A景区
賨花寨到賨人谷（小城镇园区项目）、万花谷、
龙溪谷、恩腾农业，最后到秀岭春天，“现在只
差賨花寨到秀岭春天这一段没通了。”这就意
味着，在中国古賨文化国际特色旅游小城镇
综合示范产业园的外围，分布着賨花寨、万花
谷、龙溪谷、恩腾农业、秀岭春天这几个园区，
一旦连通，更大的产业“棋盘”便形成了。

其中“賨花寨”由当地返乡创业者组建的
投资团队共同打造，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寨
门、城墙，寨内数千亩桃李及其他水果，周末、
节假日人满为患，已经是一个成熟园区。

“恩腾农业”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合作，为四川唯一全年可采摘的“太阳
坡农旅融合现代综合示范园”，种植柑橘、李
子、蟠桃、软枣、猕猴桃等优质水果上万亩。

“秀玲春天”则是万亩高山有机茶叶基地，
由新西兰留学归国硕士廖梓婷联合西南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知名茶叶专家共同打造，其4000
亩核心区立足四川唯一川茶本地品种——川
小叶群种茶，走有机路线，公司研发的“渠韵”
牌賨韵系列产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印发
《自治区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的申报、审
核、建设、管理、验收、监测、评价和评估等
工作，强调园区申报要有鲜明地方经济特
色，在同类区域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能起到引导和带动周边地区农业、农村经
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的作用。

办法明确了园区的申报与认定标准，
要求每个园区入驻 2 家以上涉农科技型
中小企业，其中至少有 1家区级及以上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涉农高新技术
企业；具有占主导地位的特色产业；具有
技术研发平台 2 个以上等。同时要求园
区要积极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新
创业行动，要有一支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要建设成为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和

服务基地。
对园区的具体建设，办法提出园区要

依靠科技援疆省市的支持，加快科技成果
的转移转化和示范推广。同时支持有条
件的园区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
发展试验区建设中，充分利用试验区“四
方合作（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深圳市和新
疆）”机制和创新政策，带动园区高质量发
展。鼓励园区作为科普、实训、创新创业
的教育基地，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自治区科技厅农村科技处负责人
余英荣介绍，目前，全疆已建设农业科
技园区 33 家，其中国家级 10 家，自治区
级 23 家 ，这 些 园 区 分 布 在 14 个 地 州
市。该办法的出台实施将进一步提高
全疆园区管理水平、加快县域特色优势
产业的发展。 梁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出台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

江西浮梁县
建设铭宸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

日前，记者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双选双引”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目前浮梁县政府正与江西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铭宸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建成后，集种植业、
蔬菜深加工、培训教育于一体的科技产业园，将加快推动浮梁农
业迈上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为乡村振兴、精准扶
贫和绿色崛起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据了解，项目位于该县鹅湖镇桥溪和京山两村，总投资约 30
亿元，分两期建成。其中一期投资 5.81 亿元，占地约 3000 亩，工
期为 12个月，规划建设高标准科技智能温室、4万平方米的育苗
研发中心、物联网管理平台、荷兰模式种植、管式机器人栽培、农
产品检测中心和高科技连栋膜棚种植区。二期建设钢架薄膜连
栋生产大棚 5000亩，辐射带动 5万亩。

目前，在持续抓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园
区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产业园核心区 5 万平方米全玻璃智能温
室土地基本完成平整，1 号棚温室基础大梁、预埋件安装基本完
成，基础建设已经进入收尾工作。2 号玻璃温室地基开槽完成，
基础垫层已打好。

据介绍，该园区建成后，将有利于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并可延长项目周边农业产业经济链条，带动当地农业产业的
整体攀升和农村经济强劲发展，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美
丽乡村建设，助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将产生重大意义。

吴国庆 本报记者 常力强

河南方城县
特色产业园区摘“金果”

“三个品种的桃子成熟时间有早有晚，一直能卖到十月份。”
盛夏，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栗盘村 500亩桃树种植示范园
区里，成熟的和即将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正领着游人采摘的果
农冯坤高兴地说：“种桃树一亩地收入就能有两三万元。”

博望镇是南阳市农业产业化示范镇。近年来，该镇结合精准
扶贫，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园区，让农民特色园里摘“金果”，腰包
涨满奔小康。目前，全镇已发展黄金梨 2.2万多亩，成为豫西南最
大的有机梨生产基地。同时发展以月季为主的花卉苗木 1.3 万
亩，以冬暖式塑料大棚为主的无公害蔬菜 2.8 万亩，良种葡萄
4000 多亩，鲜桃、梅子、杏等杂果 5000 多亩。各园区通过强化农
民技术培训，与国家省、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横向联合，推广
了一整套种植、管理新技术，亩均效益均在 1.5万元以上，最多的
达到 4万多元。

在特色产业园区发展中，该镇注重引导懂技术、会经营的农
民依托古镇优势，把着眼点放在“特”“优”“反季节”上。瞄准“望
梅止渴”故事发源地的独特优势，发展梅子千余亩，良种黄杏、杏
梅 800多亩。2015年，又引进了分别在夏、秋、初冬成熟的反季节
仙桃 6个品种，总面积近 3000亩。在专家指导下，管理环节全部
采用无公害的施肥、浇水、病虫防治、疏花疏果等技术。

镇人大主席张学豪说，明年该镇将发展特色产业园区的重
点放在特、精、优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计划新发展梅
子 1000 亩、仙桃 2000 亩、月季 3000 亩、黄金梨 5000 亩，努力把特
色产业做大做强，培育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真正占领现代化
农业新高地，成为贫困户脱贫的“长效补药”、农民奔小康的“金
钥匙”。两年后，全镇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 70%
以上。 李善喜 潘新贺

浙江仙居县
杨梅产业园结出“致富果”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发展杨梅产业园2万多
亩。目前，杨梅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果”，鲜果年产量约1.5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2.5亿元，带动果农户均增收2万多元。近
日，正值杨梅收获上市季节，该镇党员助农队主动到镇头、郑桥、河
塘等杨梅产业园，为果农提供采摘、运输、销售等帮助。图为党员
助农队员在帮果农采摘杨梅。 孟倩楠 陈月明 摄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
园区建起智慧农业体验中心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浦南镇农业园区投资1500万元建
起智慧农业体验中心，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新模
式”。图为近日，在园区智慧农业体验中心，游客在多年生常绿藤
本植物锦屏藤下观赏，留影“金丝垂帘”。 万民 摄

编者按：辖区60%为丘陵，30%是低山，海拔相对高差974

米。位于渠江河畔的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在山地田野间特色

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规划创建现代农业园区，配套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涉农项目，招商引资激活偏远乡镇发展，“一盘棋”

布局产业，形成园区带产业、产业兴园区的发展特色。

果农在“蜂糖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采摘丰收的桃子。

山西长治：“七百”园区创建带动农业全链条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