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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在“六稳”“六保”中，农业有着“压舱石”的地
位。正所谓“猪粮安天下”，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
而言，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相对低下，导致种粮和养
猪的积极性一直在低位徘徊。

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而
今年，在粮食和生猪的稳产保供任务落实上，全省
11个地市大排名中，金华一马当先。仅半年时间，
粮食种植面积同比增加 17 万亩，生猪存栏量增加
4.58万头。

保粮稳猪，金华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近日，记
者专程前往探访。

“标准地”改出万亩粮田

6月前后，是单季稻的夏种时节。金华市金东
区澧浦镇下宅村的农田里，迎来了久违的隆隆
声。只见拖拉机徜徉田间，泥水飞溅，远处还停驻
着三两只白鹭。村党支部书记王根俏不禁感叹：

“已有20来年没见这个场面啦。”
由于毗邻苗木城，下宅村 700 多亩耕地中有

八成多种苗木，剩下的种果蔬。尽管相比种粮，
苗木既好管又来钱，但问题仍然令人揪心：土
壤酸性越来越强，肥力越来越低，耕作层越种
越薄。

这几年，随着苗木效益不断走低，加上一些土
地承包即将到期，澧浦镇因势利导，成立土地流转
服务中心，开展分散土地集中流转。才一年多光
景，包括下宅在内的七八个村，就成片流转了4200
多亩土地，其中下宅村流转了400多亩。

眼下，这些土地全由金华凡人金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承包。老板季静波 38岁，过去在金东另
一个村种了三四百亩水稻，几年里一直在寻找机
会，扩大种植规模。就这样，两者一拍即合。

从苗地到良田，得益于金华去年启动的农业
“标准地”改革，即通过推动耕地连片流转，来精准
落地现代农业产业项目。现如今，季静波已种上
3900多亩水稻，如果全部种两季，可年产3000多吨
粮食。从耕种到加工，从社会化服务到品牌化营
销，他计划建起一整条产业链。

在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范冬岩看来，这一
改革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关
键还能有效遏制“非粮化”和抛荒现象。近年来，
金华共建成近 94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排省
内地市第三。但受各种因素影响，部分粮食生产
功能区种上了苗木、经济作物等。

眼下，在金华市义乌市赤岸镇山盆村的 150 亩田园里，原
先种的红叶石楠全部腾空，取而代之的是绿油油的稻苗。为了
提高粮食保供能力，2019年下半年，义乌对全市10万亩粮食生
产功能区的“非粮化”展开“地毯式”排查。作为产粮大镇的赤
岸率先启动整治。

如何让农户甘愿弃苗种粮？义乌用奖励与
服务“开道”：对配合整治的业主，镇街予以适当
补偿，且优先选用其清退的花卉苗木，用于辖内
绿化工程；对主动改种粮食的，则做好用地、技术
等各项服务保障，并予以资金奖励；对完成任务
的镇街，市财政同样还有资金奖励。

从义乌试点开始，5 月后，“非粮化”整治在
其他县市全面铺开。根据计划，今年，金华将整
出 4 万余亩耕地。截至 6 月 29 日，全市已完成

“非粮化”整治面积 3万余亩，其中九成多种上了
粮食。

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胡谷琅告诉记
者，之所以速度这么快，主要是各地充分依托农
业“标准地”改革平台，一方面促进土地、农业生
产资料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将招商与选商、监管
与服务相结合，有效提升粮食项目的落地质量和
效率。

“组合拳”注入扩产动力

“五一”小长假刚过，金华市婺城区的生猪业
又迎来好消息，辖内“宏业畜牧”的二级种猪繁育
场正式通过验收。这意味着，今后，该场每年可
提供长大母猪1.2万头、商品仔猪2.8万头。

婺城作为省级生猪调出大县，今年把保障种
猪生产列入重中之重，整合各项政策，建立了稳
定、可靠的资金投入体系，进一步加大对种猪场
的扶持力度。

“美保龙”是婺城近年冒出的“明星企业”。
其独到之处在于，采用先进的育种技术、管理方
式和环保设施，改变了人们对猪场的传统印象，
可以“喝着咖啡挑种猪”。目前，该公司每年可对
外供应 1.6 万头种猪。婺城区已建成 4 家种猪繁
育场，占到全市的一半。

婺城抓种猪，另一个生猪大县兰溪，则通过
“改扩新建+金融帮扶”，充分挖掘生猪产业潜
能。在当地，生猪养殖主体引种有补贴，通过活
体抵押贷款，又一下盘活了发展资金，还能获得
政府贴息，再加上用地保障的加码，有效激发了
大家的扩产动力。

养猪最怕大面积病死。很多企业主坦言，过
去尽管有政策性保险，但赔付金额不够“解渴”。
今年，金华专门与保险机构合作，推出名为“金猪
安”的特色补充保险，使每头猪的保额从 1200 元
提升至2100元。新增的90元保费中，农户只需自
负 20%。这让很多主体颇为赞赏，大大增强了养
殖信心。

为了让养殖主体放心大胆养猪，金华的另一个做法，也颇
具借鉴价值。在当地，中小养猪场较多，由于养殖技术和疫病
防控能力不足，增产空间受限。对此，金华创新性地推出“以大
带小”模式，通过中小猪场与大企业的抱团带动，帮助中小猪场
复养和扩养。 （下转第二版）

保
粮
稳
猪
，金
华
有
道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
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国首
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
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
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
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2020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展开。农村
地区考生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尤
其要做好做细。

农村地区考生居住较为分散，寄送路
途远、过程长、难度大，邮政部门一定要克
服困难，做到不积压延误、不转投处理，确
保按时、精准送达。寄递通知书的邮政人

员要及时联系考生本人或其家人，不得在
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让他人代收。

录取通知书寄递是关系农村学子升学
的大事。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应高度重视，将
本地农村地区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列为
重点督查事项，加强检查力度，确保无误。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精准送达农村考生录取通知书
田路

本报讯（记者 郜晋亮）近日，记者从青
海省农业农村厅和中国作物学会共同主办
的青稞产业发展论坛上获悉，青海目前已
有青稞加工企业 58 家，其中规模企业 30
家，青稞加工产品7大类20多个品种，加工
转化率达60%。

近年来，青海积极推进青稞产业高质
量发展，将青稞确定为“十三五”农牧业十

大特色产业之一，实施了《牦牛青稞产业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出台了青稞
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升青稞综合
价值。

据了解，青海省青稞种植面积常年稳
定在 100 万亩以上，总产量接近 20 万吨。
同时，青海每年建设优质青稞生产基地 50
万亩以上，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青稞生

产基地，商品率达83%。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推进一二三产
融合，打造“青海青稞”区域品牌，同时要充
分挖掘青藏高原青稞的厚重文化价值，共
同推动青海建成北方重要的优质青稞繁种
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有机青稞生产基地，让
优质青稞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

青海百万亩青稞商品率达83%

本报讯（记者 吕兵兵 实习生 白孟灵）
日前，山东省第三批 16个产业技术研究院
揭牌仪式在济南举行。今年以来，山东以
省农业科学院为龙头，联合包括 19个县政
府、54家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省内外90余
家单位，在36个县共同建设了50处产业技
术研究院，涵盖 40 多个农产品种类，基本
建成了推动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
技支撑体系，构建了“政产学研金服用”协

同联动、融合发展、互惠共赢的新格局。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大力实施科教兴

农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 64.56％，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 87％，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 98％，有力支撑了山东粮食总产量
连续 6 年稳定在 1000 亿斤以上，为全国农
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以来，山东
组建覆盖主要优势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

其项目化、实体化、制度化、市场化、融合
化、品牌化“六化”运行，打造成为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产业腾飞的“助推器”和机制
创新的“先行区”。研究院通过市场定方
向、企业出题目、团队搞研发，实现以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供应链，实现优质资源协同
共享，能够加快研发创新、成果熟化和转移
转化，建立覆盖产业发展全链条“纵向贯
通、横向多元”的协同创新体系。

山东建成优势产业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

□□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7 月，行走在内蒙古辽阔无垠的草原
上，处处生机盎然。新巴尔虎右旗芒赉畜
牧专业合作社今年已新接 4480头仔畜，为
牧业生产开了个好头。

内蒙古草原面积居全国之首，是我国
北方第一道生态屏障。然而，由于自然、地
理、历史等因素，草原牧区仍然是经济发展
的滞后区、民生改善的薄弱区。

如何在构筑北方生态屏障的同时，又
能够促进牧民增收、牧区振兴？2019 年以
来，内蒙古在牧区现代化上下大力气，将牧
区产权经营制度改革、优势主导产业培育、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突破口。新巴尔虎
右旗和阿巴嘎旗这两个牧区现代化试点为
内蒙古牧区现代化开启了破冰之路。

“实施牧区现代化试点是内蒙古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农村牧区改革
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核心内容是抱好团、

养好畜、服好务，目的是促进牧区生态
好、牧民生活好。”内蒙古农牧厅畜牧局
局长白音说。

传统牧区现代化起步

2019年是新巴尔虎右旗牧区现代化建
设试点工作的起步之年，该旗按照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制定的目标任务，按照草场使
用权属关系差别，以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
为试点，依托土地草原“三权分置”，引导牧
民自愿入股组建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以
阿拉坦额莫勒镇城郊相邻的 7个嘎查（村）
为试点，依托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生产
资料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嘎查发展路径，
引导群众建设“七村一体化”。

作为牧区现代化试点，芒来嘎查在原
有养羊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新型
股份合作社，全嘎查 115 户牧民中已有 90
户加入合作社。

“2019年以来，合作社加快推动产权制

度改革，整合39万亩草场，采取‘合作社+牧
户+基地’的股份制合作模式，大力发展呼伦
贝尔草原羊养殖，合作社当年增收 15 万
元。”合作社理事长米吉格道尔吉告诉记者。

这几天，在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草场
上，7万米长的网围栏正在被拆除。

“以前把草场承包给个人后，基本上每家
都拉上了网围栏，因此出现了草场固定化、走
不出自家草场的现象，也因网围栏出现了很
多矛盾。拆除网围栏，将打破制约牲畜四季
轮牧、多元化发展的壁障，为草原生态环境
均衡恢复铺就道路。”米吉格道尔吉说。

与新巴尔虎右旗不同，锡林郭勒盟阿
巴嘎旗的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更加注重为
牧民、牧区、牧业的社会化服务。

这几天，伊克赛畜牧服务有限公司经
理孙延春一直为和别力古台镇签订《畜牧
防疫社会化服务购买合同》忙碌着，这是今
年阿巴嘎旗推进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中的
创新举措。 （下转第三版）

股份合作 资源共享
——内蒙古牧区现代化试点探行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张仁军 高林雪

夏日时节，辽沈大地，泥土清新，稻
花飘香。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万
亩水稻长势喜人。“国家对咱农民的政策
越来越好了，只要肯干，大家就都能过上
好日子！”沈北新区石佛寺街道房身村农
民洪蕴来向记者介绍，他利用自己多年
种植水稻的经验，带领乡亲们开展绿色
有机水稻种植及稻蟹、稻虾共养，探索农
民致富增收的新平台。

种稻也要打出品牌

房身村是远近闻名的“水稻之乡”。
2005年，当时27岁的洪蕴来开始在村里
参与水稻生产。那时的村民每年辛辛苦
苦种水稻，却受制于产量、销售渠道、种
子化肥等因素，收入甚微。洪蕴来体会

到种田人的辛苦，想为自己和乡亲们打
破这种现状。

洪蕴来决心深入钻研水稻种植技
术，他查阅书籍和资料学习种植的专业
知识，到田地里跟“老把式”学习实践经
验，长年累月在水稻田里“泡着”，从买种
子、肥料到育秧、插秧，再到水稻管理、收
获，洪蕴来全部实践了一遍，逐渐摸索出
提升大米品质的方法。

想要致富，光靠会种还不够，洪蕴来在
当地创办了加工厂，并取名为“七星米业”。

为了打开市场，洪蕴来在之后的两
三年时间里自己开着三轮车到处卖粮。
一开始粮店、超市并不认可，他就让店铺
先销售再结账。洪蕴来相信，好东西不
愁卖，挣钱也不能着急。良心赢得了信
誉，诚信赢得了市场。

“我们的七星大米，吃过的人都说

好。”洪蕴来自豪地说。近年来，“七星米
业”的大米产量、质量和销售量都在上
升，“沈北七星”大米品牌已经成为沈阳
市的名牌产品，在辽沈地区的市场销售
量排名中位居前列。

致富还要敢于创新

水稻种好了，但只是一种作物，一年
也只有一季，于是，洪蕴来又开始琢磨，怎
么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价值。

听说辽宁盘锦地区农户在水稻田里
养螃蟹的效果很好，敢于创新的洪蕴来
也想试试，就跑去盘锦取经。他来到当
地卖螃蟹的市场，买了几斤螃蟹。“我就
跟卖螃蟹的唠嗑儿，唠着唠着就唠出来
了。”他说。随后，他又到盘锦卖养殖螃
蟹网、塑料板的地方去打听，一点点学习
螃蟹养殖技术。 （下转第二版）

辽宁逐梦小康系列报道之三

稻花香毓稻乡人

本报讯（记者 李庆国 芦晓春）记者从
北京市扶贫支援办获悉，日前，2019年国家
对口支援考核结果显示，北京援疆工作再
创佳绩，位列全国前列。一年来，北京坚持
首善标准，发挥首都优势，用优异成绩证明
了坚决助力受援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力
和信心，为新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首都贡献。

资金项目助力脱贫攻坚。2019 年，北
京投入援疆资金 22.58亿元，坚持 80%以上
资金投向民生、基层、扶贫领域，实施了一
系列产业就业扶贫、补民生短板、文化教育
提升和交往交流项目，助力和田地区 16.2

万贫困人口脱贫，和田市、和田县和兵团第
十四师整体实现脱贫摘帽。

产业援疆擦亮“首都名片”。坚持因地
制宜，把受援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形成了北京特色的扶贫支援模式。援建的
墨玉县“种羊繁育基地”通过“龙头企业+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打造由专业
公司主导的畜牧业全产业链扶贫机制，就
业贫困户年均收入超两万元，带动合作社
75个，1000余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实现了贫
困户与企业的联动双赢。

消费扶贫深化民生福祉。北京着力打
造消费扶贫双创中心“1+3+7+16”消费扶

贫新模式，发行的第一版消费扶贫爱心银
行卡办卡量超过 60万张，网络平台直播浏
览量超 1000 万次，带动消费扶贫总额达
177 亿元。其中，线上、线下销售和田特色
农产品金额超 10 亿元，带贫益贫 4 万贫困
人口，有效解决了和田农产品“卖难”问题。

智力支援激活“造血”动力。北京创
新开展“组团式”教育医疗援助模式，援
疆教师发挥“传帮带”作用，把北京先进
的教育理念、管理经验、学科教学技能及
德育工作方法引入受援地，为受援地打
造了一支素质高、能战斗、带不走的干部
人才队伍。

2019年北京援助和田地区16.2万人脱贫

近日，江苏省南
京市举办了青少年现
代农业文明校外实践
基地工作推进会，一
方面为青少年寻找优
质校外实践基地，另一
方面为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新活力。截
至目前，已有36家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加入
学农基地创建。据了
解，南京学农创建工作
从2017年开始启动试
点，今年是总结推广
之年。图为南京市小
学生在蝴蝶科普场馆
里参观，老师给他们
讲解如何为蝴蝶制作
饮用蜂蜜水。
本报记者 李文博 摄

南京 36 个学农基地
助力青少年校外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