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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红花岗区
特色示范区“兴产活销”

初冬，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银江坝区现代农业特色种植
示范区，一批批新鲜蔬菜包装过秤，一块块田地又陆续种上新的
菜苗。

近年来，共有 9 个坝区的红花岗区强化党建引领，示范带动，
以“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方式推动农业示范区
建设，在产业链、利益链、价值链中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了坝区
农村特色产业的迅速兴起。

在产业带动上，在遵义新绿兴果蔬专业合作社等一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事蔬菜种植。
茄子、花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逐步成为示范区的主导产业。

在利益联结上，各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入股村民达 10553
人，坝区“三变”改革让农民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了股东，实现了土
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大户反哺有“红利”的收入

“1”变“3”。
在价值链打造中，红花岗区立足城郊型农业定位，围绕打造城

市“菜篮子、果盘子”做文章，建成集农产品收购、分拣、交易、配送
为一体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智慧服务中心，利用大数据平台，实施规
范化信息化管理。在运营模式上，中心自下而上形成“散户种植、
合作社收集、配送中心采购”的格局，打通产销对接关键节点，跳过
了层层加码的中间环节，帮助农业生产者、采购者节本增效，让产
销实现“面对面”。

据介绍，自今年6月正式运营以来，该中心已通过大数据的运
用，与辖区9个坝区建立联结机制，集中向148家学校、医院、机关、
企业、军营等，配送白菜、土豆、莲花白等绿色蔬菜2800余吨，有效
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不通的问题。 王予涵

江苏海安
园区示范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雅周镇通过培育现代农业园区，示范推
广立体种植、智能温控、无土栽培等生态高效栽培方式，全面推进
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图为
当地农民在雅周现代农业园区玻璃温室内对无土栽培的蔬菜进行
管护。 翟慧勇 摄

安徽肥西
太空莲示范区盛开致富“花”

在太空中培养出来的荷花品种“太空莲”落地生根，不仅助力
了夏日旅游的发展，而且莲藕和莲子也带动了乡村经济。在安徽
省合肥市肥西县山南镇长庄村，近年来逐步建成的千亩太空莲示
范区，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走上致富路。

据了解，长庄村于 2014 年成立了肥西县徽莲专业种植合作
社，开始通过“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示范种植太空莲。在产
业发展的带动下，次年，该村24户贫困户就实现全部脱贫。

如今，长庄村已初步建成以“莲”为主导的核心产业示范区，以
“莲”为主题的核心景观，并以太空莲为主基调，搭配了“十二钗”
“百荷园”“百莲园”“百蔬园”“百花园”“百草园”等景观。同时，借
赏荷花、摘莲蓬、吃地道农家菜，乡村旅游也乘风而起，一条产业融
合的乡村发展之路逐步成形。

去年7月，合肥植物园在示范区建立创新科研基地，开展自主
知识产权新品种的培育，促进优良品种扩大繁殖，增加数量，又试
种了20亩印度红莲，并以红莲茎为原料开发高端水生蔬菜。据介
绍，试验成功后，可以彻底改变荷产业格局，使得赏花期从 4月一
直延长到11月，打破了传统荷花只开在七八月份的现状。而且很
多品种都是早晚开花，更适宜观赏；莲子、莲藕等产品价格也相对
较高，可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郑连军

园区长镜头

绿色转型带来“金色收获”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探析

编者按：每一粒米都饱含着无数的辛苦。全国产粮大
区、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中，围
绕“一粒米”做文章，通过培育绿色环保产地，推广绿色种植
技术，发展精深加工产品等措施，提升稻米品质，打响产品品
牌，增加农业效益，为粮食生产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示范。

常德市源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在加工米粉。 资料图

今年，浙江绍兴
诸暨市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姚江镇的草莓
基地引进草莓基质栽
培技术，采用最新配
方，提高基质保水、保
肥能力，杜绝土壤污
染和土传病害，使草
莓丰产，并进一步提
升了甜度。近日，头
批草莓已开始上市。
图为当地农民在采摘
高架草莓。
郭斌 吴海军 摄

□□ 杨娜 孙伟 本报记者 吕兵兵

“昔日地塌屋裂庄稼淹，今朝楼
高院美配套全”“粮食瓜果鱼和虾，
立体种养富农家”……山东省枣庄市
峄城区底阁镇石膏矿塌陷地复垦工
程实施后，这些话在当地渐渐流传
开来。“塌陷地治理后，俺家承包了
10 亩鱼塘，年收入 5 万多元，小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西南晁村原建档立
卡贫困户晁立坤每次提及此事，幸
福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底阁镇曾是鲁南境内最
大的石膏生产地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建有 18 家石膏

矿，年开采量 300 万吨。多年的地下
开采，造成 15110 亩良田塌陷，房屋也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近年来，底
阁镇把塌陷区综合开发整治作为资
源型乡镇转型发展的重要工程来抓，
累计投资 5000 多万元，先后完成开发
治理 9 期，治理面积 1.2 万余亩，初步
建成了集生态水产养殖、特色农业种
植、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立体生态
农业园区。

底阁镇按照高点定位、高速起
步、高效运营的“三高”标准，按照

“治理筑基+主体培育+三产融合”的
发展思路，推动成立了九洲、正荣、
盛塘等渔业养殖合作社，先后引进

了黄颡鱼、斑点叉尾鮰、黄金鲫等名
优品种，推广淡水青虾、泥鳅、水蛭
等高附加值水产品的养殖。截至目
前，全镇 5000 亩鱼塘可产淡水白鲳、
黄颡鱼、鲤鱼、鲢鱼等各类水产品
1000 余万斤，实现年收入 5000 余万
元，增收 1000 余万元，产品销往青
岛、江苏徐州等地。

“依托生态水产品养殖基地、特
色农业、矿区地貌等资源优势，结合
地域人文特色，我镇还在园区内建设
了渔业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基地。”底
阁镇党委书记杨斌说，园区建设为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可持续
发展的路子。

□□ 本报记者 常力强

日前，记者从四川省遂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自 2018 年
正式开启现代农业园区创建以来，遂宁多措并举打造现代农业
的“样板区”、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农业技术的“推广站”、优质
农产品的“孵化器”，目前建成的 45 个现代农业园区覆盖全市各
地，形成了省、市、县三级现代农业园区梯次发展、竞相发展的
良好态势。

据了解，遂宁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坚持集聚发展，按照“长
藤结瓜、连线成片”的思路，规划建设 173 公里农业大环线，以 1
条环线串起 45 个省、市、县级现代农业园区，构建起“1+45”现
代农业园区发展新格局，并出台多项措施引导鼓励新入驻企业
围绕农业大环线建设园区、发展产业，加速汇聚社会工商资本，
努力将农业大环线打造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新高地、要素整合的
聚集地。

在推动各级农业园区建设中，遂宁注重服务创新、产业融合
和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建设提速提质，产业接二连三，农民持
续增收。服务创新立足园区建设发展要素需求，在资金、土地、人
才支持方面创新服务保障机制，全力助推园区建设发展。

产业融合在突出“一园一主业、一园一特色”的基础上，不断
拓宽产业功能、丰富业态。依托遂宁高新区“黄菜油+524 红苕”
现代农业园区，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培育形成从一粒菜籽到一壶
清油的全产业链条。特别是船山区生猪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园区，
实现了“从一头猪崽到屠宰、加工、出口及兽药、饲料等附加产业”
的生猪全产业链发展。

园区连农带农围绕“村村入园、户户入社、人人增收”的目标，
通过实施龙头带动，股权量化，订单合作，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了当地农民充分享受园区发展红利。

在多项措施的推动下，全市园区建设高质量快速推进，45个
现代农业园区已建成核心区面积 598 平方公里，辐射面积达到
2064 平方公里。其中建成特色产业园区 25 个、特色产业基地
189.6万亩，推动了精品粮油、绿色菌菜、特色畜禽等特色产业链
的发展。另外，农业园区建设成功吸引一大批社会工商资本参与

“三农”，培育了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000余个，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及重要改革事项在园区先行
先试，为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下一步，遂宁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打造、分步实
施”的原则，科学确定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做好规划引领，突出

“稳粮、优经、扩饲”，做强优势产业，并通过强化全产业链条的科
技支撑，促进农产品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值。园区通过就业带
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模式，将进一步建立完善利益共享
机制，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全产业链条增值收益。

山东枣庄市峄城区

变采矿塌陷区为现代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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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田林
油茶示范区铺出增收路

“前两年我种了 130 亩油茶林，按目前市场价 1 亩油茶收益
2000元，光油茶产业一项，到丰产期我家一年就有 20来万元的收
入。”远眺自家的油茶林，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潞城瑶族
乡旺吉村村民王永林充满希望。

田林县是广西国土面积最大的县，且多以山地为主。近年来，该
县立足资源禀赋，把油茶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重要特色产业来抓，在
政策、资金、科技等各个方面加大扶持引导力度，推动创建了林业生态
（油茶）特色产业示范区，推广油茶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模式。

示范区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经营模式进行市
场化管理，收益按4.5∶0.5∶3.5∶1.5进行分成。在经营过程中，企业
通过“务工补助”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油茶管护工作。对参与务
工总量达到补助条件的贫困户，除获得务工费之外，每户每年还可
获得一次性补助务工工具采购费 1600 元。此举有效提高了贫困
群众的劳动技能，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陆续实现脱贫摘帽。

2016年以来，“核心示范”带动田林县新增油茶种植 4.2万亩，
覆盖全县 14 个乡镇，给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全县油
茶保有面积达41.7万亩，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30家，创建500亩以
上的连片良种油茶种植基地13个，建立定点良种油茶苗圃3个，并
投资 6 亿元引进中高端油茶加工企业 3 家，年可加工高端山茶油
2000吨，带动山茶油实现质的飞跃。

“明年，我县计划再种植油茶4000亩、改造低产林1.2万亩，让
油茶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副县长潘涛说。

黄艳琼 岑冉鑫

□□ 本报记者 杨娟

一丘稻田，从过去路不通水不畅、农机进
不来，到现在田成方渠成行、农机跑得欢。

一粒稻谷，从过去大药大肥猛乱“吃”一
通，到现在减肥减药绿色生产，“常德香米”品
质提了起来，品牌响了起来。

一碗常德牛肉米粉，从过去如果在外地
也只能想想干流口水，到现在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吃上，安全、美味又便捷。

2019 年，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开始创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这些“过去”变成崭
新的“现在”。初冬时节，记者来到这里，真切
感受到“绿色”转型给一个传统水稻种植地区
带来的“金色收获”。

绿色理念厚植健康产地

位于洞庭湖西滨的鼎城区，常年水稻栽种
面积在170万亩左右，是全国的产粮大区，多次
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湖南省粮食生
产标兵县”。但多年来，鼎城一直存在着量大
质不优、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牌建设滞后等问
题。种植的水稻品种一度达80多个，多、乱、杂
现象突出，导致稻谷销售渠道不畅，价格不高。

一亩稻田，如何种出高效益，一直是素有
“鱼米之乡”美誉的鼎城致力破解的困境。近两
年，鼎城区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
瞄准优质水稻生产，以“一控两减三基本”为目
标，创新绿色高质量模式，以“常德香米”地理标
志产品为主创品牌，着力构建绿色种植、精品加
工、品牌建设、休闲观光、资源环境保护的绿色
产业链体系，多措并举铸造常德香米品质，探索
出了一条让水稻增产、增收、增效的好路子。

在鼎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鼎城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钟兴满看
来，要打破传统种粮效益低的困境，就要确立
发展绿色农业就是保护生态的观念，推动农
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
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
业发展新格局。

秉承“好地产好粮、好粮出好米”的理念，
鼎城区从精心培育绿色环保产地入手，一方
面，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园区生产
基地的机械作业、农田灌溉条件，提升耕地质
量，提高粮食产能。目前，产业园建成高标准

农田 27.2 万亩，覆盖率达 69.8%，节水灌溉覆
盖率达 90.1%；另一方面，结合深入推进以农
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力实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园区内实现“水、陆、空”生态环境
大提升，为孕育常德香米打造了绿色、环保的
摇篮，夯实了常德香米的品质和质量基础。

位于园区的鼎城区亿泽农业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陈帅宇告诉记者，在园区支持
下，基础设施得以改善，以前田路不通水不
畅，农机进不去；现在田成方渠成行，农机跑
得欢，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为绿色产业链打
下了基础。

技术组合产出优质稻米

在亿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刚烘干的晚稻
馨香四溢，58 岁的种植大户朱中华捧着金灿
灿的稻谷满脸喜悦地告诉记者：“我们用‘绿
色’生产换来了‘金色’收获，超划算！”

“‘绿色’就是少打农药、少施化肥的生态
种植方式，而‘金色’当然是种稻谷挣了

‘钱’！”朱中华给记者解释道。
为了把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常

德香米”做大做强，产业园制定常德香米产品
质量标准和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品种繁
育、栽培技术、仓储运输、加工包装、质量追溯
等全环节的技术规范与操作规程，构建了覆
盖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

在水稻生产环节，园区大力推广绿色
生态循环技术。突出耕地地力提升、农药
化肥减量增效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常德
香米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把土壤改良、测
土配方施肥、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
防控、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等绿色生态循环技术配套组装，坚
持办点示范与培训指导相结合，把各项技
术落到实处，确保常德香米的品质优良和
产品质量安全。

绿色种植制度推广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
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也离不开生产性服务
组织提供绿色技术服务。2019 年，亿泽农业
联合 10 家合作社成立了合作联社，采用“基
地+农户+大户+互联网”的模式，严格标准化
生产，服务园区内的5万亩稻田。

朱中华是鼎城区谢家铺镇官桥坪村的

种粮“老把式”。不过，以前他还只是个种植
小户，种个三五十亩地，自己有台收割机。
而近两年，朱中华流转了 300 亩田，变成了名
副其实的种粮大户。朱中华说，原来种得
少，流汗多，挣钱少；而现在种得多，操心少，
挣钱多。

“合作联社为我们提供最低价的农资、最
贴心的技术服务，让我们获得最高的经济效
益，每亩收益比以前我自己种粮至少增加300
元。”朱中华告诉记者，联合社实行统一供种、
统一供肥、统一生物防治病虫、统一收购稻
谷、统一加工销售，仅病虫害的专业化统防统
治和绿色防控这一项，就让农户少用两次药，
一亩地就降低成本60元。

节本增效的同时，稻米品质得以提升。
“我们种的常德香米，比泰国香米还香，光吃
饭都能吃两碗！”朱中华信心满满地说。

在园区，即使是“无经验、无技术、无农
机”的种粮新手，也能跟着合作社通过种粮受
益。谢家铺镇匡家桥村的张配岗，一直在镇
上做小买卖，从来没种过田。从去年开始，他
流转了100多亩地，全程托管给亿泽合作社种
植，既没耽误开店，又新增了种稻收入，2019
年水稻种植挣了6万元。

今年，园区推广“农香 32”“农香 24”等优
质香型水稻种植面积 33 万余亩，化肥农药施
用强度降至 10.82 公斤/亩，生产的粮油产品

“两品一标”农产品占比达 61.24%、产品质量
安全抽样检测合格率达100%。

全链发展示范粮油生产

好品质带来高效益。园区内生产加工的
“常德香米”最低卖到 8-10 元/斤，最贵的达
到上百元每斤。不过，对绿色产品的开发并

没有止步。
“绿色发展，不仅仅要盯着‘一粒米’，也

要瞄准新的消费需求调结构，生产紧跟消费
潮流的优质农产品，才能提质增效。”常德市
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盛旭华表示。

一碗地道的常德牛肉米粉，是每一个
吃过的人都会心心念念的美食。而在以
前，走出湖南后，很难吃到这碗原汁原味的
常德米粉。

为了让“常德米粉”香飘全国，2020年，产
业园建立了“早加晚优”万亩创建示范片5个，
结合“早加晚优”的推广模式，利用早稻加工
型稻米品种，园区内企业开发了独具常德特
色的米粉、米茶、胚芽糙米等精深加工产品，
优质晚稻则用于“常德香米”品牌的打造和推
广。如此，“常德香米”产品系列不断丰富，走
出了一条更加广阔的路子。

如今，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抑或是远在
他乡的常德人，只要想吃“常德米粉”，只需拿
出一盒自加热常德鲜湿米粉，倒上大半瓶矿
泉水，15分钟之后，一盒热气腾腾鲜香味美的
正宗“常德米粉”就能抵达你的舌尖，满足你
的味蕾、消解你的乡愁。

“从一粒米到一碗粉，附加值提高了 3
倍。”常德市源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公司生
产的鲜湿米粉网上订单达7万多单，销售总额
超过 100 万元。公司和农户在米粉加工链条
上共享收益，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将越来越高。

“让农业不仅生产绿色粮食，还‘生产’绿
色原野，寄托美丽乡愁。”钟兴满说，按照规
划，鼎城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成为优
质粮油新品种研发的孵化器、产业联农富农
大基地、三产融合发展先行区、农业绿色发展
示范区，示范引领全国粮油生产现代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