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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桐梓

榨菜示范区助农增收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木瓜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整合村级土地资源，采
取“合作社+企业+农户”的运作模式，打造出2200亩榨菜种植示范区，并引进企业建
设榨菜加工厂，通过产销不出镇的方式，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促进农民增收。图为
当地农民在采收榨菜。 赵萍萍 摄

日前，笔者从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人
民政府获悉，该县近年来大力推动建设
规划面积 107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坚持项目拉动、创新驱动、循环
联动、服务推动一体化推进，促进旱作农
业及小杂粮生产加工、有机食品生产加
工、畜牧业及饲料加工、中药材生产加工
等相关产业发展。

作为沁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引
擎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的主战场，该示
范区自2019年经山西省政府批准设立以
来，围绕“数字园区、智慧农业、智慧党
建、联合创新实验室”四大板块，与中国
移动、中国农科院、中北大学等院校合
作，利用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
大力实施“数字园区”建设工程，引领循
环生产、集约发展、特色转型之路。目

前，首期完成一张 5G 网、一个“5G+”智
慧农业数字化综合运营中心及九大示范
点建设，实现从管理到服务，从生产到物
流，从车间到客户，从研发到销售智能化
全覆盖，生产调配更精准。

在现代农业产业孵化和技术研发方
面，示范区坚持绿色生态循环经济全产
业链招商，去年引进总投资 1.81亿元的
山西能投生物天然气及有机肥生态循环
利用项目，每年可处理农作物秸秆 8 万
亩、畜禽粪便 4万余吨，年产生物天然气
610万立方米、生物有机肥 2.75万吨、液
体水溶肥 1万吨，形成“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处理+清洁能源生产供给+有机肥生
产推广+有机示范种植”全产业链，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凸显。

孙兵兵

山西沁县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日前，笔者从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发展农村产业，该
县近年来建成包括高效种植、生态养殖、
加工物流、休闲观光四大板块的武罗现
代农业园区。

园区规划总面积9.6万亩，其中核心
区主要以二三产业为主，重点是粮食加
工和农产品物流。扩展区以一、二产业
为主，包括种植、养殖及生猪、肉羊全产
业链的屠宰、加工及配套项目。辐射区
以第一产业为主，重点进行粮、饲、果的
高效种植、中草药种植及生猪、肉羊分散
饲养等。

据介绍，园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采取出租、托管、股份合作等
形式，加快园区土地向龙头企业、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等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流
转，重点支持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
推动园区规模经营。目前已入驻泰昌
农业、武罗合作社、美神种猪等 23 家
企业。

下一步，园区将依托果树、蔬菜品种
多，栽植模式新以及现代化管理程度高
等特点，致力打造成集生产、储存、加工、
科普、示范、度假、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以绿色发展为核心，以农民增
收，巩固脱贫成果为落脚点，引领带动现
代农业的发展。 江雪

河北武邑

建成武罗现代农业园区

日前，笔者从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政
府了解到，为延长全县生物医药产业链
条，该县采取财政奖补等多项措施扶持绿
色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建设，已在李兴、宫
集、倪邱、大新等 4乡镇建成绿色中药材
产业示范园，并辐射带动全县中药材规模
种植大户发展至217户，生产中药材散户
1.3万户以上，桔梗初加工龙头企业6家。

太和县是全国著名的医药生产和
销售大县，该县近年来有效利用安徽省
现代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型产业基地平
台，出台《太和县扶持绿色中药材产业
示范园建设工作方案》，县财政每年列
出 5000多万元中药材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坟台、赵集、阮桥等 15 个千亩以上中
药材产业示范园，以及李兴、倪邱、大

新、宫集 4 个万亩以上中药材核心辐射
区的建设，加快推进全县中药材规模
化、绿色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县财政专项资金具体奖补措施为，
对经批准新建的绿色中药材产业示范园
进行扶持，对示范园内中药材种植 200
亩以上的大户或企业，每年每亩补助
400-600 元，对示范园内中药材种植大
户或企业参与中药材保险给予每年每
亩保险费 30%的补贴，对其从事中药材
生产发展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给予 50%
的补贴，着力推进全县绿色中药材产业
示范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知名品牌创
建、产业联合体培育和产业化经营，力
争通过示范辐射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达到 30万亩。 邱永林

安徽太和

示范园助推中药材产业优化发展

山东阳谷

绿色农业园区增效益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在西湖镇孙楼村建成集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种植、
采摘观光旅游、科技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化绿色农业园区，示范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提升种植效益，带动1.2万余户农民增收致富。图为近日，当地村民在采摘有机
红彩椒。 陈清林 刘月洁 摄

□□ 吴小军 郭爱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产业分布图上，红线条围起来的园区
范围内，成组平行的绿色横线条标注了玉
米种植区，蓝色横线标注了大豆种植区，
一个个三角形所代表了肉鸡场和种猪场
点缀其间。

2018年以来，聚焦做大做强肉类、玉
米大豆食品、乳酒制品“红黄白”三色食
品，地处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三角洲地
带的黑龙江农垦宝泉岭垦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立足东北部边疆区域，通过结
构调整、产能优化，全面建设升级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把产
业园建设成为带动区域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增长极。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过程中，
我们针对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一产独大、发
展要素集聚度低等共性问题，结合自身国
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特点，从解决区域战
略性、结构性问题着眼，从粮油、农副食品
入手，推动了‘红黄白’主导产业综合效益、
三产融合和联农带农等水平的大幅提升。”
负责实施创建的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宝泉岭分公司副总经理杨荣军说。

提高产出综合效益，产业园首先对结
构进行调整，初步实现玉米、大豆“一减一
增”的局面，完成了粮油原料基地和畜牧
养殖基地建设。玉米种植基地面积由
17.7万亩调减至 12.2万亩，优质大豆种植
基地面积由 13 万亩扩展至 20.2 万亩，成
为全国大豆产业振兴的排头兵与先锋队。

“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产业园围绕

巩固发展‘三色’产业，通过做长产业链，
不断促进价值链提升。”宝泉岭分公司产
业发展部副部长张志新说，园区立足宝泉
岭经济开发区、共青农场工业园两个加工
流通重要产业节点，创新龙头企业与种养
基地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优质大项目不断
向产业园集聚，确保每个主导产业都有龙
头带动、都有基地配套。

通过项目集聚，园区吸引来一批国内
外知名企业纷纷落户。双汇北大荒肉业依
托产业园32个规模以上生猪养殖基地，生
猪年屠宰加工量达到 45万头。北大荒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立足产业园玉米种植基地
原料优势，实现复合饲料年加工能力30万
吨，同时依托宝泉岭农场、共青农场 26个
白羽鸡养殖基地，白羽鸡年屠宰加工能力
达到6000万羽。香其酱业公司、宝泉酱业

公司与产业园大豆种植新型经营主体紧密
互动，共同构建“龙头＋基地”产业模式，大
豆精深加工总产能达到 7万吨，加工产能
分列东北地区第一、第二位。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大力引导
农场职工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构建起以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场职工’为代表
的新型利益联结机制。”张志新说，目前产
业园内 70%以上的农场职工选择加入合
作社联合经营或与龙头企业签订订单，农
场职工切实分享到产业园建设红利。

另外，产业园基本实现了农业保险投
保面积全覆盖，宝泉岭农场、共青农场与
农场职工（农户）签订种植合同，户均种植
面积达到141.22亩，适度规模化经营率达
到 100%，产业园内农场职工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30310元。

黑龙江农垦宝泉岭垦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红黄白”三色绘出产业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工厂化种苗中心，绿茵茵的苗床上一
株株嫩翠的西瓜苗已经长到七八厘米。
西瓜种植大棚内，沿着吊蔓生长的瓜苗即
将开花结果。春天，“甜美的事业”在江苏
省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再次开启。

位于黄海之滨，规划总面积 26.5 万
亩，覆盖 3个乡镇 2个国有农场的东台市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西瓜、甜叶菊为
主导产业，其它果蔬为辅，大力推进品种
改良和标准化生产，拓展“农业+”新业态，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
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2020年产业园总产
值达60亿元。

“在产业园创建中，我们紧紧围绕‘东
台西瓜’地方特色优势品牌，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科技驱动和品
牌引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高
效农业，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的产业基
础。”产业园服务中心主任袁明说。

科技支撑，一亩田收万元

长出的西瓜品相好，甜度高，自然会
卖出好价钱。

而种出好西瓜从品种到种植方法都
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产业园服务中心副
主任常亮说：“高新技术应用是推动产业
发展的关键驱动。”

为强化技术支撑，产业园专门成立了
西甜瓜产业研究院，建成集育种、种质资
源筛选与创新、植物抗性分析、病毒检测
等研究工作为一体的西（甜）瓜试验平台，
与中农大、中科院、南农大等院校开展产
学研合作，培育本土西瓜品种，攻坚西瓜
引种试验，轮作障碍等技术难题。

“我们以‘彩瓤、糖度高、瓤质酥脆、清
香独特’为育种目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已经培育出早熟性
好、品质优、口感佳的西瓜新品种‘三彩’
和‘三笑’。”产业园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马
含月说，“这两个品种具有果型圆整，外观
清秀，瓤质酥脆，汁水饱满等特征的新品
种，为提高种植效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产业园每年引进 100 多种西
（甜）瓜新品种进行试种研究，并先后研究
制定《绿色食品标准汇编》《蔬菜病虫害安
全防治技术规范汇编》《果蔬类标准汇编》

等技术规程，通过农技推广机构、企业、科
技服务超市等平台，加快优质种苗繁育、
栽培技术、贮藏保鲜、销售推介等技术的
应用和推广。

“在产业园带动下，我们逐步更换了
新的品种，规范了种植管理，种出的瓜也
越来越好。”种植大户梅从飞说，“新引进
的‘全美 4K’西瓜，既能卖到高价，还很
畅销。”

据产业园服务中心办公室负责人梅
晓秀介绍，园区在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标
准化种植的基础上，还对种植大棚进行了
科学改造提升，集成运用设施栽培、水肥
一体化等技术，引进自动播种生产流水
线、自动插苗机、自动收割机等设备，机械
化率达70.2%，机器换人工程成效明显，目
前西瓜亩均收入已超过万元。

据了解，在科技支撑下，产业园依托
G344、G228、S352 沿线规模产业带建设，
重点打造出西瓜和甜叶菊高标准种植示
范带。其中西瓜种植面积 10.65万亩，甜
叶菊4.25万亩。

做好“农业+”，多业态促产业融合

“拓宽产业链条，加强产销对接，创新
‘农业+’发展模式，是不断推动农业农村

高质高效发展的必由之路。”产业园服务
中心运营服务科科长袁飞说，东台市在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加大农业产业
招商力度，突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新型
业态培育，从休闲农业、定制农业、生鲜电
商、民宿经济、民俗文化等方向持续拓展

“农业+”业态。
近年来，产业园先后引进赐百年生

物、翠源食品、辰羽堂生物科技等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17家。投资10亿元的海升现
代农业项目，投产建设智能温室和鲜榨冷
压西瓜汁深加工项目，浩瑞生物新上甜叶
菊糖苷加工项目，诺亚农业、万兴果业等
农业总部经济企业在园区落户。目前，产
业园农产品初加工转化率达 81.2%，主导
产业加工产值与主导产业一产产值比值
达3.06∶1。

业务涉及西瓜的全产业链的金津果
业公司，新上全国首条无损测糖西瓜分
级分选线，可以进行西瓜清洗，甜度、重
金属检测，快速称重，空洞果检查，每小
时可分拣 5000 只左右，大大提升东台西
瓜标准化程度。“我们还通过成立社团组
织，一方面引进新品种、新理念、新技术，
一边带着成熟的技术方法走出去，并通
过各种渠道拓展，切实带动瓜农受益。”
金津果业公司董事长，东台西瓜产销协

会的会长许鹏说。
产业园视频资料显示，“农业+电商”

“农业+旅游”“农业+文化”是东台依托
园区建设，发展“农业+”的主要着力点。
其中“农业+电商”借助几大电商平台建
立东台农产品特色馆，推动农产品跨境
电子交易，农产品电商年销售额超 34 亿
元。“农业+旅游”以产业园为重点，把东
台乡村农旅二日游线路列入省精品线
路，植入东台元素的“稻田画”。“农业+文
化”新建西瓜博物馆、野外轻奢帐篷酒店
等农旅项目，开发一批文创产品以及“瓜
儿熟了”“果蔬嘉年华”“东台西瓜节”等
固定品牌节庆活动。

多元联结，美了村富了民

“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产业园服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何育东说，东台市在产业园建设中注重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产村融合发展，联农
带农增收。目前，园区核心区三仓镇兰
址、联南、官苴 3个村，已创建成江苏省首
批特色田园乡村。

为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园区依
托国家级星创天地、兰址创客中心、农民
大讲堂等创新创业载体，成功招引朝日
农园、果之优、荣恒温室等一批“双创”主
体入驻，返乡创业人才超 90人，年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总数达 8000
人次。

“在带动农民增收中，我们推行就
业、创业、科技、股权、扶贫等多元化利益
联结机制，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17家、新型
合作组织 69 个，农户加入合作社比例达
64.1%，带动就业人数超 3.7万人，带动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幅达 15.24%。”常亮说，
产业园通过多种措施，鼓励企业、合作社
与基地农户建立“保底价+市场二次连动
价分红”“保底价收购以及股份合作”“园
区+村集体+企业+农户”股份合作等多
种模式。

同时，产业园完善了农业保险，出台
《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
实施意见》《东台市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等农业保险文件，扩大
农业信贷担保金，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1000 万元，进一步提
升园内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以“产业甜”促进“乡村兴”
——记江苏省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乡村产业振兴排头兵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组织完成了
新一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修编工作，启动
新一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据了解，中卫新一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进一步调整和凝练了园区主导产业，重点以
枸杞、肉牛等三大特色产业为主导产业。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农民受益”的
原则，中卫市力争将园区打造成中卫现代农业
示范窗口、特色产业集聚平台、科技创新创业
引擎、科普与技能培训基地、“一带两廓”三产
融合样板，推动整个黄河中上游区域高效农业
与农业科技进步，成为西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
的样板区、“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创新的集聚示
范区、沿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园区通过规划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整合
现有资源、形成完善的核心区主体功能分布格

局，健全三大产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和科技创新
创业能力，实现产业链延伸和拓展，拓宽园区
生产经营收入来源，大幅度提高园区农业综合
效益，实现园区农业产值增长25%以上。新一
轮园区建设期预计投资 85682万元，核心区各
规划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后，可直接产生年收入
3.67亿元。

据介绍，新一轮园区建设中还将强化市、
县（区）、乡（镇）和企业的一体化分层级建设管
理体系，明确目标任务，推动责任落实，持续精
准发力，同时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建立健
全各类创新主体协调互动和创新要素高效配
置的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成
果交易转化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推动枸杞、
肉牛等三大产业优化升级，把园区建设成为现
代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地。 胡冬梅

宁夏中卫

启动新一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工作人员在西瓜育苗期进行田间管护，数据登记。 乐敏 摄

今年，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大龙镇产业规划引领下，该镇干埝村着手建设占地
3000 亩的桃树产业园区，规模种植早熟品种“极早脆”1000 亩，晚熟品种“瑞源 2 号”
2000亩。图为近日，村民在园区栽种桃树苗。 张国盛 许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