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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潘玉林

日前，笔者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斗虎屯镇政府了解到，近年来该镇组
织张李、大徐、杨庙等 5个村庄联合成立
五联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以高标准
生态养殖区为核心，以果蔬种植区和休
闲观光区为配套的“种养结合·农牧循
环”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有力促进了乡村
产业振兴，带动了农民增收。

园区果蔬种植区建有 6个高标准冬
暖式大棚，与常规大棚相比，在空间通透
性、技术措施调控、环境影响等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符合新旧动能转换要求，可实
行棚下种养等多种生产模式，实行机械
化、标准化管理。

生态养殖区配备了地暖、风机和湿
帘等现代化养殖设备。包括自动喂料、
饮水、通风和保温的饲养过程实现高度

自动化。同时顺应规模化、无害化养殖
的环保政策导向，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
并转化为肥料，提高了农业资源利用效
率和绿色发展水平。

旅游观光园区建成葡萄休闲观光园
70余亩，葡萄种植模式、架式均采用最新
集成技术，可实现深翻、埋土、修剪，喷药
等农机无障碍操作，实现了集约化管理。

据介绍，园区建成后大大提高了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解决了农村持续
增收难问题，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无缝衔接。同时，补齐了农村党支
部发挥引领作用的“短板”，增强了党支
部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实现“支
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有收益、乡
村大振兴”四方共赢的良好局面。截至
目前，该项目已实现收益 138万元，已向
5 个村的 53 户分红 29.1 万元，带动人均
增收3000余元。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

生态农业示范园兴产富民

□□ 龙平岩 郭宁

日前，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
市都安县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该县与
中国农业银行河池分行都安支行合作，
推出掌银“惠农 e贷”特色模式农户贷款

“蔗农贷”，帮助蔗农解决资金困难，助推
甘蔗示范园建设。

据了解，去年都安县与农行都安支行
合作，累计向当地蔗农发放“惠农 e 贷”
4048万元，有力支持了甘蔗种植生产。在
此基础上，今年该县为促进甘蔗示范园建
设，通过向广大蔗农了解春耕生产的服务

产品和资金需求，再次与农行都安县支行
联手，推出“蔗农贷”专项贷款产品。农户
贷款可通过手机自助贷款、还款，而且随
用随贷。近日，该县澄江镇合建村蔗农蓝
锦育已顺利通过掌上银行成功办理了“蔗
农贷”，获得30万元人民币贷款。“有了这
笔贷款，今年可以再多种 200多亩甘蔗，
预计可增收近15万元。”

同时，政银合作还为制糖企业和广
大蔗农推出资金调度、结算及甘蔗款兑
付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全力解决
制糖企业和广大蔗农资金结算的“后顾
之忧”。

广西都安

甘蔗示范园携手农行“蔗农贷”

江西永丰

蔬菜示范园助农增收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依托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成果，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打造蔬菜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蔬菜种植，
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图为近日，当地农民在示范园采摘
蔬菜。 刘浩军 摄

□□ 杨肖

日前，笔者从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
相关部门了解到，近年来，该县利用三桥
镇凤山村优良的生态环境，建成高海拔
硒锶茶产业园，有力地带动了农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

道真县地处黔渝之交，位于云贵高
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位于县
域西北部的凤山村海拔 650-1200米，昼
夜温差大，森林覆盖率高，山高多云雾，
土壤富含硒、锶等微量元素，具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
近年来，该县引入兴园公司，在平

均海拔 1000 米的山地推进凤山硒锶
茶产业园建设，主打绿色有机品牌，
在保绿水青山的同时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目前，园区依山顺势已种植茶树
300 余亩。同时道真还大力引进和培
育市场主体，通过党建引领，采取“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与茶农签订收购合同，协作生产，
共同发展茶叶产业，带动农民人均年
增收约 1 万元。

贵州道真

建成凤山硒锶茶产业园

□□ 修先明

日前，带着来自北纬 39度的优质草
莓，辽宁省东港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广
东广州市举办了丹东·东港草莓专场推
介会，以开启东港草莓进入粤港澳大湾
区的新通道。

推介会上，丹东市农业农村局与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签署了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架起
了丹东到大湾区合作桥梁，开辟了丹
东市优质、特色农产品销往粤港澳大
湾区的渠道。

此次推介会邀请了近百家采购商、
渠道商。通过现场交流洽谈，产业园丹
东玖玖农业、永刚果蔬家庭农场、润泽专
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与京东、西果记、本
来生活网等销售平台达成意向并签订合
作协议，意向订单金额450万元。

据介绍，东港市将以建设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契机，坚持“品牌化”发展
道路，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支撑体系、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电商平台销售
体系，打造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区，不断朝着“百年产业、百亿产值”的
目标迈进。

辽宁东港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赴粤推介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渠道

近年来，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董允坝现代农业示范区按照“大园区+
小业主”发展模式，成功引进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泸州竹芯食品有限
公司等8家龙头企业，培育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36个，吸引76
名返乡农民工创业，有力带动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图为近日，当地农
民在菜地锄草。 周超文 蔡有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蓝天白云相依,牧民草原相伴。靠着
政府支持贷款买牛，牧民张金虎养殖的肉
牛现在已经发展到 20多头，“养牛不仅让
我们脱了贫，还让我们奔上了小康路。”

地处内蒙古、辽宁、吉林三省区交汇处
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属于中国北方
农牧交错带，在发展肉牛产业方面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素有“黄牛之乡”的美誉。

2019年以来，科左中旗以肉牛为主导
产业，以舍伯吐镇等4镇（苏木）74个嘎查
（村）137万亩的肉牛产业集聚区为主体，
着力推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在产业园建设中，我们以促进农牧业转
型升级，示范带动蒙东乃至全国肉牛产业的
发展为目标，集中资金、科技、人才、土地等生
产要素，加快改善提升肉牛生产条件，推进肉

牛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的大幅
提升。”产业园服务中心主任孙志强说。

数据显示，产业园创建累计投入各类
资金29.08亿元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肉牛产业发展，形成了以政府引导、龙头
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科研院校为技术支
撑的发展模式。目前，产业园已经形成饲
草种储、种源生产、母牛扩繁、规模养殖、
市场交易、精深加工、科技研发、电商物流
全产业链条发展格局。园区浅埋滴灌高
效节水农田面积达50.4万亩，现存栏肉牛
8.11万头，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67.5%。

“促进产业全链发展，我们坚持以科技
先行支撑。”产业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汪伟说，
园区创建以来已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开展
科技创新合作，园内科尔沁肉牛种业公司国
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团
队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开展了现代繁育技术

创新研究。“我们还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建
立优质青贮玉米研究实验基地，开展了肉牛
产业优质饲草料供应体系科技创新，与中国
肉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牛肉品质提
升创新研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

在科研的支撑引领下，产业园围绕肉
牛产业，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促进种、
养、加、销、研一体化发展。两年来，通过
整合项目资源，园区建成 24 万亩标准化
绿色优质饲草料种植基地，2个高标准万
头肉牛生态育肥基地，18个标准化养殖场
（小区），并引进 3家大型肉牛屠宰加工企
业，建成 11个小型牛肉加工厂，年屠宰加
工能力达 20 万头，建成肉牛交易市场和
肉牛产业电商服务中心，年活牛交易量达
60万头，交易额近百亿元。

同时，产业园通过肉牛特色小镇建设，
促进产城融合，以全国第一批特色小镇—

舍伯吐黄牛小镇为核心，配套建设肉牛产
业大数据服务中心和交易中心，通过科尔
沁肉牛文化产业博览园、中国民族特色村
寨浩日彦艾勒、珠日河牧场疏林草原等节
点，打造农业休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在完善产业链的同时，我们将带动农
民增收作为产业园创建的一项重要任务。”
孙志强说，目前园内74个嘎查均成立了股
份经济合作社，实行一人一股，将股份配置
到每个农户，农户加入合作社比例达
100%。同时，园区进一步创新联农带农机
制，建立了订单合同型、价格保护型、服务协
作型、流转聘用型、资产收益型等5种类型
的利益联结方式。其中“政府+龙头企业+
嘎查村+贫困户”的模式效果显著，即以投入
资金扶持企业发展肉牛产业，企业以返还收
益金、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成本价托养
肉牛等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赶着黄牛奔小康

乡村产业振兴排头兵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文/图

从房前屋后延伸到山谷平地，再爬上
山坡，翻山越岭，枝繁叶茂的柚子树覆盖了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70多万亩的土地。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平和县辖区以
山地为主，水丰林茂，土地肥沃，是中国琯
溪蜜柚之乡，也是全国最大的柚类生产基
地县和出口基地县，并于 2018 年获批创
建以蜜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两年多来，包括霞寨镇等 6个主产
乡镇，规划总面积 1011 平方公里的平和
县产业园着力推动政策集成、要素集聚、
功能集合、经营主体集中，通过高标准生
态柚园建设，改种嫁接新优品种，推动三
产融合，完善配套服务等措施，推动蜜柚
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台阶。

“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载
体，我们要以提品质、促营销、延链条、扬
文化为主攻方向，在控制总量、改良品种、
提升质量、增加出口、突破加工上做文章，
致力从做大转向做强，打造出‘中国柚都·
世界柚乡’升级版。”平和县县长、产业园
创建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吴丁顺说。

基地示范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平和琯溪蜜柚有着 500 多年的种植
栽培历史，并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扩大
种植面积。之后用 20多年的时间把荒坡
山变成花果山，将蜜柚树变为“摇钱树”。

“但经过多年发展，蜜柚品质稳定难、品
种标识不规范、价格波动大等成为产业转型
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黄堃说，“解决这些问
题是我们产业园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其中最
为基础的就是要在种植环节进行革新。”

为推动蜜柚种植方法和技术改进，产业
园规划建成6个生态果园，通过1.2万亩示
范片区，带动建成高标准生态柚园24万亩。

位于小溪镇的高标准生态蜜柚园配
备了 130台太阳能吸入式诱虫灯，高挂式
水肥一体化微喷灌设备连接到 2000亩果
园里的每一棵树，铺设了 6条总长度 1356
米的山地果园搬运单轨道。果农打开手
机就能及时了解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
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并通过点击手机屏进
行可视化远程微喷灌操作。

南胜镇生态果园综合措施示范片配备
了沼液收集处理设备，着力示范推广区域

“种养一体化”生态循环模式。“借助产业园

建设的项目支持，我们通过施用沼液和有
机肥改良土壤，以及采用树下留草保水、放
养鸡鸭、精准管护等方法措施，要示范带动
高品质柚果的种植。”在果园里疏果去枝的
前山村“80后”返乡创业农民胡振斌说。

同时，产业园为应对原有品种价格波
动大的问题，还通过示范引领，推动了早
熟、晚熟、特晚熟柚类品种和高海拔优势
柚类品种高接换种。南胜镇义路村共种
植有近两万亩柚子树，“目前，有三分之一
的果树都已经嫁接了葡萄柚、红美人、阳
光 1号等新品种。”村委会主任陈清渠说，
新嫁接的果树一两年就可挂果实现收益。

在福建中润农业开发公司 1800亩的
种植基地，这两年已嫁接葡萄柚约 300
亩。“海拔 300-500 米种植的白柚因品质
较差，近两年收购价一路下滑，所以我们
对这个海拔区间的柚子树陆续嫁接了葡
萄柚品种。”公司负责人周振南说，“而且，
在原有主干 1米以上高位嫁接，可实现第
二年就挂果。”

沿着山坡看下去，新嫁接的品种在原
有的树干上抽枝生长，正焕发出新的绿色。

产业延伸
由一颗果串成一条链

秋后，每一颗蜜柚采摘后都要经过清
洗、分拣、包装等初加工环节，然后再销往
市场。“目前，产业园蜜柚初加工已全部采
用自动化生产线，蜜柚初加工转化率达到
100%，蜜柚重量分级、自动化包装机械研
发制造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产业园管

委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林森文说。
“不过，蜜柚产业要实现现代化，真正

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就要从单
一、粗放农业发展成包括精深加工、交通
物流、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副
县长、产业园创建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副组
长、管委会主任王振惠说。

基于这一认识，产业园建设通过政策
支持、项目引领等措施，先后引进培育规
模以上蜜柚加工企业 34 家，开发出蜜柚
果汁、果脯、果茶、果膏、日用品等精深加
工产品100多种。

近几年新成立的福建益果园食品公
司主要经营冷冻蜜柚果粒、蜜柚果茶、蜜
柚蜜饯、蜜柚软糖、蜜柚饼馅等产品的加
工及销售，目前已和 20 余家大型食品生
产销售企业及航空企业建立长期的产品
加工、销售合作关系。

位于县城西部的中宝（福建）食品公
司专注于果干食品、冻干食品的研究与开
发。公司现拥有多条国际领先的果脯生
产线和冻干生产线，年加工柚果 1000 多
吨。“冻干食品既受市场欢迎，又能大幅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们还在利用柚
子提取物，研发附加值较高的酒类和面膜
类产品。”项目主管张福祥说。

而产业园引进的福建巴威生物科技公
司，则专注于残次废果的加工处理。公司
通过环卫部门收集废弃的残次废果后，通
过发酵，固液分离，再添加从矿物质中提取
的微量元素，废柚液做成有机营养液和叶
面肥，废果渣加工成生物有机肥。“我们从
2019年开始生产加工，已累计处理残次废

果 8000 多吨，不仅实现了废果的加工利
用，还实现了从蜜柚提取又浇还给柚树的
生态循环。”公司董事长吴永川说。

另外，产业园通过建设蜜柚博览园、
“柚惑”小镇、旅游小镇等项目，推动柚文
化旅游新业态发展，近几年产业园柚果园
年吸引游客50万人次。

完善配套
支撑产业“由大而强”

结合对海拔、地形地貌、气象、土壤条
件及近年产量、品质、销售情况等数据的分
析，全县蜜柚种植的最佳区域、适宜区域和
应该退果的地块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这是产业园为完善蜜柚产业配套设
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卫星遥感、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所建设的蜜柚大数据云平
台的一项功能。“蜜柚产业要真正做强，必
须要有现代化的服务配套。”平台项目负责
人钟锦松说，“比如有的高海拔地块柚子品
质相对较差，适宜退果还林还茶，但原来具
体哪块地该退没有统一的标准，现在运用
大数据分析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林森文介绍说，大数据云平台可收集
到并处理全县蜜柚全产业链数据，实现蜜
柚产业数据资源的汇聚、管理、分析。通
过挖掘数据价值，可大大提升蜜柚生产经
营和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比如可向
各个柚园主体提供农业气象服务、病害风
险、物联网监测、收获专题、柚园记事、可
信溯源等功能和数据服务，帮助精准管
护，科学种柚。

同时，为推动蜜柚网上销售，产业园
建设了蜜柚互联网产业园，提供创业导师
团队，提供办公场所、融资服务，搭建起信
息、培训、资源等平台，已吸引 35 家互联
网企业入驻。去年入园的林敏杰团队通
过各大电商平台，以及和商超、社区卖菜
平台对接，当年销售蜜柚5000多吨。

在南胜镇建立的柚博园无病毒苗木
培育基地，主要针对柚类种质创新，引进
培育适用于加工和不同时期采收的新品
种，推动中高海拔的蜜柚高接换种。目前
年产柚树砧木 200万株，提供各类新品种
嫁接穗芽100万多个。

此外，为推动产业从做大到做强的转
变，产业园还配套建设了冷链物流和相关
基础设施，按照“1+6”流通模式，建成仓储
物流中心和 6个标准化蜜柚交易市场，并
出台《“柚都英才”聚集计划》，加大了人才
培育力度。

这里的蜜柚好诱人
——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柚博园无病毒苗木培育基地负责人曾如斌在对新嫁接的柚苗进行管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重要时期，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为对口帮扶县河北省张家口市
康保县编制《康保县现代农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及二
〇三五年发展目标》,并于日前顺利交付。《规划》立足
当前，展望长远，对县域农业产业布局进行顶层设计、
总体筹划，提出了“一轴三区多园”总体规划布局。

康保县位于河北坝上草原最西北部。自 2007年
对口帮扶以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集中各方
力量资源，从品种、技术、营销、项目、助学、党建等多
个方面联系对接、引入资源，帮助康保发展农业产业，
助力康保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科学谋划“十四
五”，瞄准二〇三五，做好新时期康保县域农业农村工
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康保县
委、县政府请求，全国农技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于
2019年开始筹备编制康保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规

划编制经过深入调研、系统分析、精细测算、广泛求
证、反复推敲，历时一年半七易其稿而成。

《规划》共分8大章29节，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大背景下，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区域分布、发展潜力，按照“打造优势区域、优化产业布
局、形成产业集群、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确定了康保
县农业产业发展的总基调，以莜麦、荞麦、中药材等重点
产业为依托，提出构建以“北部生态农业产业区、东南部
康养农业产业区、西南部高效农业产业区”为支撑的产
业发展格局，整体形成贯穿康保南北的“一轴”、产业特
色鲜明的“三区”和功能定位明晰的“多园”，呈现“三叶
草”形的“1+3+N”大农业产业总体布局。

其中“多园”依据“三区”的功能定位，以建设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牵引，按照“大分区、小园区”的建设
思路，着眼龙头带动、主体培育、产业集聚，规划构建包
括生态养殖园区、绿色蔬菜园区、特色中药材园区等的
N个特色园区，打造主导产业鲜明、发展优势明显、引领
作用突出的产业集聚中心，并为今后发展预留空间。

全国农技中心为康保县编制农业发展规划顺利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