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蕉坝社区立足环境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探
索“村社合一”运行模式，将荒废了十余年之久的茶园改造成500余亩的现代化茶产业
园，统一进行精细化管理，完善茶农利益联结机制，激发产业活力。图为茶农在展示
新采摘的茶叶。 刘强 邹旭芳 摄

贵州务川县蕉坝社区

废弃茶园变身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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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排头兵

□□ 于凯春

今年以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东
大洼现代农业园区按照“加快转型、绿色
发展、跨越提升”的思路，创新打造“农
业＋”发展新模式，推进农业与农产品深
加工、电子商务、生态旅游等产业融合，
努力实现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发展。

其中“农业＋基地”模式建立科研基
地，引导各入园企业与高等院校、农业科
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发挥园
区传统种植优势，引进了覆盆子、栗香
薯、草莓等30多个新品种进行推广。

“农业＋市场”模式从生产加工、流
通服务、市场销售三个环节入手，构建现
代化的农业营销体系，实现与京津市场
的全面无缝对接。目前，园区入驻企业

与北京新发地、天津王顶堤等十几家大
型蔬菜批发市场、上百家超市建立了合
作关系。园区还大力发展“线上交易”，
目前，已有 20多款农副产品上架实现了
网上销售。

“农业＋旅游”模式通过“挖掘、整
合、造势、合作”，发挥农业“自然、绿色、
生态”等传统优势，推动“农业＋旅游服
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目前，园区已启动
一系列特色农业观光项目。“绿康—德国
农庄项目”以展示异域农业产业风光为
主题，集异域农耕展示、农产品采摘、休
闲观光等于一体。正大集团正在建设肉
鸡养殖参观场，该项目建设全封闭式参
观走廊，实现整个养殖过程可观摩展
示。东大洼菊花博览园、樱桃园、千亩桃
园和500亩花海项目也已全面实施。

河北故城县东大洼现代农业园区

“农业＋”助推三产融合

□□ 刘仁双 洪祥

“预计今年每亩产量能达到 3500
斤，1 斤能卖到 10 块钱左右。赤松茸是
草腐菌，是一种能‘吃’秸秆的经济作
物，所以种植赤松茸不仅能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而且还能有效
利用村里的秸秆，是名副其实的循环
产业。”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清水镇前要庄村
党支部书记顾兰中所说的，是该村去年
以来利用林下资源，建起的赤松茸种植
示范区。

据了解，前要庄村有6.7公顷林地资
源，多年来林下空间一直处于闲置状
态。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增加村民家庭

收入，该村自去年决定建立种植示范区
发展林下经济，先后到周边阳谷县、夏津
县等地考察赤松茸项目，并请来夏津县
三生万物公司技术员张金现场指导，第
一期示范种植赤松茸20亩。

当年 10 月，林下赤松茸就有了收
获，参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 6 户村民
亩均收益约1万元。今年3月，示范区赤
松茸种植基地开始了第二年的运营，进
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并在镇政府的帮助
下建设了小型冷库。

据介绍，整个清水镇有林地 667 公
顷，前要庄村赤松茸种植示范区如果能
成功走出一条发展林下经济之路，其经
验将在全镇推广，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乡村振兴。

山东冠县前要庄村

建起赤松茸种植示范区

□□ 叶浩博

日前，笔者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政府了解到，近年来，该县立足自身茶叶
优势建设农业科技园区，让千亩荒山萌
发出产业之树。

据了解，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
源镇就是缙云有名的绿茶种植地，但后
来由于缺乏品牌支撑和精品意识，茶山
逐渐荒芜。2017 年，大源镇瞅准黄茶产
业的前景和自身茶叶优势，将闲置的900
多亩荒山流转至村集体，开始建设农业
园区，重新布局黄茶产业，并形成以“龙

头企业+科技示范园+小农户种植+专业
示范村”为组织形态的黄茶生产基地。

在园区建设的带动下，在千亩荒山
上发展起来的不仅有缙云黄茶基地，还
有茶叶现代化加工生产线。目前，缙云
县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核心功能区一
期 2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厂已建
设完成。

据介绍，随着园区建设的推进，缙云
县已逐步成为基础完善、科技领先、业态
多元、功能多样的茶产业创新驱动发展
先行区，为山区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样板示范。

浙江缙云县

千亩荒山建成农业科技园区

□□ 张建平

播种机在田野里来回穿梭，起垄、播
种一气呵成，一台马铃薯播种机一天可
播种 120 亩左右。今年以来，甘肃兰州
新区秦川园区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
以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统筹
做好农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推动土地流转进程，多措并举组
织播种生产。

据了解，秦川园区今年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引进九州润丰、
鸿德森、涉晰农业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发展特色规模种
植，集中打造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万
亩苜蓿饲草产业基地、万亩大田玉米种
植基地等 6 个现代农业种植片区和燕
麦、玫瑰、西瓜、胡麻、中药材、荞麦、大接
杏、早酥梨、山楂、大豆等 10个传统特色
优势农产品，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基
地，不断提升农业产业标准化、规模化、
产业化程度。

截至目前，园区播种生产面积达到
9.1万余亩，共播种粮食作物3.7万余亩，
豆类、薯类 0.7 万亩、油料 0.4 万亩，种植
果蔬及复绿苜蓿 4.29 万亩，确保农业生
产顺利进行，力争农业生产开门红。

甘肃兰州新区秦川园区

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阴祖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日前，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
省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
案》，严格管护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持续巩
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

根据方案，黑龙江省将坚持统筹规划、合
理利用，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
度，严格管护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确保耕
地面积不减、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永久基本
农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
玉米、水稻、小麦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一般耕
地应主要用于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
物、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严管。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严肃查处非法占用耕地违
法行为，守住耕地红线。严格执行用地过程
中的“占优补优”原则，坚决制止各类耕地

“非农化”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增
量，坚持实事求是，分类稳妥处置，不搞“一
刀切”。

坚持全面保护，有序修复。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战略，持续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综
合运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持续扩大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提升耕地质量，保护
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坚持政府引导，社会主体。各级政府承
担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依法依规落实监管责
任，引导和鼓励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民积极参
与耕地保护。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稳定
粮食作物面积，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的责任意识。

方案提出，通过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要把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着
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充分发挥黑龙江
省粮食主产区优势，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
献，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省严格管护粮食生产功能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智能综合监控系统自动监测并调节
菇房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在福
建省古田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晟农银
耳工厂化栽培厂房，最佳的生长环境让银
耳实现全年全天候生产。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古田县，有“中
国食用菌之都”的称号，30 多个菌类实
现规模化生产，其中银耳产量占全国的
90%多。

以食用菌为主导产业，古田县于
2019 年开始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国家产业园创建中，我们着重加快新
技术新模式运用推广，重点建设了菌种优
化提升、标准生产示范、加工业高质量发
展、产业功能拓展、产业服务平台五大工
程 40 个项目。”产业园负责人余新敏说，

目前规划面积 42.9 万亩的园区已构建起
深度融合的食用菌全产业链条，食用菌产
业总产值达130亿元。

“产业要振兴，技术需先行。”余新敏
说，为加大食用菌产业的科技装备支撑，
产业园首先对科研实力进行了全方位提
升，集聚了全国银耳标准化工作组、国家
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中心、福建农
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古田县食用
菌研发中心及 32 家民营科研所、100 多
家菌种场。

“仅2019年，我们就自主选育食用菌
品种6种，引进并成功栽培5种，研发推广
食用菌栽培新技术 7 项。”福建农林大学
（古田）菌业研究院院长胡开辉说。

同时，园区大力推广应用标准化菇房
智能调控设施、自动装袋机、气泡清洗机
等食用菌生产先进技术装备，并在园内重

点企业先行试点物联网系统，建成“互联
网+食用菌区域化、链条化”网络平台。
目前，产业园新优食用菌品种覆盖率已达
到 100%，数字化管理生产面积已增加到
352万平方米。

在推动科技种菇的基础上，古田县食
用菌产业园还致力于发展以食用菌为基
础的新产业、新业态，大力推动食用菌产
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进食用菌精深加
工，开发出冻干银耳羹、银耳曲奇、银耳手
工皂、银耳清露等一系列以各类食用菌为
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 10 余种，并引导带
动流通、农村电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等业态发展。目前产业园已建成集现代
食用菌产品及原辅料交易、仓储、资金结
算、物流配送（含冷链物流）为一体的国内
一流的集散中心，园区内经营主体在各大
电商平台开设店铺数千家。

“去年直播带货效果非常好，最好的
时候单日销量达到了1400多单。”古田晟
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银耳姐姐”
张家巧说，产业园建设给每个主体都提供
了发展的大平台。

余新敏说，产业园建设也营造了良好
的创业就业环境，带动农民收入大幅提
高。目前，园区聚集了省市龙头企业 26
家，新型经营主体 533 家，吸纳就业人数
超过 16 万人，吸引返乡创业创新人数近
180人。同时，产业园创新农户利益联结
机制，成立银耳产业联盟，推动银耳菌包
厂、烘干厂、加工厂等与农户合作，实现农
户食用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解决农
户产品加工储藏、销售市场等问题，并通
过标准化菇房建设，改善农户生产条件，
保障产品质量和安全，使农户受惠，真正
形成了“县域工厂化”的现代农业园区。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小小蘑菇撑起百亿产值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大战红五月！四川省广汉市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10 余万亩小麦进入收
获季。

广汉市位于“天府之国”腹心地带，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属都江堰自
流灌溉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2019年，
广汉市以粮油为主导产业，规划总面积
30.3 万亩，开始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通过小麦、水稻新品种展示基地、粮油
加工体系、科技支撑体系等项目建设，致
力将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样板区、国家优质粮油安全产品示
范样板和川西平原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的
展示窗口。

优质粮油基地实现稳产高效

进入5月，产业园种粮大户冷辑龙再
一次调试农机，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做着最
后的准备。

今年 34 岁的冷辑龙是当地的“粮二
代”。他的父亲冷世模是广汉第一批种粮
大户，曾经获得国务院表彰。2013年底，
冷辑龙辞了工，返乡跟着父亲种粮。2015
年老冷去世时，他家的粮食种植面积已经
超过1000亩。

与父亲的经验论比起来，现代农业
产业园里新农民冷辑龙种粮更重视数
据。“什么时间用了什么肥、什么药，谁作
业，都有清晰的记录，定期进行复盘，才
能逐渐摸索出最优方案。”冷辑龙说，近
年来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成本压缩了
5%-8%。

目前，广汉现代农业产业园 21.2 万
亩耕地，50 亩以上的规模种粮面积已经
超过 16 万亩。“现在想在广汉成片流转
土地那可太难了！尤其是园区内，农业
生产条件好了，土地早就被种粮大户‘收
入囊中’。”广汉市农业农村局园区中心
相关负责人张辉彬告诉记者，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创建，让园区基础设施进
一步提升，目前已建成优质粮油基地 20
万亩、高标准农田 17 万亩，真正实现了
旱能灌、涝能排，稳产高效。

“现在种粮可比以前轻松太多了。”黄

明水从 2001 年开始包田种，经历了种粮
机械化从单个或几个环节向全程机械化
的发展，种粮面积从最初的200亩增加到
1000余亩。“最开始只能机耕、机收，后来
随着机插秧、无人飞机植保的推广应用，
种粮大户们才敢慢慢扩大面积。”黄明水
说，如今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种粮大户
的天地。

广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王志述介绍，
园区内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达 98%；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7.2%，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24.2 个百分点，被评为“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专家大院”强化科技支撑

最近，四川省农科院小麦专家汤永
禄博士忙着搬家。他在广汉现代农业产
业园内的小麦“专家大院”已经基本完成
升级改造，崭新的两层实验小楼已经立
在麦浪中。

“原本这是村里废弃的小学，2004年
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改造后，成了专家大
院。10 多年过去，设施设备已经非常陈
旧，园区这次升级改造来得正是时候。”汤

永禄带着记者参观了这处麦田里的科研
“小天地”，他对主体实验楼旁新增的科普
展示区和乡村咖啡屋十分满意。

“功能大大拓展了，以后这里会成为
链接业内科研团队、种粮大户、加工企业、
社会大众的交流平台。”汤永禄说。

广汉历年来重视搭建农业科研平
台，像汤永禄博士这样的专家团队超过
10 个，为广元粮油产业提供了强大科技
支撑。

近年来，园区种粮大户对新科技的迫
切需求让汤永禄赞叹：“以前农民来听课，
往往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回去还是
按照自己的方式干；现在可不一样了，即
使是课间休息时间，种粮大户们也都围着
我问个不停。”汤永禄说。

黄明水现在仍然记得，开始规模种
粮时的稻田，被村民调侃：“这缺苗缺窝
的，插得就像‘鬼点灯’一样。”而如今，广
汉普通农民可再不敢这么说了，因为“种
粮大户的种植水平普遍高于散户了”。
黄明水的经验是，不管是新技术还是新
机械，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态积极尝试，
即使开始不完善不成熟，但也要用起来，

才能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汤博士团队研发的稻茬小麦免耕带

旋播种技术，就率先在园区内推广应用，
不少种粮大户还积极参与到机械的试验
研发工作中。

产业融合连点串线

种粮大户陈朝顺的 500 亩小麦还没
种下，就已经拿到了“米老头”食品厂的
收购订单；黄明水建起了加工生产线，每
斤能多卖 2 毛钱，算下来可就是几十万
元；高坪镇通过种植结构调整，连片种植
油菜，“菜花节”一年接着一年搞，人气越
来越旺……

“农业‘接二连三’已经成为共识，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将这一进程大
大提速了。”张辉彬说，以前农口抓产业，
往往是就事论事，具体项目实施完成，工
作也就结束了，难以形成持续的合力。如
今是市委、市政府从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这个站位谋划发展，‘抠破脑袋’归拢整
合资金资源，水利、交通、生产加工服务一
盘棋，实现了连点串线，连线成面，真正把
现代农业园区绘成了一幅现代农业的产
业画卷。

几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产业园内粮
食加工企业有 125 家，其中国家、省级粮
油加工龙头企业6家，粮油初加工转化率
达95%，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
比值超过 3.5∶1，西南地区最大的油料加
工企业益海嘉里、川内最大的稻米加工企
业川粮米业均在产业园内。

记者看到，紧邻金鱼镇上岺村白鹤上
岺新农村社区，一个集粮食加工、科普、乡
村民宿、土地历史展览馆为一体的农业综
合体已经开工建设。“这个粮食加工厂由
两位当地的种粮大户筹建，政府给予一定
比例的奖补资金。”张辉彬说，根据规划，
加工厂将修建为透明玻璃建筑，未来会是
园区的又一个地标性建筑。

瞅准了市民对农耕体验的休闲需
求，近年来，广汉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起了
菜花公园、稻虾公园、稻花公园，省、市级
农家乐达 43 家，农旅融合实现综合性收
入达 15 亿元，二、三产业产值与总产值
比值达 72%。

“天府腹心”麦浪滚
——记四川省广汉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七都乡洋洲村利用荒山坡地建起茶叶示范园区，
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增收。图为近日，茶农在
园区采摘夏茶。 刘浩军 摄

江西永丰：茶叶园区助农增收

产业园内农机在进行小麦收割。 秦立军 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