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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风光旖
旎，物产丰富。作为农业产业的“领头
羊”，云南农垦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
人才等各方面优势，主动融入当地农业
农村发展大局，积极融合各方资源，将粮
食、蔗糖、马铃薯、花卉、咖啡、茶叶等云
南特色农产品，打造成别具一格的特色
农业，建设成绿色生态的品牌产业，塑造
成增收致富的农民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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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资讯

近期，由于连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河南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068万亩，给当地农业带来较大损失。面对灾难，贵州省贵阳农投
集团旗下扶贫公司积极主动作为、迅速部署，针对保障河南客商蔬
菜需求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全力保障当地人民群众蔬菜供应。

据了解，河南全省蔬菜种植面积约 2500万亩，此次受灾约 60
万亩，主要为朝天椒、丝瓜、豆角、大葱、茄子等。对此，扶贫公司利
用基地周边资源，全力调动省内蔬菜供应至河南客户，并积极寻找
河南省内地级客户，通过与河南省各二级批发市场联系接洽，促成
双方达成销售意向。

同时，为确保市场蔬菜供应充足，扶贫公司还对贵阳本地蔬菜
及时采收，增加蔬菜供应货源，确保蔬菜价格稳定；主动与河南各
大批发市场和超市等蔬菜营销主体对接，建立密切联系机制，指定
专人负责，及时沟通蔬菜产销信息；结合创新服务方式，运用网络
平台、手机APP等现代信息手段，及时向河南客户反馈蔬菜产量等
相关信息。截至目前，扶贫公司共销往河南市场的牛角椒、螺丝椒
等蔬菜达到46.5吨。

下一步，扶贫公司销售事业部将全力保障蔬菜供应不断档、不
脱销，确保河南蔬菜市场的稳定供应。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贵阳农投全力保障河南蔬菜供应

湖南益阳
大通湖生态大闸蟹迎来成熟期

进入秋季，中国河蟹之乡——湖南益阳市大通湖的生态大闸
蟹迎来最后的蜕壳成熟期。查看大闸蟹的生长情况是养蟹技术员
熊姣军、吴正波两口子每天的“必修课”，他们笑称为“巡河”。由于
现在正是大闸蟹第四次蜕壳的关键时期，大闸蟹很容易受惊，因此
每次“巡河”只能在晚上进行，一叶小舟、一根竹竿就是“巡河”的主
要工具。“看，大闸蟹！”这些躲在水草丛里的小精灵们在手电筒的
照射下已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熊姣军介绍说，大闸蟹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如果水体富营养太
强，大闸蟹很难成活。而大通湖农场的水草既能很好地“养水”，还
能给大闸蟹提供一定的饵料，真可谓是相得益彰，因此她对今年大
闸蟹的品质很有信心。 徐钢 王盼盼 文/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一站式”服务提升政法治理效能

“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太贴心了，很快帮我们解开了心
结。”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一团职工艾比布拉·亚生说。

今年，图木舒克市人民法院不断提升诉讼服务中心“诉”和
“服”的能力，将家庭婚姻纠纷、继承纠纷、财产损害等案件纳入诉
前调解范围，挑选工作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法官常驻诉讼服
务中心，引导群众自愿选择非诉渠道解决纠纷，高效便利开展调解
工作，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目前，兵团三级 44家法院实现诉讼服务中心全覆盖，并成立
了诉调对接中心，邀请人民调解员进驻，加强诉调对接，强化了诉
前调解能力。

按照兵团党委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部署，兵团政法系
统规范调解工作流程，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服
务，就地化解调处矛盾，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推出‘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服务，是兵团政法系统创新
社会治理、积极探索建立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机制的举措。”兵团党
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兵团政法系统创新人民调解工
作机制，成立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 2808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
织208个，发展人民调解员1.4万名，成立个人品牌调解室70个，设
立团镇“法官工作室”187个，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95%以上。

兵团还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兵地的矛盾纠纷联调联动
机制，组建调解中心专家库，组织司法、公安、卫健、人社等部门单
位共同参与调解，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郑娅莉

广垦畜牧集团首个万头母猪场投产

日前，一辆载满种猪的调运车抵达广垦南光养殖基地，标志着
广垦畜牧集团首个万头母猪场顺利投产。

广垦南光养殖基地位于广东湛江南光农场十六队，占地面积
214.57亩，设计生产母猪1万头，达产后年出栏生猪可达25万头。基
地采用猪舍环境控制自动化、污水处理无害化、资源化利用等先进
工艺以及高温高压清洗、气动送料、高清监控和报警系统等智能化
设施设备。

作为广东农垦生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垦南光生猪养殖基地将发挥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作
用，为生猪稳产保供、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图为猪场饲养员在栏舍检查猪群采食情况。

郑可欢 陈萍 文/图

农垦改革百场行

□□ 王瑞利 许跃兵

8月 15日，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
将军牧业万头奶牛牧场里一片欢腾——
又有一头“奶牛之星”顺利出生。这意味
着，该农场以“名门”之后为基础组建的核
心育种群再添“新丁”，距离与山东奥克斯
畜牧种业公司联手闯过国外奶牛种质“卡
脖子”关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自 2020 年开始，八五一一农场引进
并移植了 200枚优质国外奶牛性控胚胎，
成功受孕 82 头，目前已产下 66 头，母牛
率达 92%以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新
出生的“小公主”个个健康，平均出生重
量达 37公斤。

八五一一农场地处北纬45°的世界黄
金奶源带，气候及干湿度非常适合奶牛生
产。农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奶牛
业，历经60多年的风雨日渐成长壮大。到
2020年底，奶牛存栏量已达1.3万头，鲜奶
产量 5.2万吨，成年母牛平均单产接近 10
吨，在垦区处于领先水平。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奶牛单产如何
迈向 12吨大关成为该场奶牛业发展必须
解决的问题。虽然农场的部分牧场已培
育出顶尖的高产优质母牛，但优秀种质扩
繁速度较慢，而且受国外种质资源制约，

“卡脖子”问题十分严重。
为了快速实现高品质扩繁，2020年10

月，八五一一农场与牵头全国奶牛良种联
合攻关项目的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公司
联手尝试突破奶牛育种难关，在农场组建
了垦区首个体外胚胎移植实验室，并由

“奥克斯”专家专业指导，引进并移植了优
质奶牛性控胚胎200枚。这些引进的性控
胚胎综合育种值TPI达到2700以上，乳脂
率大于3.8%，乳蛋白率大于3.2%。经过农
场技术人员移植后，奶牛成功受孕 82头，
目前受孕奶牛正陆续产犊。

据了解，牡丹江分公司设在八五一一
农场的兽医实验室，建有DHI分析实验室
和胚胎移植工程中心，目前胚胎培育和移
植设施已全部购置到位。谈起繁育高品质
奶牛，农场畜牧科长刘子骞信心满满：“接
下来，我们将对这次胚胎移植产出的优质
奶牛进行全基因检测，优选出具有高产、优

质基因的个体。通过活体采卵、体外培养
技术生产体外性控胚胎，预计年可产性控
胚胎2000枚。到时，我们就能够实现快速
高品质扩繁，而且成本会大大降低。”

突破奶牛种质资源难关后，八五一一
农场趁热打铁，将进一步加大育种科技投
入力度，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积极开展奶牛种质高
效扩繁与产业化应用。同时在兴建种奶牛
场、实现优秀种公牛自主培育等方面加大
投入力度，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优质奶
牛数量提升到2万头，把农场打造成国家级
核心育种场和国家优秀种质输出基地。

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

联手奥克斯畜牧种业共闯奶牛种质“卡脖子”关

□□ 程军 林萍

一个个鲜活的英模人物，伟大而又平凡；一场场
动情演讲，撼人心魄、催人奋发。近日，江苏农垦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农垦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党支部通过举办“红色故事会”的方式，带
领党员干部员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突出真实性，把好审核关口。开设红色故事会，
联合党支部首先要求大家用最朴实的话语讲最真实
的红色故事。公司员工根据自己熟悉的红色故事进
行选题，撰写故事朗读材料，配音、读本均须上传给
党支部审核，通过后方可录音制作，成品也还要进行
第二道审核把关。真实的力量最能打动人心。今年
刚加入党组织的青年党员颜星辰感慨道：“我觉得真
实的故事比虚构的情节更有意义。虚构的情节是作
者写出来的，相比之下，真实的故事更能让我感动。”

突出“原声态”，力求生动演绎。讲述红色故事
听起来简单，讲好却并不容易。“内容贴近、形式多
元、喜闻乐见”，成了关键词。为此，联合党支部做
足了功课，要求全体党员自学党史必读 4 本书，在
积累一定理论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红色元素，讲好
红色故事，把“大主题”与“小切口”结合起来，把

“讲真理”和“讲道理”结合起来，通过家常话“原声
态”播讲，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英雄人物、一件件震
撼人心的感人事迹展现在大家面前，激发起大家的
共鸣。故事会自 7月中旬开讲以来好评如潮，已悄
然在支部中“走红”。

突出传播力，新颖亲切便捷。针对两家公司青
年党员居多、工作性质不一、集中学习难度较大等实
际情况，联合党支部为了使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对学习方式做
了充分探讨，既突出参与性，又达到实效性，出台了“青年党员大讲
堂·红色故事会”实施方案。利用网络传播便捷，自编自导自演自
播，每位讲解人自己选题、自己配音、自己录制、自己播讲，按照每
周二、周五各推出一期的频率，上传至公司全体员工的交流微信
群。开展“红色故事会”有两大好处：一是讲故事的人是大家天天
共事熟悉的人，所讲的故事又是党史学习教育中经常学的内容，夹
带方言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听起来很亲切；二是讲故事的人和
听故事的人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听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进行
讨论。“我们参与度达100%！”党支部书记高兴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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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自政企分开以来，云南农垦集团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
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因地制宜、创
新科技、效益优先、合作共赢的方式，持续推
动垦地合作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
坚持以产业项目为抓手，通过加强与各地州
市的联系沟通，垦地互动，找准地方发展的切
入点，主动以符合当地经济及自身发展的创
新模式，整体推进农垦融入区域发展步伐，以
共赢为目标，实现由“垦地合作”向“垦地融
合”发展，全力推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融入地方——
当好特色农业的“领路人”

一直以来，云南农垦集团秉承“绿色兴
农，报国惠民”发展使命和“垦地一家人”的理
念，把推动“垦地一体化”发展作为集团高质
量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积极与
上海、青岛及云南大理、西双版纳、楚雄、德
宏、保山、普洱、昭通等省内外各地紧密联系，
探索合作模式，结合抢抓云南省委、省政府打
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重大契机，突出绿
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实施项目带
动模式，形成了以产业带平台、平台促产业的
垦地互动发展格局。

茶产业是集团推进垦地合作的突破口。
集团于2017年完成省内优质茶产业资源的整
合工作，成立云南云垦茶业集团，并与普洱市
政府联合，发挥集团高原特色绿色产品的种
质资源优势，组建云南普洱国资有机茶叶有
限公司，做优做强云南有机茶产业，为县域农
业经济发展增效赋能。

2018年，集团所属兴农公司股权收购了保
山市制糖龙头企业——云南康丰糖业公司，促
成了农垦兴农持股70%，保山市、龙陵县各持股
15%的股权混改。三年来，公司不断改革创新、
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地方经济、蔗农收益都实
现了稳步提升。2020-2021年榨季，康丰公司
共入榨甘蔗96.4万吨，产糖12.5万吨，实现综合
产糖率12.96%。其下属昌宁康丰公司实现产糖
率12.99%，创下了建厂33年来的最高纪录。

UTZ 咖啡认证项目是 2019 年集团所属

咖啡公司与普洱市政府联合开展的项目，该
项目涉及普洱地区思茅港、六顺镇、龙潭乡
300余名农户 1.2万亩的咖啡种植区域，严格
规定了从栽种、交易、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
的标准。经UTZ认证的咖啡生豆，咖啡公司
采购每公斤单价比普通咖啡生豆高出0.3元，
有效提高了咖农生产效率，带动了农户增收，
提升了普洱市乃至云南咖啡的知名度。

此外，咖啡公司还与安徽省皖垦、内蒙古
呼伦贝尔农垦开展速溶三合一咖啡、焙炒咖啡
豆及挂耳咖啡的生产合作；高特公司与云南5
个垦区多个农场以及上海光明集团、北京首农
集团、广垦、海垦等兄弟垦区开展“天使”薯片、

“何其乐”香菇脆等高原特色绿色食品的合作；
云胶集团与河口等农垦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推
动橡胶产业发展等，在垦地实现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同时，也推进双方实现共同发展的良
好局面。

融合产业——
当好农民增收的“挖井人”

近年来，云南农垦集团始终坚持“驻一方宝
地、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活一方经济”的发
展目标，以产业扶贫为主，主动融入和服务当地
经济发展中，不断同各地政府、州农垦局及各农
场接洽，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集团
在经营管理、品牌打造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优
势，为地方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做出积极贡献。

云胶集团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
要求，把橡胶产业和垦地共建有效结合起来，
带动橡胶种植50余万亩，在租赁当地农户土地
发展橡胶种植的同时，按照市场价收购农户种
植的橡胶，确保胶农利益最大化。同时，云胶
集团还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800万元覆盖1
万吨天然橡胶产业扶贫试点项目合作，联合当
地政府、保险公司等，通过“保险+期货+精准扶
贫”“场外期权”把可能产生的收益以“二次结
算”等方式直接补贴到收购天然橡胶原料价格
上，有效保障割胶农户的收益。

兴农公司在怒江州政府的支持下，在贡
山县投入 12万元购买 20吨白砂糖帮助农户
进行“中华蜂”养殖，并在当地大力发展完善
养蜂产业链，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多亏了云
南农垦集团的捐助，才有我今天的小康生
活。”贡山县丙中洛镇秋那桶村那恰洛组的村

民余金强两年前还是一名贫困户，2020年他
按照贡山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开始养蜂。由
于贡山县的雨季比较长，雨季蜜蜂饲喂成本
高，对于一个贫困户来说是一笔高额而沉重
的支出。“当年 6 月，云南农垦集团捐助了我
20袋白砂糖，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也让我坚定
了养蜂的信心。如今我的养蜂产业逐渐发展
壮大，自己走上致富路的同时，还带动村里人
一起养蜂、一起致富。”余金强笑盈盈地说。

茶业集团与镇雄坤农白茶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投资300万元打造

“镇雄红金龙”扶贫茶。“自从嘉木茶业公司为
镇雄坤农白茶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
台揉捻机和其他生产设备后，合作社年生产
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生产加工、产品研
发、市场渠道建设、品牌打造等方面也给予了
大力支持，有效助力了罗坎镇茶农脱贫致富
奔小康。”镇雄坤农白茶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管理组长熊士芬说。

此外，昭通农投公司还与昭通市鲁甸县
政府合资组建农业科技公司，在鲁甸县文屏
镇普芝噜村新建高标准核心扶贫产业示范苹
果基地 1260亩，及省级现代苹果产业示范园
昭通苹果产业园标准化基地建设项目 2500
亩，涉及当地土地流转户 4260 户，带动就业
3678人；普洱云象公司与临沧市政府合作，共
同推进临沧市辖区内农场产业及林产品开
发，促进临沧市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集
团境外企业云垦云橡公司在老挝南塔、沙耶
武里、波乔、琅勃拉邦 4省 9县大力发展橡胶
种植基地，带动当地村民种植橡胶，推进当地
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获得老挝政府和
当地村民的一致好评。

融通两端——
当好云品建设的“举旗人”

作为云南省最大的农业龙头国有企业，
云南农垦集团用责任和担当坚决扛起打造

“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领军企业”的大旗，
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加大投资力
度，与省农科院、省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及高校
合作，持续抓好农业“头”和“尾”的种子端和
电商端“两端”，构建了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基地为依靠、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
体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

“之前都是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马铃薯，
产量不高病虫害多。自从用了昭通农投公司
脱毒马铃薯种子种植之后，病害减少、产量增
加，长势也非常好，一亩地可生产马铃薯
4000-5000 斤左右，比之前产量每亩提高了
3000斤左右。”马朝是昭通市鲁甸县文屏镇普
芝噜村十六小组马铃薯种植农民，也是第一
批享受集团培育种薯种植的农户。

为落实昭通市政府与集团签订的战略合
作协议，2018年集团投资 4600万元在昭通市
建成年生产原种1000万粒的马铃薯科技育种
中心，采用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雾培生产技
术，依托省农科院，培育出“云薯 902”“合作
88”“青薯9号”“丽薯6号”等十余个马铃薯原
原种品种，满足14万亩商品薯的用种需求。

集团还与省农科院粮作所签订了《共建
云粮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合作协议》《环洱海优
质水稻绿色生产合作协议》等，建立从源头品
种筛选、中端良种繁育、后端生产加工、终端
市场消费的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控可追溯的
粮食产业链，并在大理市湾桥镇、喜洲镇、上
关镇和洱海县种植绿色水稻。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祖军对垦地
合作共建充满信心：“只要抓住因地制宜这一核
心‘命门’，深化垦地合作，突出资源禀赋和产业
特色，就能达到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

目前，该集团已实现粮食、蔗糖、马铃薯、
花卉、咖啡、茶叶、核桃等绿色食品产业“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贯通发展，并建设出一
批规模较大、档次较高、效益较好的优势农产
品产业群，打造出一系列有特色、有口碑、高
品质的“云南高原名品”。

“‘十四五’期间，集团将积极参与‘一县
一业’建设，找准着力点，发挥好产业示范引
领作用，在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市
场化方面取得大幅提升的同时，实现垦地深
度融合发展。”7月 28日，集团召开“绿色食品
品牌”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祖军对集团垦地
合作发展方向提出明确目标。

此外，集团始终不忘引领云南绿色食品走
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初心使命，开发了“云垦优
选”绿色食品电商平台，并通过与天猫、淘宝、
京东等大型知名网络平台的深度合作，充分发
挥网红传播效应，聚合云南绿色、生态、安全的
优质农产品顺利进入电商大市场，让“云系”优
质绿色产品走得远、走得好、走得响。

找准切入点入点 做好做好““领头羊领头羊””
——云南农垦集团深化垦地合作共谋融合发展垦地合作共谋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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