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亩“永福生姜”进入丰收季

眼下，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永福镇的千亩生姜进入丰收季，当
地姜农抢抓农时采收生姜，田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永福镇是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永福生姜”的产地。

近年来，该镇把生姜种植作为当地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成立生
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集中成片的标准化科技示范种植基地，引
导农民种植生姜1500余亩，年生产生姜500余万公斤，拓宽了农民
致富渠道。图为8月20日，永福镇山青庙村乡情家庭农场的姜农
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 兰自涛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桃花开的时候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桃子成熟时能卖钱，经过加工的各种桃产品还
能销往全国各地……在贵州贵阳，传统的农业
经过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做靓的融合发展
后，“一鱼多吃”的故事正在上演。

沿袭已久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早已证明：
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是难以走出价值链底端
的。要发展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就必须
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走三产融合的路子。

正因如此，近年来，贵阳着力构建农业三产
深度融合、生产要素相互渗透、经营主体协调共
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在做优“一产”的基础
上，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等发展，促
进二产强、三产兴，从而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通过融合发展，贵阳农产品加工产值、乡村
旅游综合收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年均保持着
两位数增长，农业效益稳步提高。

做强农产品加工，提高产品“身价”

“一说虫茶，不了解的直摇头，哪知道虫茶
含有茶多酚、单宁、咖啡因、维生素和人体必需
的19种氨基酸以及止血的活性物质等成分，除
降血压、清热解毒、健胃、顺气消肿外，经常饮
用，还对牙龈出血、鼻衄、腹泻、心脏病等有一定
的疗效，市面上一斤可是要3000元嘞！”贵州省
邹氏虫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凤凤介绍说。

虫茶，又叫茶精、药茶、龙珠茶。它产于贵
州省息烽西望山地区，属于地方珍贵特产茶。
据清代光绪年间修的《城步乡土志·卷五》记载：

“茶有八峒茶……亦有茶虽粗恶，置之旧笼一二
年或数年，茶悉化为虫，故名之虫茶。茶收贮经
久，大能消痰顺气。”

“每年谷雨时节，当地农户把白茶树叶采摘
后混入经柴火炒香的糯米，装入棕袋悬于檐下，
引来‘化香夜蛾’虫嚼食，窸窸窣窣，如蚕食桑。
经月余，叶子被虫蚕食尽，产下圆圆颗粒，黑黑
褐褐，以竹筛筛之，便是虫茶。”西山镇西山村党
支部书记李天寿介绍说。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西山虫茶制作技艺逐
渐成熟，2009年9月纳入了《贵州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生产销售也逐渐走向规模化。
同时，带动周边80余户农户种植白茶树400余
亩，户均增收1.5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贵阳加强农产品精深加
工，培育引进加工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分拣包装
等产地初加工和植物萃取、抹茶生产等精深加
工，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

每年春节前夕，乌当区贵州五福坊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内，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300余
名工人加班加点，满载着香肠腊肉、猪肉干的货

车发往全省各地，全力以赴保供年货市场。
近年来，得益于区位优势和优质的营商环

境，乌当区正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发展思
路，持续做精特色食品产业，不断推动特色食品
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健康化发展。

据统计，截至 2020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达 176家，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从
2017年的 700亿元增加到 2020年的 900亿元。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2%，加工企业实现本地
原材料成本达134亿元。“绿宝石”“7不够”“山
花”“好一多”等农产品品牌享誉全国。

发展乡村旅游，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

周末的黄昏，清镇市红枫湖镇民乐村桂记
餐馆里总是座无虚席，大部分食客都来自周边
市区，餐馆老板桂国贤正忙着为客人加工刚从
村内保供基地采摘的新鲜蔬菜。

桂国贤高兴地介绍道：“原本我们并没有食
品加工这项服务，但自从保供基地推出采摘项
目以后，很多客人摘完蔬菜后就马上拿到我们
这里加工，久而久之就多了一个项目。周末的
时候生意最好，根本忙不过来。”

近年来，贵阳各地着力推动农业三产融合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已成为承载农村产业发
展、新业态培育、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平台和主
要方式。

“我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农田、院落……
如今，我和朋友们走在三屯村，宛若漫步在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卷里。”2014年，摄影爱好者、河南
人王联偶然一次来到观山湖区三屯村采风，发
现这里的文化悠久、生态宜居，便与三屯村支

“两委”商量想要发展民宿的想法，“没想到我们
的想法一拍即合。”村干部黎德贵说道，村支“两
委”推进“小众”旅游项目，紧靠村民的支持还不
行，还得引进项目，王联的加入将有助于三屯村
的经济发展。

“现在正值旺季，特别是‘五一’假日以来，每
天要接待游客100多人，忙不过来时，就请几个
同村的姐妹来帮忙。”在一个农家乐的坝坝里，老
板郎秀秀正在招呼游人，她说去年9月份以来净
赚16万元，日子好了、腰包鼓了，生活甜了。

2017年以来，三屯村集体经济收入319万
元，2020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250 元，较
2019年度增长了8%。

为助推乡村旅游发展，贵阳依托特色农业、
自然生态、民族村居等乡村资源，在发展茶叶、水
果等特色产业基础上，着力推动资源开发和业态
丰富、要素融合和整链打造、文化传承和创意设
计、品牌培育和产业升级、设施配套和服务改善、
规范管理和品牌推广，积极促进农旅深度融合。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贵阳乡村旅游和民宿
产业发展迅猛，一批有颜值有流量的网红民宿
陆续涌现，成为传播和代言“山地美学”的重要
载体之一。

“父亲喜欢泡茶、喝茶，所以每年都会带父
母来一次云山茶海，住上一晚，第二天清晨再看
看日出，父母非常喜欢这种闲适宁静的生活。”
在开阳县云山茶海的民宿里，来自贵阳市的游
客张晓兵告诉记者。

“最开始这里还是一片荒草杂树，前几年我
们开始发展茶产业，从初期的400余亩，发展到
如今的5200余亩，曾经不起眼的荒山野岭变成

了贵阳人的‘后花园’。”云山茶海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常愉介绍说，云山茶海成了一
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乡村休闲
农业旅游景区。

推进跨界融合，拓展农业发展
新空间

这个暑假，在观山湖区百花湖畔的朱昌自
留地耕读学院里，一派繁忙的耕种景象，一群

“小农夫”认真地种树、除草、疏苗……忙得不亦
乐乎，欢声笑语一片。环境温度、土壤湿度、风
速、降雨量……在“掌上自留地”公众平台上，眼
前大片农作物的生长信息实时滚动、一览无余。

“我们基地主打订单式农业，种养初期客户
在平台上确定订单关系，我们以安装摄像头或
建立基站的方式，让客户能够全程参与、监管种
植或养殖全过程，看见自己认购的产品从最初
种养到送到家门口的全部过程，安心、放心消
费。”贵州自留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锐介绍
道，“掌上自留地”公众平台是一个基于大数据
的订单式农业平台，为特色农产品的消费者和
生产者建立起对接桥梁。

就这样，“掌上自留地”横跨种植、加工、旅
游、教育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不断拉长，产业
价值不断递增。“今后我们将会把大数据与农业
深度融合，为消费者陆续推出优选农产品、订单
式农产品销售及亲子农耕研学体验课程、老年
生态农业康养旅游线路、种植溯源数据的查看
与分享等优质服务，让城市人的田园生活成为
现实，为发展现代都市高效精致农业添砖加
瓦。”对于下一步发展，刘锐信心满满。

同样，在农业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技术得到应用，农业带“电”发展势头愈发猛
烈。5月下旬，在乌当区明友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基地里，村民们在对果树进行精细化管
理；如今，这里的猕猴桃已经成熟上市，消费者
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进入“贵阳农产
品安全溯源系统”，所购买的猕猴桃从种植过程
的施肥、管理到质检等信息一目了然。

大数据赋能大农业，生产端与市场端高效
匹配，实现货畅其流，全国各地的人随时随地都
能买到贵阳、贵安的优质农产品，这正是得益于
贵阳、贵安两地在农产品产销对接智慧化建设
的突破。据了解，“十四五”期间，贵阳市将推进
大数据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打造国家数字农
业农村创新中心和数字农业应用推广基地，推
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农业
种植、养殖、加工、物流、营销等各环节的集成应
用，构建涉农资源要素数据共享机制。

如今的贵阳，融合发展的农业经济已驶入
了快车道，一幅产业兴旺、绿色宜居、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一产做强 二产做大 三产做靓

贵阳：深度融合带来农业兴旺

开阳县云山茶海图。 谭明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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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爱钟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近日，在山东省利津县凤凰城街道西朱村
的田地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收黏玉米。“我们这
种鲜食黏玉米可以连续种两茬，市场上论个卖，
每亩保底收入 8000 元左右。如果有保鲜能力
存到冬季，收入还能更高。”村民朱建农笑着说。

朱建农的妻子在一旁补充道：“而且咱这地
一年到头都不空着。冬前种上洋葱，开春后插
播第一季黏玉米，收获第一茬后再种第二茬，秋
季收获后再种白菜。”

据了解，西朱村之前没有什么特色产业。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留
守农民如何增收成了一个难题。一次偶然的
机会，村民在朋友的引荐下，了解到村里的土
壤非常适合种植洋葱，便引进并发展了洋葱种
植产业。

“种植了洋葱之后，又有脑瓜灵活的村民发
现，每年洋葱收获后正好是种植黏玉米的时间，
等二茬黏玉米收获后又正好种植白菜，这样一
来，一年四季田地都‘不打烊’，收益自然也就

‘不断档’。”村党支部书记刘华收说。
为规范发展“一年四作”种植模式，西朱村

成立种植合作社，一方面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
机肥、统防统治等绿色种植技术，保证地力，进
而保障农产品品质；另一方面着力开拓市场，打
响特色品牌。刘华收骄傲地说：“在我们村只要
是进行特色种植的，每亩地产出效益保守说也
得有 2 万元。而且时间自由，不用早出晚归打
工，在家门口赚钱的好事哪有人会拒绝！”

西朱村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是凤凰城街
道大力发展“一村一品”，全力打造特色农产品

品牌的缩影。“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迅速崛起，不仅成为凤凰城
街道特色农业经济发展的亮丽名片，更成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
动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俊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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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浙江省湖州
市南浔区和孚镇新荻村的菱
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农民
划着菱桶在水面采菱，构成
水乡独特的丰收图景。近年
来，当地通过水域环境治理，
水质大幅度提升，地方政府
通过举办采菱节等品牌活
动，引导农民利用生态水域
种植菱角发展乡村旅游，进
一步增加了农户收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王壹 摄

□□ 钱续坤 檀志扬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在两米多高的无花果树上，一个个如鸭蛋
般大小的无花果挂满枝头，清香扑鼻。如今，安
徽省怀宁县凉亭乡源潭铺村的无花果种植基

地，已成为被村民寄予厚望的致富基地。
8月22日，源潭铺村无花果种植基地里有不

少游客，将一颗颗品质优良的无花果悉数收入
筐中。果农们分拣的分拣，包装的包装，忙得不
亦乐乎。

今年61岁的源潭铺村大牌组脱贫户吴银芝

戴着草帽，也参与其中。由于年龄大了，她无法
外出务工，加上还要照顾家庭，只要有空便到基
地里务工，每天有7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也能赚
5000多元。“在自家门口做事，既可以赚钱，还能
照顾家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吴银芝说。

像吴银芝一样，通过到无花果种植基地务工
增加收入的村民还有不少。据源潭铺村第一书
记李群林介绍，无花果种植基地建立起来之后，
通过流转土地和采用务工的方式，与23户脱贫户
合作种植无花果，每户年增收2100元；为周边50
余户群众、特别是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每户
年增收5000元左右，为村集体每年增收7.8万元。

为增加农户和村集体收入，2016年，该村采
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农户”的方式，发展
无花果基地135亩。经过5年的发展，该基地已
形成集生产、科研、销售、旅游观光、水产养殖、
技术服务、餐饮于一体的规模化、专业型的农业
科技公司，成为安徽省首家规模化种植无花果
基地，是安庆市最大的无花果生产、采摘基地，
也是怀宁县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和产业扶贫基
地。无花果种植基地每年都会优先从贫困户和

低保户中招聘零工，以实现产业扶贫基地和贫
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在无花果采摘旺季，每
天有30余人在基地务工。

通过发展产业，无花果不仅成了“增收果”，
而且还是承托着全体贫困户希望的“脱贫果”。
庙面组脱贫户朱一华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农闲时
选择到基地务工，一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天可以
赚70元。“有事做，心里就踏实。真的很感谢这个
基地，感谢政府的帮扶政策。”朱一华高兴地说。

“我们会根据脱贫户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们
的工作，只有收入稳定了，他们的生活才能得到
改善。”基地负责人杨积刚说，他们一般在旺季
优先聘用本地脱贫户来采摘无花果，在淡季主
要请人来除草和打扫卫生。

无花果鲜果具有保存期短的特点，因此延
伸产业链是实现无花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必由
之路。基地通过研发与探索，推出无花果果干、
果片等产品。“无花果种植只是产业振兴的一小
步，我们还会继续开发无花果的深加工，延长无
花果的产业链，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奔小
康。”杨积刚说。

安徽怀宁县源潭铺村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农户”的方式——

多方共赢，无花果成为“致富果”

□□ 戴绍志

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按照“保粮食、保供给、
调结构、促增收”的总体工作要求，将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提升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的主要抓手，进一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积
极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和特色高效农业，促进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农业产业整体实力和综合效
益明显提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日前，笔者走进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郭庄分公司的生产车间，随着流水线上挂鸭、电
麻、分割的快速进行，只见完整的一只只白条鸭被
分割得就剩一个鸭脖。

“不同于专注鸭坯生产的老厂区，这里的主
营业务是分割肉鸭。”公司相关负责人张晓东说，
郭庄分公司虽然才试生产两个多月，但日屠宰量
已达2万余只。在公司投产的带动下，献县乐寿

现代农业园区的肉鸭养殖户也由200户增至700
余户，光养殖环节就直接带动5000人就业。

瞄准“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化运作方
式，献县乐寿现代农业园区以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
任公司为核心经营主体，突出构建“原料种植—饲
料加工—种鸭繁育—肉鸭养殖—屠宰制坯—熟食
加工—餐饮门店连锁”的全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中
国肉鸭种质创新基地，成为沧州市以产业融合为方
向，增强农业结构调整活力的一个生动写照。

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沧州市以农业产业园
区、开发区为平台，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
体，着力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规模大、集中度高、
带动能力强、产业链条配套、产业发展成效突出的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加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全市已打造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19个，其中
省级加工产业集群11个。

强化产业带动。以现代农业园区为平台，大

力实施现代农业补链、延链、强链工程，已发展市
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102个，其中省级园区20个、
省级精品园区 11 个。打造了青县食品、沧县红
枣、渤海新区农产品、河间驴肉4个全国知名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了献县肉鸭、肃宁皮
毛、盐山杂粮、吴桥肉蛋鸡等8个县域特色产业加
工集群；形成了烤鸭胚产能全国第一、皮草行业出
口全国居首、鲜梨出口全国第二等多个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

强化龙头带动。出台了《关于做大做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重奖惩、抓激励，明确了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
乡村振兴，市政府与省建行签订了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合作协议，安排 300 亿元专项支持，构筑
了政府引导、金融助力、企业作为、协同推进的
大格局。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已发展到
406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75家，产业化经营

率达到了69.8%。
强化项目带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持续加大项目谋划建设力度，每年举办农业
招商推介会等大型招商活动，千方百计吸引上规模
的项目落地和企业落户。特别是2020年河北省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召开，沧州市签约项目
10个、投资总额153亿元，居全省首位。今年上半
年，全市已集中开工农业产业化项目两批次32个，
总投资达到36亿元。

强化融合发展。把产业强镇项目作为融合
发展的重要平台，推荐肃宁县梁村镇入围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把“一村一品”示范村建设作为
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择优推荐16个示范村为省
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南皮县贾九拨村被
认定为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截至目
前，全市共培育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特色示范镇
（村）10个。

河北沧州市：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滚雪球”效应广西岑溪市
产业振兴强了乡村富了群众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糯垌镇绿云村火龙果种植基
地，一排排碧绿的火龙果树的枝头开满了黄白色的花朵，一个个紫
红色的火龙果点缀枝头，十几个工人正在忙着采摘装箱，丰收的喜
悦溢于言表。

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黎观良介绍，该基地是按照“村民合作
社+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与岑溪市安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建成，共投入资金350万元，种植火龙果面积300亩，预计丰产
期年产值达500万元。平时村民合作社负责流转土地和协助管理
基地，企业则负责提供种苗、技术、管理、销售。农户以土地入股，
实现土地变股份农民变股东、农民和村集体经济增收、企业发展的

“三赢”局面。
“我们镇从去年开始探索联村异地发展‘飞地经济’的新模式，

依托绿云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的资源禀赋优势，整合上级乡村振兴
项目资金和企业资金，发展村集体经济，引导塘坡、古河、塘坪、叶
伦、平坡5个村异地与绿云村建立经济联合体，共同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目前，项目每年可为每个村集体经济带来20%的增收，
可带动80多户农户发展产业和吸纳150余人就业。”岑溪市糯垌镇
党委书记杨斯杰说。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强则百姓富。糯垌镇绿云村的“村企合
作”“飞地经济”只是岑溪市发展新型农村产业的一个例证。今年
以来，该市共投入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资金 6555 万元，按照“强产
业、扩规模、壮龙头、突特色”的发展思路，以优结构、铸品牌为目
标，不断提档升级砂糖橘、澳洲坚果、软枝油茶、天龙红茶和古典三
黄鸡等传统优势特色产业，厚植富有地方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生
态循环利用产业和现代智慧农业、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点等
新业态，延伸扩大古典三黄鸡、黄金蜜露甜瓜、天龙红茶等产业链，
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二三产业融合、多产联动”的农村产业格局，
促进产业振兴、农业提效、农民增收，写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文章。

开发天龙红茶种植基地和建设新的红茶加工厂是岑溪市计
划实施强产业、扩规模、延链条的项目之一。针对广西岑溪天晟
茶业有限公司种植园规模小、产量少、原有茶叶加工厂加工能力
不足等产业短板，岑溪市迅速制定了产业扩链、补链、延链发展
方案，由国企岑溪市华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晟茶业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资 1500 万元建设 2500 平方米的红茶加
工厂房、仓储、产品展示厅等建筑物和购置一条日处理茶青 1000
公斤的全自动化红茶生产设备，并计划在南渡镇、筋竹镇、梨木镇
建设1万亩的红茶种植园基地，预计可年产鲜茶叶600万公斤。待
整个红茶产业链形成并正式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到 1.2亿元，
带动 3 个镇、7 个村、300 多户群众参与种植，并可吸纳 800 多人到
园、到厂务工就业。 梁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