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面村要富起来，一定要建造自动化工厂、发展
特色产业。我们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在浙江
省台州市黄岩区高桥街道下浦郑村的文化大舞台上，
浙江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杨开一开
讲，就响起一阵掌声。杨教授的话，大伙都爱听。

下浦郑村从事米面生产加工已有百年历史，米面
口感爽滑，香味浓郁，但传统工艺较为复杂，一些关键
环节全凭老师傅的手法经验。同时，缺乏生产标准、
品牌形象模糊、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也制约着产业
规模化、精细化发展。为此，街道专门找到浙江工业
大学食品学院，决定采取校地合作，借智引智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拓宽群众致富路。

两年来，“联姻”成果迭出：立标准、推新品、建工
程……20 多趟走村入户，让杨开俨然成了“半个村
民”。在团队的指导下，原先零散的小作坊被集中在
一起，设立集中加工点，采用半机械化方式生产。“机
器换人”后，产量产值双双飙升：去年的产量达1100多
万斤，产值一举超过了4000万元。

几年前，在城区上班的胡晨戬回到村里接手母亲
的米面生意。自从专家来了，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尤其是新产品“七彩米面”的推出，一下成了香饽饽。

“以前在家里纯手工做米面，一天最多两三百斤米，平
均每年收入就一两万元。加入园区半机械化生产后，
需要手工操作的部分变得简单，制作米面轻松多了，
一天能用掉七八百斤米，年收入也增加到五六万元。”
胡晨戬说。

“目前，我们跟浙江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正在谋划
建设米面3.0时代。”下浦郑村村委会主任林保平告诉
记者，预计3年内完成升级，届时，米面制作将采用全
自动化生产模式，预计年产值可达到 1 亿元。这回，
村里一些老人们也能加入其中或资金入股，带动全村
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接下来，高桥街道还将继续发挥校地合作的优
势，结合美丽城镇建设，通过产业振兴辐射带动共富，着力将下浦
郑村打造成为以米面产业为主导，集乡村休闲度假、多元文化体验
于一体的农业主题型米面特色小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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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道真县平模镇
食用菌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近年来，贵州省道真县平模镇平模社区围绕“支部+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按照“三联三增”发展要求，注册成立了平
模社区兴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逐步壮大食用菌产业规模，形成
了“一园一庄”的产业布局，共建设标准化食用菌大棚173个，发展
菇农64户。

该镇平模社区兴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与贵州同辉食用菌发
展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由同辉公司驻派 3 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担
任合作社技术顾问，从技术、生产、销售等方面有效衔接，增强实
力，实现了集体经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据了解，该镇平模社区合作社兴农生态农业专业领办了17个
食用菌大棚作为集体经济项目，自2021年1月份以来，17个大棚均
已出菇，预计年经营性利润收入可达 30 万元以上，加上种植服务
费10万元，预计集体经济总收入76万元。 朱文信

新疆若羌县
吃上旅游饭 振兴路变宽

新疆若羌县立足资源特色，拓展乡村旅游发展优势，在内涵发
掘上下大功夫、做新文章，加快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有效激
发了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近日，走进若羌县铁干里克镇果勒吾斯塘村的“楼兰羌调民
宿”，整洁的葡萄长廊，压弯枝头的果树，处处盛开的鲜花，散养的
珍珠鸡、鸵鸟、孔雀正怡然自得的散着步，十来种有机瓜果挂满枝
头，游客们在树荫下自助烧烤。除此之外，正宗的土鸡、土鸭等农
家菜也让游客流连忘返。

“这里的青菜、土鸡、土鸭，都是很新鲜的，我们可以在公共厨
房里自己动手做可口的饭菜。”游客刘爱平说。

据介绍，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若羌县加强农业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壮大观光农业，切实通过“旅游+集散”“旅游+农
户”“旅游+民宿”等模式，促进旅游业和其他产业融合，不仅乡村美
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我从7月份开始打造‘楼兰羌调民宿’，目前已有20个房间投
入使用，后期我们还会陆续打造房车营地，给游客提供更便捷的服
务。”民宿负责人李志成介绍。

若羌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根涛说：“今年以来，我们若
羌县以发展精品民宿为抓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链条发展，截至目
前，已经打造了 11个农家乐和 41家不同主题风格的特色民宿，我
县有一人入选‘文旅部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铁干里克镇果勒吾
斯塘村列入第二批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全县初步形成了
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在湖北省宜昌市的夷陵区官庄村习家岗
橘园内，漫山遍野的柑橘压弯了枝头，前来采
摘游园的游客喜笑颜开，又到一年吃橘赏橘的
最佳时节。

长江之滨、西陵峡畔，壮美长江、诗画宜
昌。日前，第十二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
节主体活动在宜昌举行，包括第八届湖北宜
昌（夷陵）柑橘节、三峡非遗旅游周、钢琴音乐
会等 30 多项具体活动。游客们行走在宜昌
峡江山水之间，感悟屈原故里的楚韵风流，聆
听长江钢琴的天籁之音，饱览一江两岸的璀
璨灯火。

“长江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歌，三峡是一幅
连绵百里的画。”宜昌市委书记王立表示，宜昌
将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充分依托生态、
产业、文化优势，携手重庆等周边城市，共同打
造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加快建设世界旅
游名城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努力铸就勇立时代
潮头、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化梦想之城。

近年来，宜昌通过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着
力走好“农文旅”等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之
路，从卖产品到卖风景、卖文化，田园变景区、
传统劳动变休闲体验，尽显荆楚乡土风情和乡
村文化魅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接二连三”延长柑橘产业链

金秋十月，官庄村橘农陈清华种的 20 亩
柑橘迎来了收获季节。“今年按标准化种植的
精品早熟蜜橘，皮薄果肉饱满，甜度提升了，收
购价比去年要高。”陈清华说。

“夷陵区有 20万人吃‘柑橘饭’，在全国柑
橘市场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夷陵柑橘产业发
展关键是要以品质取胜，提高规模化种植、设
施化栽培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夷陵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已形成了以官庄为
核心的千亩宜昌蜜橘现代化生产基地，以宋百
路环百里荒旅游干线为核心的现代生态橘园，
以小鸦路沿线为核心的万亩精品柑橘走廊。

近年来，夷陵区从产业项目资金中列出
3000多万元，支持柑橘企业引进智能分级、精
深加工等新型设备，突破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和
环节。同时，通过集中式和分散式冷库建设，
柑橘初加工企业实现冷链仓储全覆盖。

在夷陵红生态农业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
轰鸣，流水线上一个个柑橘经过筛选、清洗、分

级、包装、封箱，将销往国内外市场。“通过自动
化筛选设备对柑橘果形大小直径进行分级，尺
寸标准均匀，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负
责人王伟说。

柑橘作为湖北全省重点打造的十大产业
链之一，一二三产已深度融合。宜昌市从“一
粒种子”到“一杯橙汁”，再到皮渣资源化利用、
农旅融合，打造出一条“接二连三”的完整柑橘
产业链。

“夷陵是宜昌蜜橘产销的重要阵地，柑橘
是夷陵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年产量稳定在70
万吨以上、综合产值 60 亿元。”夷陵区委书记
肖鹏飞介绍，未来五年，夷陵将围绕“橘都”名
片，建成全国现代橘园技术集成示范、全果加
工综合利用示范、三峡柑橘产地交易市场建设
示范和湖北“橘文旅”融合示范等“四个示范”，
为柑橘全产业链贡献夷陵力量。

多点开花培育乡村旅游新动能

宜昌城一半山水一半城，夜幕降临，华灯
闪耀，登上游船，一边是喧哗时尚的现代都市，
一边是身披彩灯的山水田园——车溪。

改造一新的车溪老街上，游客人头攒动，大
型山水夜游演艺秀《梦回车溪》吸引众多游客观
看，土家族神秘古老场景的穿越感扑面而来。

“太震撼了！”武汉游客朱建华说，“白天在

车溪看田园山水和水车等农具，似乎跟其他景
区没什么区别。但是晚上的节目很好看，满满
的故事感。”

过去，宜昌点军区的车溪风景区主要卖“山
水田园”，后因产品门槛不高，一度陷入同质化
竞争。宜昌物资集团在车溪投资打造了大型浪
漫主义土家爱情神话，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体
验。“如今游客的审美水平越来越高，要想获得
游客的‘芳心’，必须从‘卖山水’向‘卖文化、卖
体验’转型。”物资集团董事长陈剑屏说。

宜昌因坐拥长江三峡、三峡大坝而成为海
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传
统“游三峡、看大坝”的旅游业态渐遇瓶颈。

近年来，宜昌将生态优良的乡村游作为
重要突破口，立足各县市区资源优势，旅游规
划与乡村振兴统一谋划，构建全域旅游格局，
乡村旅游呈现多点开花局面。如夷陵“橘香
茶韵”、秭归“诗情橙意”、兴山“与美同行”、宜
都“陌上秋韵”、枝江“花样年华”、当阳“风华
正茂”、远安“田园诗画”、长阳“梦幻山水”、五
峰“茶颜悦色”、点军“江南牧歌”、猇亭“花香
石趣”……

画里乡村成现实，梦里乡愁得慰藉。宜昌
通过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文旅融合等“组合
拳”，积极探索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让乡村游成
为旅游产业复苏“排头兵”，以精品化、特色化

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乡村，品味美丽乡村
的诗意美好。一大批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通过景区带村、能

人带户，宜昌累计脱贫 6496户、18158人，带动
就业人数达到13.8万人。

非遗传承实现文旅深度融合

在宜昌枝江市仙女镇布鞋文化村，人们参
观布鞋博物馆，可以感受传承人制作布鞋的各
项工艺，重温祖母辈的手艺。

“枝江布鞋最独到的技艺就是用天然蒲草
编制‘元宝席子’作鞋底，2009年入选湖北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枝江步步升布艺公司董
事长李厚春说，当地采用“公司+工坊+合作社+
农户”模式，培养出一批资深制鞋匠人，吸纳周
边贫困户、下岗职工，解决了8000余人就业。

和枝江布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一样，宜都
宜红茶、长盛川青砖茶、五峰竹编等近百家传
统工艺作坊，已成为宜昌部分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途径。

近年来，宜昌通过不断打造非遗品牌，采
取“旅游+非遗”“节庆+非遗”“乡村振兴+非
遗”等形式，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振兴精
准对接，带动了宜昌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品
牌提升，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屈原昭君
故里”非遗之旅上榜湖北唯一入选全国非遗之
旅线路；夷陵宜大路高效茶叶走廊荣获“全国
茶乡之旅特色线路”；兴山以“昭君人家”为统
一民宿品牌，发展高星级乡村旅游民宿 200多
家；远安依托鹿苑黄茶传承基地打造了美丽乡
村旅游区；宜都依托青林寺谜语传承基地打造
了青林古镇文化旅游区……

宜昌通过举办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昭君
文化旅游节、嫘祖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串联起
农业、文体旅等资源，不仅让宜昌非遗代表项
目焕发新活力，而且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
的非遗节会品牌。在宜昌广袤的乡村，既有
数不尽的特色风景，更沉淀着几千年的文化
底蕴，非遗乡村游，颜值与内涵兼顾，让游客
回味绵长。

目前，宜昌已成功创建 2个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6个湖北旅游强县、6个湖
北旅游名镇、19个湖北旅游名村。为顺应高质
量发展新趋势，“十四五”期间，宜昌正努力打
造出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上千亿元文旅产业
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产业。

荆楚农文旅融合展现无限商机

第八届湖北宜昌（夷陵）柑橘节上，农民网红正在现场直播推荐宜昌蜜橘。 资料图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到“要加快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乡村产业体系，把更多
就业机会和增值收益留给农民；推动农业与旅游、
教育等融合；支持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工商
业主等返乡入乡在乡创业”。

从上述提法来看，把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作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并不为过。每一点
建议都是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与
旅游、教育等融合。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
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
示范园区建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过
程中的重要范式，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越深，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才会越高。近年来，“农业＋”的
融合模式在各地不断实践，呈现“农业＋文化”“农

业＋旅游”等多种样态，并取得了良好的经验效
果。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出要推动农业与
旅游、教育等融合，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这两个因
素的重视。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通过开展全国休
闲农业重点县建设、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推介
等活动助力休闲农业发展，不断强化农业和旅游要
素的深度融合，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为城乡居
民体验休闲农业景观的共同印象。我国是一个农
业大国，推动农业与教育深度融合有利于传承优秀
的中华农耕文化和保留“乡愁”，通过实际农耕劳
动、参观农业博物馆等农业实践课程及研学活动
让学生增进对中华农耕文化的认同，了解农业发
展历史，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珍惜粮食的共同信念，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健全乡村产业体系，把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值收
益留给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要以农民
为中心，因此这个过程就要以“富民”为目标导向，也

就是规划中提到的“把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值收益留
给农民”。如何富民？就要通过健全乡村产业体系
的方法来完成。首先应实事求是编制乡村产业体
系发展规划。农业农村部2020年印发《全国乡村产
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乡村产业发展
的目标任务、结构布局、政策措施；2021年印发《关
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绿色底色足、安
全可控制、联农带农紧的农业全产业链，为乡村全
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支撑。其次应打通
乡村“最后一公里”，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进
一步为健全乡村产业体系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硬
支撑。再次，要着力解决农业科技领域的“卡脖子”
难题，为健全乡村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乡村体系健全后，农民可以实现多渠道就业增收，

“钱袋子”也自然可以鼓起来。
支持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工商业主等返

乡入乡在乡创业。乡村振兴需要人的参与。2020

年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工作取得重要成效，返乡入
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到1010万人，比上年增加
160万人，增长19%。同时，1900多万名返乡留乡
人员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
加快，“人才回流”也应该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一
背景下，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制定各种配套措施，吸
引各类人群返乡入乡在乡创业。农业农村部也通
过举办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推介全
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在县域建设返乡入乡创
业园等多种方式鼓励、支持农村创业创新。在各
方努力下，目前各地已经探索出卓有成效的返乡
入乡创业就业典型模式。接下来，各地应强化营
商环境建设，以更有吸引力的举措“引凤筑巢”，同
时让回乡的企业和个人安心扎根，留得住人。最
后，要切实注重各地典型模式的推广落地，将这一
举措真正应用起来，避免成为“花瓶摆设”，成为带
动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抓准着力点 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王壹

□□ 裴逊琦

山西省五寨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
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水资源丰富，长期
以来以玉米、马铃薯、杂粮等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要产业，有“中国甜糯玉米之乡”、晋西北“米粮
川”的美誉。

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业县，如何在稳粮的
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以求实现经济发展、农民
增收？

近年来，五寨县委、县政府两手发力，一方
面，以传统作物为突破口，调整种植结构、延伸
产业链；另一方面，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帮
扶，向中药材种植、加工领域进军。黄土坡上，
一场产业升级的突围战正在打响。

立足优势，打造“甜糯玉米之乡”

新鲜的玉米，在流水线上经过清洗、蒸熟、
塑封后进入仓库，全程不超过两个小时。在五
寨县前所乡的康宇田源公司生产基地，先进加
工线让五寨甜糯玉米能保持新鲜的风味走上城
市居民的餐桌。

甜糯玉米皮薄无渣，口感细腻，鲜嫩黏香，
软滑甘甜，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脂
肪酸及膳食纤维等，是近年来走红的健康食
品。五寨县的自然禀赋正是甜糯玉米生长的绝

佳环境。
立足优势，做强长板。近年来，五寨县大力

发展甜糯玉米有机旱作种植，全县种植面积达
到 6.5万亩，并形成了一套甜糯玉米有机旱作种
植模式，康宇田源公司承担的甜糯玉米有机旱
作种植加工项目就是典型代表。

该公司打造一万余亩的甜糯玉米绿色种植
基地，引进甜糯玉米新品种20余个，开展品种对
比试验，从中筛选优良品种；将甜糯玉米种植、
牛羊养殖和甜糯玉米加工三个环节有机联结在
一起，形成了上下游产业联合体，有效提升了全
产业链收益，实现了良性循环。

目前，企业年加工甜糯玉米3000万穗，开发
出真空甜糯玉米、速冻甜糯玉米等多种产品，获
得绿色食品认证等多项国家级资质，远销欧美、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公司推广“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订单农业经营模式，带动农户652户，户
均增收7000余元。

转变思路，发展加工型马铃薯

马铃薯是五寨乃至山西的家常主菜之一，蒸
煮烹炸，做法颇多。然而，以传统鲜食品种为主的
种植结构也阻碍了马铃薯产业向纵深发展。

相较传统品种，加工型马铃薯不仅产量高，
也更适宜制作薯片、薯条、薯饼等产品，具有极大
的经济效益。五寨县坚定实施“特”“优”战略，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加工型马铃薯作为
产业升级的突破口，让“小土豆”对接上“大产业”。

产业兴需要龙头带。2020 年，五寨县引入
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一个总投资 3.6亿元的
3 万亩现代加工型马铃薯示范基地项目迅速落
地。项目采取“政府+公司自筹”的方式建设，其
中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由五寨县具体负责，
投资费用约为 1.6 亿元；大型喷灌、滴管等灌溉
设施以及所有大型农业机械设备、种薯、化肥农
药等投入由蓝顿旭美公司负责，投资费用约为2
亿元。

先进高效的农业设施与种植技术让马铃薯
的单产大幅提升，在示范基地，加工型马铃薯的
亩产能达到万斤。

眼下正值收获季节，正在机器旁忙碌的刘
占勇老人告诉记者，他家里的 20 亩地全部流转
给了基地，每亩流转费 800 元，加上农忙时节在
基地打工的收入，年收入能有2万多元。

据五寨县副县长郭旭东介绍，下一步，五寨
县将重点配套建设马铃薯生产加工项目，延长产
业链条，目标是建立“企业+基地+农户”的“育、
繁、推、种、加、销、游”七位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真正让小土豆撬动大市场，做成大产业。

今后，五寨县将依托马铃薯产业，将土豆花
节与荷叶坪亚高山草甸、五寨沟等资源整合，打造
成五寨的旅游名片，推进五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发掘潜力，道地药材香飘五寨

五寨县气候寒冷、病虫害少，是天然的绿色种
植基地，在中药材生长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环境
优势，在县南部山区已发现200多种野生药用植
物。作为五寨县的对口帮扶单位，国家中医药局因
势利导，将中草药种植及加工产业引入五寨。

位于胡会乡小胡会村的晋西北中药健康产
业孵化园，是五寨县为全县中药材小微企业和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搭建的公益性、标准化服
务园区，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9年捐助900
万元建设。

孵化园占地约 35 亩，包括新建中药材晾晒
场、初加工车间、周转库和商品库等，购置各类主
要设备30台套，为全县中药材种植企业和农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提供种植指导、加工、储存、销售、追
溯管理、集中展示、技术培训、品牌宣传等公共服
务，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的现
代服务示范区，助力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目前，孵化园内已有 3家企业和 7个合作社
入驻。项目完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中药材年初
加工及储存能力2000吨，可消化1万亩中药材。

未来，五寨县将继续探索将款冬花、苍术、
党参等野生中药材引种到大田中，进一步扩大
中药材种植品种，规范、优化种植技术，培育现
代“药农”，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山西五寨县：创新思路做强传统产业

山东冠县
党建引领富民产业发展状大

“吉固村养殖肉牛1300余头，已获纯利1200余万元；后董固村
养殖蛋鸡10万羽，年增收30余万元；唐寺村养殖狐狸2300只，年获
利 5 万余元……”这是山东省冠县崇文街道兴起的养殖产业成
绩。近年来，崇文街道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产业+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产业发展中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走出了一条“基层党组织引着走、农
业合作社带着走、农民跟着走”的产业增收致富新路子。

“润昌农商行给俺提供了100万元的低息贷款，缓解了合作社
资金紧张难题。合作社肉牛存栏最多时近千头，已增收 700 余万
元，感谢党的好政策！”11月5日下午，崇文街道吉固肉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赵永波向笔者介绍。按照冠县县委组织部党组织融
合共建要求，吉固村在崇文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与润昌农商
行冠宜春路支行党支部结成帮扶对子，以“服务乡村振兴，拓宽富
民产业，聚兴聚力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大力发展肉牛、猪、蛋鸡、
狐狸养殖等特色养殖业及葡萄、油桃等大棚水果种植产业。润昌
农商行按照“一次办好”的要求，简化程序，先后发放“鲁担惠农贷”

“养殖贷”等金融支农贷款共计 1100 万元，推动了养殖、种植等富
民强乡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崔海天 沙德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