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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伟 郑可欢

今年，广东农垦迎来创建 70 周年。
70 年栉风沐雨，70 年砥砺前行。广东农
垦坚守“为国植胶”初心，披荆斩棘、向阳
而生，如今已发展成为涵盖天然橡胶、剑
麻、糖业、乳业、畜牧、粮油、旅游、置业、
金融、物流、营销等多个领域，一二三产
业融合、国内外同步开拓的国际化现代
农业企业集团，忠实履行着战略资源保
障者、现代农业引领者、乡村振兴践行者
的时代使命。

1951 年 11 月，为打破少数西方国家
对天然橡胶物资的垄断和封锁，广东农
垦的前身——华南垦殖局成立。2 万多
名解放军官兵组建的 2 个林业工程师和 1

个独立团，放下枪杆、抡起锄头，参加橡
胶垦殖事业，南泥湾军垦火种被播撒在
了华南大地上。

当时，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受气候等因
素影响，巴西三叶橡胶树不适宜在北纬 17
度以北地区大面积种植。肩负“一定要建
立我们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的重任，广东
农垦人没有任何退路。他们克服台风、洪
涝甚至林间猛兽等多重威胁，让一棵棵橡
胶树扎下根来。

1984年7月，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橡胶
育种采胶生理科学会议上，在广东省农垦
总局高级工程师徐广泽将关于橡胶树在高
纬度培育生长的总结性科学论文宣读完毕
后，台下响起如潮掌声。广东农垦“突破北
纬17度”的壮举，获得世界认可。

70年来，广东农垦始终以“为国植胶”
初心为墨，一笔一画勾勒新中国天然橡胶
产业的发展版图。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04年之后，广东农垦围绕“海外再造新广
垦”的战略目标，主动开拓海外市场，以东
南亚国家为重点，大力推动天然橡胶产业

“走出去”发展。
至 2020年，广东农垦在国内外拥有 62

家天然橡胶种植、加工、贸易企业，2所科研
机构及 32个橡胶种植基地农场，37座橡胶
加工厂，境内外自有天然橡胶种植面积110
万亩，产能达 150万吨，跻身全球天然橡胶
企业第一阵营，是全球唯一一家产品同时
获得新加坡、东京、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认
证的天然橡胶企业。由广垦橡胶产品等生
成的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标准胶”期货成

为国际市场现货交割的重要定价参考，提
升了我国对天然橡胶等国际大宗货物贸易
的掌控力。

如今，广东农垦海外业务分布于新加
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
老挝、贝宁、加纳等国家，投资建设了天然
橡胶、剑麻、木薯酒精等47个境外热作生产
经营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仅天然橡胶产
业一项，广东农垦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4万多个，每年
创造税收4000万美元。

时代成就梦想，使命呼唤担当。近年
来，广东农垦聚焦乡村振兴、粤港澳大湾
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
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加快推进农垦改革发
展，整合垦区优势资源，不断拓展发展空

间。2016年以来，广东农垦成功创建2个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糖业和剑麻）、2个国
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橡胶和生猪）、7个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1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依托湛江垦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蔗糖、剑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菠
萝优势产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
台，广东农垦引导周边农户种植优质菠萝、
高产甘蔗、红心火龙果等，其中仅广垦糖业
集团便带动周边农村种植甘蔗 60 万亩
以上。

今年 8 月 10 日，随着一辆载满种猪的
调运车缓缓抵达广垦南光养殖基地，广垦
畜牧集团首个万头母猪场正式进入投产阶
段。这是广东农垦生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项目建设落下的又一重要棋子。
今年9月，广东农垦旗下上市乳品公司

燕塘乳业与甘肃省养殖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全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前进
牧业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建设规模
6000头的奶牛养殖基地。祁连山脚下的生
态牧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被紧紧
联系在一起。

70年岁月峥嵘，70年风华正茂。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广东农垦继续秉承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努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为保障国家战略资源供给安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
贡献。

广东农垦：从“突破北纬十七度”到走向国际大舞台

广东农垦红十月农场有限公司热带水果产业园火龙果喜获丰收广东农垦红十月农场有限公司热带水果产业园火龙果喜获丰收。。钟炎波钟炎波 摄摄

广东农垦平岗农场有限公司现代化水产养殖基地。广东农垦旗下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旗舰工厂广东农垦旗下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旗舰工厂。。

广东农垦湛江垦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广东农垦湛江垦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本组图片由付伟本组图片由付伟、、郑可欢提供郑可欢提供））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
俐）高山、森林、村庄、稻田、葡萄园、油菜
花田、两江交汇……在重庆市涪陵区美心
红酒小镇，“全球多元化索道公园”正在用
索道网将这些美景串起来！11月18日，重
庆市涪陵区美心红酒小镇 10余个同步建
设的乡村振兴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而

“全球多元化索道公园”正是其中最大的
项目，共有4、5、6、7号线索道，将于春节前
建成投用。

项目建成后，将与原 1、2、3号线索道
形成一个“空中索道网络”环线。该环线
以鸡公山游乐园为起点，辐射周边特色乡
村。用索道形成一个空中闭环交通网络，
将滨江休闲区、户外拓展区、高速路综合
服务区、葡萄园、坝上村庄、油菜花田等景
区和乡村风光通过空中环线交通网络的
形式串联起来，形成不同的观光景色。

“全球多元化索道公园犹如一个索道
‘博物馆’，让游客能体验到世界 80%的索
道形式。”美心红酒小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索道不仅是旅游观光的文化长廊，更
是一条“乡村振兴经济带”，助力乡村振
兴，助推涪陵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实现观
光游向深度体验游的转型，将整体打造成
集交通中转、体验购物、农业观光、农业种
植、景区游乐、葡萄采摘、乡村民宿、康养
等于一体的全新体验式旅游目的地。

重庆市涪陵区美心红酒小镇：

索道网串起乡村美景

□□ 王永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近日，在四川省宣汉县普光工业园
区方斗食品功能区，四川省龙森中药材
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加工厂马
力全开，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目前已加工了 600吨木香和木瓜，
两万余亩中药材算是颗粒归仓！”公司董
事长杨昌林乐呵呵地说，“往年加工厂没
建起来，遇到雨天很多中药材只能烂在
地里，对公司和农户都是很大的损失。
这条生产线的建立，既解决了我们以前
的产销难题，又大大增加了中药材附加
值，还可以给周边村民提供 300 余个就
业岗位。”

从单一中药材种植升级为整条现
代化生产线，目前该公司已种植中药材
7万余亩，覆盖全市 5个县（市、区）的 26
个乡镇、53 个村，带动 3000 余户原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摘帽。四川龙森中药
材公司把对了“脉”，开对了“方”，更走
对了“路”。

突出特色 融合发展

发展中医药产业，达州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这里地处秦巴山脉地区
生态系统核心区，素有“动植物基因库”
和“秦巴药库”之称，境内有野生中（草）
药资源2386种，中国药典收载431种。

虽然中药材资源丰富，种植历史久
远，但过去一直走传统种植的路子，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问题突出，中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能力不足。达州市中医药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小川介绍：

“中药材种植缺乏主导品种，科技创新和
研发投入少，产业发展难以支撑多元化
市场特色需求……”

为“号”准这个“脉”，达州市专门邀
请了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和省中医药科

学院、西南大学药学院及市农科院中药
材研究所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到达州“坐
诊”，对达州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
分析研判和科学规划。

“把准‘脉’、开好‘方’，是我们推进
达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达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黄中
平介绍，“达州规划‘一核引领、两翼带
动、六极赋能、全域发展’的中药材产业
发展空间布局，将中药材产业培育成特
色优势产业，成为助力全市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柱产业。”

按照这个规划，今后 5年，达州将以
通川区现代医药产业园为依托，打造国
家级特色中药材产业孵化基地和智能
制造示范园区；以北部高山地区为“北
翼”和南部丘陵平坝地区为“南翼”，建
设标准化、规范化种养业基地；以达川、
万源、宣汉、开江、渠县、大竹各为一极，
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健全完善中药材
产业链，实现三产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

搭建平台 服务产业

土生土长在花萼山下的“80 后”青
年项能鹏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祖祖辈
辈视萼贝为宝贝，那么如何将野生贝母
进行移植种养，将它作为一项产业发
展，带动乡亲们发家致富？从 2014年开
始，项能鹏先后到省、市有关科研机构
和高校拜访中药材专家，为发展萼贝“把
脉问诊”。

项能鹏的创业行动得到政府的大力
支持，专门为他建立“专家工作站”，帮助
其对萼贝进行基源鉴定、化学成分分析，
传授育苗和栽培技术等。2018年，他又
成功通过技术成果融资，成立万源市润
雨中药有限公司。

该公司通过科学的基源研究和野生
驯化，成功进行了扩繁和栽培。现已在

万源市蜂桶乡建设川贝种源繁育基地50
亩，商品萼贝规范化种植基地 200余亩，
带动萼贝种植大户 36 户，户均增收近 1
万元，为当地培养萼贝种植“土专家”60
余人。

为破解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大力
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达州市政府与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专门签订了《推进
达州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备忘
录》，积极与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交
流合作，成立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达州
产业技术分院，筹建秦巴道地中药材互
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创办达州中医药职
业技术学院。全市设立了3家“院士专家
工作站”，为每个特色品种配一支专家服
务队，未来将建立中药产业科技转化孵
化园，为更多的“项能鹏们”搭建好服务
平台。

培本固元 打造品牌

针对中药材主导品种缺乏的问题，
达州市初步筛选出万源萼贝、达川乌梅、
宣汉木香、巴山天麻、开江银杏、渠县白
芍等道地中药材作为规模化种植推荐品
种。未来几年，将新（扩）建省级示范基
地 1个、市级示范基地 8个、县级示范基
地7个，累计打造15个“秦巴药乡”。

达州通过构建“医疗机构+中药企
业+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
业发展机制，把农民利益分享作为其中

重要的一环，推动联合发展。到2025年，
全市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将达到 180
亿元。

积极培育和招引重大中医药产业
项目，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四川聚
元药业、四川自强中药和四川琦云药业
相继落户达州，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建
设达州现代医药产业园、宣汉方斗工业
园、万源中国富硒医药产业园区。推出
一批以中医药养生文化、疗养康复、药
用植物观赏、森林康养为特色的健康旅
游产品，着力打造“秦巴药库·康养天
堂”区域产业品牌和“达医达药”区域文
化品牌。

在达川区乌梅特色现代农业园区，
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园区从事乌梅“产、加、销”产业链发展的
经营主体已达 36 家，带动园区 87%的农
户从事乌梅产业，还可以享受乌梅特色
药膳食疗、养生保健服务，是一个中医药
特色康养胜地。

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罗盘村村民
通过中药材种植脱贫后，又开始谋划利
用巴山大峡谷景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下猛药”。“前几年‘药’到病除，
治好了村民的‘穷根子病’。”罗盘村党
支部书记李永太信心满满地说，“现在
我们要打造民宿、发展康养，让游客在
我们这里吃好、耍好，让乡亲们的日子
越来越红火。”

把好产业“脉”开好振兴“方”
——四川省达州市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近日，交通运输部在河南
省兰考县召开2021年全国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会议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
要指示精神，总结农村公路发展经验，研
判形势、明确思路，扎实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夯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基础，努力建设便民、惠民的人民满意交
通，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会上，
河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黑龙
江7家代表单位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

今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1月至 9

月累计完成农村公路投资2854亿元，新改
建农村公路里程10.5万公里，改造农村公
路危桥4637座，完成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
程5.14万公里。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
公路累计投入车购税资金7021亿元，新改
建农村公路约 243.8 万公里，解决了 1040
个乡镇、10.5 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
新增 5万余个建制村通客车，实现了具备
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
车的目标，农民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
到村、安全便捷”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带
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资源路、旅游路、产业
路盘活了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城货下
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城乡
双向运输进一步打通，改善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四好农村路”已经成为农村地区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走向富裕的重要
载体。

2021 年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河南兰考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