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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永明 蒋永听

“我们现在采收的是脱毒种薯，别看
我们这个薯块小，但是我们的市场价值
比较高，每斤是两块钱，这一亩地可以收
到 1600 多斤，前期我们薯苗的销售每亩
地已经收到三四千块钱了，加上我们种
薯的销售，每亩地可以收到七千多块
钱。”安徽丰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许超，一边介绍脱毒种薯的产量、
产值，一边安排工人们采收红薯。拖拉
机走过之后，红薯被翻出地面，工人们开
始捡拾红薯，分拣、装袋、转运，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景象。

据了解，该公司种植基地位于安徽
省界首市泉阳镇。今年基地红薯种植面
积是 2760亩，其中良种繁育是 320亩，商

品薯种植是 2400 多亩，秋季剪苗加上红
薯销售的收入达到1000多万元。秋季剪
苗每年 7 月份开始栽种，9 月份开始剪
苗，到 11 月份下霜结束。最近基地又接
到一个300万棵的订单，工人们正在按照
订单要求剪苗。

基地目前流转的土地有 4000 多亩，
主要从事马铃薯、红薯种植，以及脱毒种
薯、种苗的种植繁育，常年需要 600 多名
工人，这也给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增收
的机会。

此外，该基地甘薯深加工项目已经
开工建设，将连接起从种苗繁育、种植、
销售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不但推动了
泉阳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当地农
业经济发展，也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徽界首市泉阳镇

红薯种植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近日，河南省杞县城郊乡朱寨村农民正在大蒜田间察看墒情。该乡党委、政府及
时动员群众喷洒防冻剂，做好冬季大蒜管理。

刘银忠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摄

“这两年，我们村靠种植山药强村富民，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产业。”
山东省临清市松林镇西丁村村民凌广银说。“自打成立了众康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我们全村山药种植户都入社了，目前参与种植的有 400 多户，种植面积超过 1500
亩。”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合作社种植集零为整，便于统一管理，形成规模效应，山
药销往河北、山东等地。图为西丁村种植户凌广银正在收获山药。

马永霞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千亩、万亩的连片粮田在北方司空
见惯，在山多地少的浙江却是珍惜资
源。作为省市两级的重要粮仓，日前，杭
州市钱塘区评选出首批12个“千亩粮仓”
示范区，明确将这批示范区作为今后旱
涝保收的稳产区、荒地整治的示范区、先
进科技的应用区、统一服务的先行区、高
产高效的核心区，以此来推动当地粮食
产业现代化发展。

据了解，要入围这个示范区名单十
分不易。各主体申报后，需经过资料审
查、实地测评和综合评分三道关卡。“我
们以抛荒地整治为新起点，以科技兴粮
为核心，以示范带动为抓手，深入提升农
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2 个‘千亩粮仓’

也是在此基础上评选出的，旨在形成一
批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平高的粮食生产
高地。”钱塘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兴说。

记者看到，在此之前，钱塘区桥头堡
南片和北片的两处“千亩粮仓”示范区还
是无人问津的抛荒地块，而今年，“南风
吹麦浪、北岸飘稻香”成为了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这得益于去年该区启动的抛荒
地整治项目。目前，当地街道正进行区
域集中连片种植，主要以种植油菜、小
麦、早稻等粮油作物两季循环轮作为主。

数据显示，今年，钱塘区小麦种植
面积 2.7 万多亩，订单收购量约为 7786
吨，早稻种植 2.5 万多亩，收购量约为
9884 吨，晚稻种植面积 3.4 万多亩，预计
收购量将达到 1.7 万吨，晚稻种植面积
实现三连增。

浙江杭州市钱塘区

评出首批“千亩粮仓”示范区

□□ 白聪聪 孙士国 李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纯

近年来，山东省禹城市积极探索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全程机械化生产基
础上，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大豆增产100至
130公斤，每亩增收300元以上。

禹城市地处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土壤
积温、降水、光照等条件均适宜大豆生长。
2017年以来，禹城市将发展大豆产业作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产业来抓。“抢抓时机、奋力争
先，创建禹城‘中国大豆’产业园，为民族大
豆产业发展做出禹城贡献。”禹城市委书记
滕海强表示。

坚持科技创新，禹城市不断延伸大豆产
业链条，逐步构建形成“大豆育种-种植基
地-加工制造-终端食品及销售”的全产业
链生态圈。

作为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领军企业，禹
王集团大力开展大豆育种研发，培育出新品
种“禹王 1号”，具有产量高、有效分支率高、
单株结粒多的特点。禹王低温豆粕连续 22
年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禹王大豆蛋白
产销量全国第一。禹王集团董事长刘锡潜
介绍说，集团一直致力于大豆产业链变革进
步，研发储备了与橄榄油媲美的“子叶油”等
新兴食品；在副产品中提取原材料研发了

“食品级”的绿色大豆活性清洗剂、可食用包
装盒、“透气、不透水、不透油的可食用”纤维
纸等产品。

“立足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大豆产业
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深入实施大豆产业振
兴工程。”禹城市市长苏兰武表示，通过建立
一个推进体系，建设两类示范基地，打造三
个平台，努力构建大豆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力争用 2 至 3 年时间，形成百亿元级的大豆
产业集群，打造“中国大豆产业之都”。

建立一个推进体系，全面加强大豆产业
发展的组织领导。禹城市成立了由市委书
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大豆产业振兴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相关工
作。设立大豆产业发展中心，专门负责大豆
产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协调调度、督查考核
等具体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大豆食品产业
营销推广及品牌认证，为大豆龙头企业发展
提供“保姆式”全程服务。

建设两类示范基地，倾力打造国家级大
豆产业振兴示范区。围绕“全人群、全产业
链、全生命周期、全营养素”和“高产、高蛋
白、高出油率”“四全三高”要求，结合中国医
养健康产业谷建设，以禹王、鲁樱、鲁粮等龙
头企业为依托，积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

坚持“优质高产高效”，建设大豆育种
推广基地和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四级联
建”大豆种植示范基地、大豆轮作种植示

范基地、鲁樱公司红小豆生态种植示范基
地等一批中国大豆种植示范基地。坚持

“创新高端集群”，建设中国大豆加工销售
基地，中国大豆创新产业园、鲁粮功能食
品馅料基地项目、中国农耕文化博览园项
目、年产 2 万吨植物蛋白肉系列食品项目
相继落地。

打造三个平台，补足加工产品研发与
资本市场运用两大短板。通过打造科技
研发服务平台、数字大豆平台、政策支撑
平台，推进建设国内首个大豆深加工行业
的中试中心、省级植物基未来食品创新创
业共同体、国家级创新联合体，配套建设
智能制造与移动互联数字化平台，创建禹
城“中国大豆”产业园，建立全产业链生态
圈。设立不少于 2000 万元的禹城市级大
豆产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大豆种植补
贴，扶持龙头企业，全力支持大豆全产业
链发展。

山东禹城：推进大豆产业集群化发展

□□ 唐福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入冬时节，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木门三
合现代农业园区里，茶农抢抓农时给茶树施
肥、打顶修边、清园消毒等,冬日茶园呈现一
派劳作的繁忙景象。

旺苍县农业农村局助理农艺师陈九江
介绍，进入冬季,茶树逐渐停止生长进入休
眠期，此时茶树修剪是保障春茶优质高产的
重要技术环节。正值茶园管护的关键时期，
旺苍各地积极组织茶企茶农抓紧时间做好
茶园冬季田间管理，按照冬季茶园管护要
求，扎实开展除草施肥、打顶修边、清园消毒

等管护工作，确保来年茶叶质量高、数量多、
收益广。

据介绍，11 月中旬以来，旺苍茶企茶农
全力投入冬季茶园管理，掀起了冬季茶园管
护热潮。该县为进一步扩大旺苍黄茶生产
鼓实劲，创实效，狠抓管护配套政策，根据当
前黄茶产业发展实际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
瓶颈因素，创新举措，增添措施，制定出台了

《旺苍县幼龄黄茶园管护补助办法》，从2020
年起新建黄茶基地按照要求达到管护标准，
连续3年累计可享受700元/亩管护补助。

同时，狠抓管护验收进度，深入结合《旺
苍县幼龄黄茶园管护补助办法实施细则》和

管护验收工作进度，分时段、分批次及时组
织相关乡镇、茶产业技术研究所召开工作调
度会、技术培训等。为客观反映真实管护水
平，杜绝验收过程中弄虚作假，验收过程实
行乡镇和村社初验、乡镇交叉验收、县级抽
查复核三级验收，并将初验结果公示到乡
镇、村、社，狠抓验收工作质效。

广元市茶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旺苍县
茶产业技术研究所所长鲜勇介绍，近年来，
该县把茶叶作为最具优势、最具发展潜力的
农业主导产业来抓，按照“集中突破、壮大规
模、提升品质、促进融合”的要求和“宜茶则
茶、集中连片”的发展原则，突出抓好米仓山

茶全链条百亿元产业集群建设，实现了茶产
业规模、质量和效益上的重大突破，加快木
门、五权、高阳、龙池、枣林等茶叶基地建设，
加快米仓山茶博园、高阳贡茶园建设，已形
成“南黄北绿全域茶”发展格局。

据了解，茶叶是旺苍县农业支柱产业，
今年截至目前茶叶总产量达到7500吨，综合
产值实现 28 亿元，带动茶农人均增收 4000
元以上。预计到2025年，旺苍将建成全国最
大的黄茶现代种业基地、全国最大的黄茶生
产基地发展目标和黄茶产业强县，黄茶种植
面积达 5 万亩，全县茶园面积达 25 万亩，茶
叶综合产值实现120亿元以上。

四川旺苍：抢抓农时加强茶园冬季管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露寒霜冻，稻田泥土间却不宁静，沉
甸甸的稻穗下，闪动着田间争欢的精灵，
它们就是肥美的稻蟹和泥鳅。

稻渔综合种养是获得水稻和水产品
的一种生态种养模式，被誉为“小粮仓、小
水库、小肥料厂、小银行”，具有稳粮、生
态、节水和增收作用。作为都市型农业代
表城市，天津在小站稻种植中大力推广稻
渔综合种养，一地两用、一水双收，进一步
为农户增收。

近年来，在稻渔综合种养规模和技术
上，天津都有了大幅发展。今年天津扩大
小站稻种植面积至 100万亩，稻渔种养面
积增至 50 万亩，占到全域水稻种植的一
半，其中九成为稻蟹综合种养，预计河蟹
总产量5000吨以上。

稻渔种养有了品牌育苗基地

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宝坻区、宁河区
境内河网纵横，分属蓟运河、潮白河和永
定河等多条水系。丰富的地表水资源，让
这里成为稻田精灵的故乡。当天津小站
稻与宁河“七里海河蟹”“宝坻黄板泥鳅”
相逢，便胜却田间无数。

“七里海河蟹”是天津区域公用品
牌，2006 年被确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7 年被认定为天津市知名农产品品
牌。由于适宜稻田生长和北方天气，河
蟹受到越来越多综合种养户的青睐。

“去年基地售出 10 万斤扣蟹，随着
稻蟹种养被更多农户看好，今年我们售
出了 80 万斤扣蟹，明年应该是七里海河
蟹丰收的‘大年’了。”今年是宁河蟹农
杜乃合养殖河蟹的第三十个年头，他是
七里海野生河蟹育苗基地负责人。这
位“土专家”携手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院院长孙金生教授、天津市水产研究
所耿绪云高级工程师等专家，一同保障
七里海河蟹的纯正繁育。他们研究河
蟹在小站稻稻田里的成长规律和特点，
带着企业、农户也从粗放地进苗养蟹，
到建设品牌育苗基地。

“今年我们成立了公司，实现工厂化
育苗，从繁育大眼幼体开始每斤约 8万只
的蟹苗，到逐步培育成每斤 70 至 80 头的
蟹种。”杜乃合介绍，现在纯正的七里海河
蟹销售早已经走出了宁河区，遍布天津的
静海区、东丽区、武清区和蓟州区等地，更

实现了京津冀地区小站稻、七里海河蟹立
体种养的推广。

天津农业品牌矩阵中“宝坻黄板泥
鳅”可谓是天津稻渔综合种养的元老。早
在 2018 年公布的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
范区第一批名单中，就有天津市宝坻区鸿
滕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这里进行
的正是稻鳅种养。合作社带头人高建忠
2009年就成立了天津鸿滕水产养殖公司，
实行“企业+基地+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使“宝坻黄板鳅”与小站稻这段天赐良缘
真正开花结果。

示范基地提升农户稻渔种养热度

品种、品牌优势聚集下，10 万亩示
范 基 地 让 稻 渔 综 合 种 养 发 展 势 如 破
竹 。 在《天 津 市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的大框架下，天津市农业
农村委员会结合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
规划，大力支持稻渔综合种养项目，鼓
励农民合理利用稻田空间发展稻蟹、稻
鳅、稻虾等综合立体种养。“天津自 2020
年开始安排资金 2000 万元，加大支持新
建稻渔种养基地建设。当年建设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4 万亩，覆盖 9 个涉
农区的 29 个经营单位，辐射带动全市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就达到 30 万亩。”天津
市农业农村委渔业处处长孙志景介绍，
今年天津进一步建设稻渔综合种养示
范基地 6 万亩，覆盖 9 个涉农区的 102 个

经营单位，辐射带动天津市稻渔综合种
养面积达到 50 万亩以上。

“去年我们承包了 1375 亩土地种
植小站稻，今年申请的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项目 700 亩，每亩地政府补贴 200
元。”农户张洪从小站稻种植大户发展
成稻蟹种养大户。他的洪鹏家庭农场
位于宁河区苗庄镇马滑村，就是今年
天 津 建 设 的 6 万 亩 稻 渔 种 养 基 地 之
一。在天津各区示范基地带领下，稻
鱼综合种养处处开花。武清区上马台
镇杨家河村的 1900 余亩小站稻稻田，
也已进入稻蟹双收季。

“从目前来看，螃蟹和水稻的前景非
常好。”谈起发展稻田养蟹，天津市吉达
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杨守龙
高兴地说，“之前，我们村就依托金泉湖
水库的有利条件，是有名的水稻种植
村。”在天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中，杨家河村也实现了从插秧到锄草全
程机械化。有了更多种养精力的种植农
户在镇党委、政府带领下，尝试稻渔综合
种养模式。

“螃蟹的排泄物是稻根特别好的有
机肥，可以提高水稻品质。”杨守龙说，
稻养蟹、蟹养稻，稻蟹共生，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益。尤其是蟹田小站稻，很受
消费者的喜爱。今年他们合作社还为
稻米注册了金泉湖品牌。“河蟹以 100 元
4 斤的价格销售，每亩地的收益在 800 元
左右。水稻亩产能达到 1500 斤，这一亩
地的利润非常可观。”高收益让包括杨
守龙在内的很多农户自发开展稻渔混
合种养。

“三品一标”推动稻渔种养
高质量发展

生物共生共长，生态绿色发展。稻渔
种养高标准发展中，天津借助品种品质品
牌优势，强化标准引领不断推进科学创
新。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启动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天津稻渔综合种
养中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不断提升，使得该模式在更高层
次、更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为了科学推广稻渔综合种养，天津制
定了《稻渔综合种植养殖技术服务手册》
等 7个技术指导材料，稻渔综合种养也有
了自己的“教科书”。“今年真挺忙的，各类
课我就上了八九次，到各处学习养殖技术
和好的经验。”稻渔种养户张洪不仅参加
了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举办的技术
培训班、现场观摩会，还和同期 300 余名

“同学”形成线上的互助群体。
今年，天津市水产研究所联合天津市

淡水养殖产业技术体系举办了稻渔种植
养殖技术培训班、现场观摩会9次，累计培
训348人次，对相关农户进行技术对接、现
场指导和线上咨询。天津市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及所属市水产所、天津市疫控中
心、天津市质检中心建立 11 个技术服务
组，下基层对稻渔种植养殖的全过程进行
技术服务。

在不断的技术推广中，稻渔综合种
养从示范基地已经发展至众多个体农
户，在天津多个涉农区成为常态，成为天
津农户新的致富经。宝坻区宝坻八门城
建忠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建忠，首次进行
稻鳅种养就尝试在 675 亩小站稻田中进
行。“咱们心里还是有底，合作社结合市
农学院、水产研究所以及区水产行业专
家推广稻渔立体种养技术，强化生产管
理，头一年就实现了丰收。”刘建忠说，去
年他搞了稻蟹种养，今年尝试稻鳅和稻
蟹鳅种养模式。

目前，天津稻渔综合种养示范项目亩
均效益300-500元，部分可达700-800元，

“稻田蟹、蟹田米”影响力不断增强，稻渔
综合种养绿色发展加快推进，优质农产品
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天津力争 2025 年实
现宜渔稻田资源稻渔综合种养全覆盖，年
产量达到 1 万吨以上，年产值达到 5 亿
元。一水双收是农民道不尽的丰收喜悦，
更是生态种养绘制的最美画卷。

天津市在小站稻种植中大力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立体化种养 增产又增收

天津稻蟹综合种养农户杨守龙喜获双丰收。 仲夏 摄

□□ 王仁斯

“真没有想到，今年辣椒的市场价格
会这么好，我种了 380亩辣椒，净赚了 70
万元。”11月 2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八师一四三团十三连农民杨军高兴地对
笔者说。

一四三团十三连是远近闻名的“辣
椒连”，该连今年种植的 4200 亩辣椒，
60％被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
的客户直接从地里订单收购。另外40％
的辣椒收获后，全部运到吐鲁番晾晒，那
里光照强烈、气侯干燥，干得快，虽然辛
苦点，卖价会更好更高。

据了解，一四三团十三连今年有 70
户农户种植了辣椒，他们都发了“辣椒

财”，户均纯收入12万元。
该连通过土地确权承包以后，极大

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今年，该连有 70
户农户看准了市场，把确权地全种上了
辣椒。他们种植的辣椒品种全是从陕西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引进的

“丰利”“红冠”等辣椒新品种。种植采用
地膜覆盖、节水滴灌等先进技术，使辣椒
喜获丰收。今年单产干椒达500公斤，亩
均收益超过2000元。

一四三团十三连农民种植辣椒巳有
40 多年的历史，他们通过多年种植总结
出一套种植管理辣椒的丰富经验，使种
植的辣椒不仅个大、产量高、色泽鲜艳，
且哂干后的辣椒油光发亮、辣味浓，深受
客户们的青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一四三团有个“辣椒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