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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璐璐 王立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宇恒

上午 10点多钟，打开手机上的期货
软件，看看红枣的价格走势，已经成为新
疆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红枣种植户卢平安
的“常规操作”。在红枣主产区新疆，这
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得益于期货工具的
推广，一些规模种植户开始习惯在收购
季对着盘面价格卖红枣，议价能力大大
提升，通过“保险+期货”等模式，期货功
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农户整体收益增加
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这里的枣农会看盘

“我的红枣不急着卖，下树后一定能
卖个好价钱。”说出这句话时，卢平安的
200亩红枣尚未收获完毕，手机上显示的
红枣期货走势图给了他底气：“收购季节
的期货价格都已经涨到每吨 1.4万元了，
如果其他地区真的减产，我的收益肯定
会高于往年。”

种过棉花的卢平安对期货并不陌
生。2021年 7月份以后进入关键的坐果
期，前来新疆红枣主产区看枣的客商络
绎不绝，传递来很多外界关于红枣的看
法和信息，卢平安也借此对其他产区的
情况有了初步判断。

在刚刚过去的收获季，不少枣农反
映红枣市场整体表现良好，价格较上年
同期上涨 60%-70%，是近 3 年统货价格
最高的一年。“出手早了，6.5元每公斤的
时候就卖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
九团职工王江林说，“后期价格涨到了每
公斤8元甚至10元，如果当时能拖一拖，
十天半个月就能撑到高点。不过也没什
么好后悔的，我每年卖得都比较早，2021
年我卖完红枣之后也在周边跑了好几家
种植户，大家都说这种行情多少年没遇
到过了，终于卖了个好价格。”

王江林对期货的知识仍在学习中，
听闻一些枣农通过期货发现价格、在合

适的时机卖上了价，他也希望自己能尽
快搞懂这方面的知识，“这样以后从种到
收、从收到卖，节奏会把握地更好。”

期货带给枣农的不仅仅是对市场
行情的判断，还有生产观念的改变。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一团职工
谭运国看来，前几年红枣行业多少有点
走“下坡路”的趋势，周围枣农抱着“种
一天是一天”的观念。“现在不一样了，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该怎么种、怎么投
资，都要按照标准来走。”在与其他农
户交流时，谭运国发现，“尽心管理，按
标准来”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这种
改变也是来源于期货”。

对市场行情更清晰地把握与生产标
准化水平的提升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产地
枣农议价权的提升。“收购商也会参考期
货价格。”卢平安告诉记者，红枣期货上
市使得红枣价格更加透明，往年收购时
节，贸易商有时会压价采购，但红枣期货
上市后，枣农可以根据红枣的期货价格
倒推出统货的价格，作为参考跟贸易商
协商卖货价格。

“高买低卖”背后的秘密

红枣下树之后半个月，河北沧州崔
尔庄红枣交易市场迎来了又一季喧嚣。
采购商、加工企业蜂拥而至，前来采购。

好想你物产公司有关负责人楚国俊
观察崔尔庄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标准”
曾是困扰市场内红枣流通的大问题。“从
新疆到河北再到河南，红枣的标准都不
统一，我们的工作人员拿着电子秤走到
不同摊位，报出的价格、质量那是五花八
门。同样是一箱一级红枣，价格能有十
几块钱的差异，标准不统一甚至会影响
到能否成交。”

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红枣期货上
市后，交割品标准的统一让行业找到了
共同认可的标准。如今的崔尔庄市场
里，看到拿小秤的客商，有销售商会意，
直接告诉对方：“不用称了，我的货是交

割品二级，每千克果粒有 260粒左右，每
箱都是10公斤、足斤足两。”

“现在大家按照交割品的要求加工
生产，质量统一了，销售范围反而扩大
了。”楚国俊介绍，目前崔尔庄的商户经
常会接到期货交割品加工订单，好想你
物产公司常会进行 100-200 吨的采购，
同时参与基差交易。

楚 国 俊 告 诉 记 者 一 个 有 趣 的 现
象，公司把货买走后，有商户会说：“这
批货我加工的很好啊，过几天还要卖给
我啊！”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买回来？他们
告诉我，双方合作一年多，商户每次都是
高价卖给公司，过一两个月再低价买回
来，同样一批货，有时候一吨能便宜上千
元。”楚国俊解释，其实这就是基差交易
的雏形，好想你物产公司拿到红枣现货
后，会在期货盘面做套保对冲，锁定基
差。行情下跌后，再通过基差点价的方
式进行销售，形成买卖双赢。就会出现
同样一批货高价买、低价卖的事实。经
过期货套保，其实双方都没亏钱。通过
基差交易、套保对冲、基差点价二次销售
的方式，好想你物产公司已经开始大量
为红枣产业服务。“这就是期货的力量。”
楚国俊感慨。

种枣的希望

红枣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
拉尔市的重要农业产业，近年来，受肥料
价格和人工费用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不
少枣农明显感受到成本增加带来的压
力，红枣价格的不理想更让当地枣农觉
出丝丝寒意。

“2016年以来，枣价越来越低，从 20
元每公斤掉价到后来的 4 元每公斤左
右。”第一师十三团的枣农孙有珺说，近
些年，每年在红枣收获销售的季节，他就
开始发愁价格跌了怎么办。

转机来自于红枣期货的上市。随着
2019年红枣期货上市交易，郑州商品交

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及时引导、支
持期货等机构开展阿拉尔市红枣“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有效规避了红枣价格波
动带来的风险。红枣期货上市当年，阿
拉尔市连续开展三单红枣“保险+期货”
项 目 ，惠 及 枣 农 150 户 ，保 障 面 积 约
5993.83 亩，保险保障金额逾 3268 万元，
理赔总金额101.001万元。

期货服务红枣产业的大幕就此拉
开。2020年，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在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外，于阿拉尔新增
首个红枣“场外期权+农民合作社”试点，
拿到 7000多元理赔款的枣农对参与“保
险+期货”的积极性越来越高；2021 年，

“保险+期货”由分散试点扩大为县域覆
盖，由于红枣高温减产导致产量下降，收
获季节红枣价格涨到了8元每公斤左右，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也根据实际需求，
由往年投保的期货价格1万元每吨左右，
提升到了 1.5万元每吨，全方面保障农户
利益。

“‘保险+期货’可以为枣农收入提
供保障，‘保险+期货+订单农业’能够发
挥红枣交割库的资源优势帮助枣农解
决销售问题，‘保险+期货+银行’可以通
过保单提高银行增信、解决枣农资金问
题，另外还有‘企业+合作社+农户’‘期
货+订单农业’‘保险+期货+订单农业+
银行’等模式帮助建立产业上下游利益
联结机制、促进产业金融一体化。”格林
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经
过 3 年的建设与实践，“阿拉尔模式”从
点到面，已经形成兵团红枣产业健康发
展的典型示范。2021 年，阿拉尔涉及

“保险+期货”规模和“期货+订单农业”
规模总计达近 3亿元，惠及枣农近千户，
种植面积约 3 万亩，红枣合作社的社员
数量呈现倍增态势。

2021年，孙有珺参加了红枣“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前不久，他拿到了6000
元的赔付：“不仅解了燃眉之急，更让我
看到了种枣的希望。”

浙江杭州出台条例
保护管理西湖龙井茶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西湖龙井茶，可谓浙江杭州最具城市辨识度的

“金名片”之一。从今年 3月 1日起，《杭州市西湖
龙井茶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
施行，由此西湖龙井茶有了专属法律的保护，这
在全国开创了以地方性法规保护驰名商标的先
河，并为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立法保护提
供方案。

记者看到，新出台的《条例》正式明确了西湖
龙井茶产区范围，这将直接影响到西湖龙井茶的
产量大小，以及发放西湖龙井茶防伪溯源专用标
识的数量，与茶农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同时，《条
例》还规定，要加强西湖龙井茶文化，尤其是传统
字号“狮龙云虎梅”以及传统手工炒制技艺的传承
与保护，对符合一定要求的手工炒茶技艺人员还
可认定为“杭州工匠”。

西湖龙井茶的独特品质与品种资源、产地环
境密不可分。据了解，龙井群体种是土生土长的
原生混合茶树品种，但近年来，由于部分茶农追逐
短期经济效益，出现不少龙井群体种被改种“龙井
43”的现象。对此，《条例》特别规定，杭州市人民
政府当划定龙井群体种种质资源保护区，不得变
更茶树品种、种植面积、种植地域等。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最大亮点在于对西湖
龙井茶防伪溯源专用标识进行了定义和使用规
定，并采用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管理，开展原产
地溯源保护。今后，西湖龙井茶凡需要包装销售
的，都应当在包装显著位置加贴西湖龙井茶专用
标识。

江西瑞昌：鱼跃人欢冬捕忙
近日，江西省瑞昌市武蛟乡大兴村赤湖水面上，村民们正在捕鱼、装运，供应市场，现场鱼跃人欢，一派丰收景象。

魏东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湛蓝的天空，茫茫的草原，在吉林省白
城市通榆县向海湿地（水库）1054.67平方公
里区域内，记者看到，水库里各种鱼儿嬉戏
畅游，鹤舞迷人，岸边芦苇、百花、树木尽情
生长，绽放无限生机。通榆县水利局局长
张殿勇告诉记者：“向海水库生态环境恢复
得这么好，主要是近年来通榆县和向海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认真贯彻落实‘两山’
理念的成果，在水利部的协调支持下，于
2004 年、2011 年、2020 年和 2021 年通过察
尔森水库对向海水库实施了4次应急补水，
使向海湿地达到了‘引来活水润绿洲，万物
复苏生机旺’的效果。”

吉林省通榆县向海湿地AAAA级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在 199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同年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评
定为具有国际意义的 A 级自然保护区。

1998年后，湿地的供水水源洮儿河、霍林河
与额木太河连续干旱，向海湿地严重萎缩，
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泡沼干枯、草地退化，
禽类等动物数量减少，珍贵的黄榆树也面
临大片死亡的危险。为此，才有了对向海
水库应急补水之举。

据了解，通榆县向海水库是一座大型
平原水库，位于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境内，
距通榆县城 67公里。水库于 1971年开工，
1973 年建成，库岸全长 50 公里，水面面积
71平方公里，总库容量 2.1亿立方米，平均
水深 3.5米，最大水深 10米，主要水源是洮
儿水和霍林河水，额穆泰河水季节性流入，
上游无污染，四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向
海库区地貌属松辽平原波状平原区，以沙
化和盐渍化的平原为主，库区周围多为沙
坨和坨间低洼湿地，下游为大面积的芦苇
沼泽地。水库养鱼总水面达 2.6 万平方公
里，年产鲜鱼4000吨，占通榆产量的80%以

上。水库是向海湿地的水源储备库，向海
水库的建成大大降低了额木特河、霍林河
洪水对下游的损害，使两河水资源得到了
有效利用，保护了向海湿地。

从 2021年 4月开始，察尔森水库、洮儿
河第 4次为向海湿地应急补水。此次引察
济向、引洮入向应急补水线路是通过洮儿
河河道至龙华吐分洪闸，经引洮干渠至向
海水库，线路全长 192公里，其中从察尔森
水库至龙华吐分洪闸河道长 87公里，龙华
吐分洪闸至向海水库渠道长105公里，此次
引水入向，共为向海湿地补水 7000余万立
方米。

这次湿地应急补水后，确保了向海水
库正常水位运行，湿地的水面积和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湿地面积恢复了 110 平方公
里。蒲草、芦苇等各类水草生机盎然、郁郁
葱葱，鸟类数量明显增多，鸟类觅食和筑巢
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

湿地调节局部自然小气候的功能，对周围
生态环境起到了湿润、压沙、抑碱、抑制虫
害发生的作用，经测算抑制虫害发生率达
到10%左右。经初步调查，保护区内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大鸨、东方白鹳、黑鹳、丹顶
鹤、白鹤、白头鹤、白尾海雕、白肩雕、虎头
海雕、金雕等，存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白琵
鹭、秃鹫、草原雕、灰鹤、蓑羽鹤、白枕鹤等；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
的野生动物有 49种；列入中日保护候鸟及
其栖息环境协定的鸟类达173种，占协定种
数的76.21%。

向海湿地在恢复面积的同时，还为周
边多个泡塘补水 1000余万立方米，促进了
当地水产养殖业的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
增加水产品 120 吨；也为向海保护区在苇
田、牧草、生态旅游等方面的良好发展提供
了有利条件，现在,牧草面积恢复达 12.5万
亩，农作物增产26.67万吨。

吉林通榆向海湿地：引来活水生机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炜

深冬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寒意日浓。
沿着当年八路军骑兵支队挺进大青山的
路线，记者走进武川县。昔日的盘山公
路，已经变成了有四车道的一级公路，从
市区到武川的时间，也由过去的两三个小
时，缩短到了三四十分钟。

一进入武川县城，便能看到两幢白色
外立面、点缀玻璃幕墙和蒙古族传统纹样
的建筑——这是燕谷坊生态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的生态科技园区。与外面的
冬日氛围不同，这里 1万吨燕麦深加工生
产线和 0.3万吨燕麦初加工生产线连轴运
转，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

“武川有三宝，山药（马铃薯）、莜麦
（燕麦）、大皮袄（肉羊）”，曾几何时，只能
卖原料度日，这座“革命老县”一度是“国
家级贫困县”。改变发生在 2015年，在呼
和浩特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牵线下，燕谷坊
看中武川的燕麦种植基础，通过开展订单
种植、走精深加工路子，改变了武川燕麦
粗放外销的面貌，通过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构建利益链接机制带动9000多户农民
稳定增收。

“只有走产业化发展的路子，通过龙
头企业带动，才能唤起老百姓的生产热
情。”呼和浩特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刘
香芸对此深有感触。如今，武川县成功

“脱贫摘帽”，踏上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而燕谷坊与当地农户的双赢，是呼
市老促会发挥深入调研、信息咨询作用，
引入外部资源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
缩影。

王玲玲是武川农村较早依托产业发
展实现富裕的农民。2010 年，曾任武川
县原林业局局长的李积来到得胜营村，
带领乡亲们创办青年育苗基地，王玲玲
也来到基地干活。彼时，李积发现村里
种植的黄芪采挖后茎叶便废弃了，觉得

有些可惜。经查阅资料和请教专家，他
获知黄芪的茎叶仍有药用价值，是制作
黄芪茶的上好原料。由此，李积开始引
进资金，开发黄芪茶。

产品生产出来后，销路遇到了难题。
王玲玲主动请缨去做推销员，她抓住酒店
宴席没有开始的空档，请客人品尝并介绍
功效。

呼市老促会得知王玲玲的境况后，帮
助她申请办理绿色认证，并注册专业商
标，很快打开了销路。有了王玲玲的销售
带动，李积的黄芪茶逐渐在呼市供不应
求。第二年，王玲玲便联系了 19户村民，
成立黄芪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试种黄芪
并开展黄芪加工。

目前，合作社已联结 27户村民，带动
300 多人就业，黄芪种植面积达到 3600
亩。依托自产原料，开发出高中低各档黄
芪产品 40多个，通过电商已经销往北京、
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哈尔滨等二
十几个城市，年销售额达到200多万元，利
润达80万元。

助力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方面，依
托武川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优
势和红色革命老区文化传统，呼市老促会
指导武川农户充分开发当地“绿色+红色”
资源，办起了“农家乐”等餐饮及土特产销
售网点，受到全国游客认可，全县景区年
均接待量超20万人次。

青山不老焕新颜。近年来，呼市老促
会立足动员社会力量投身老区建设、真实
反映情况协助老区开发规划等本职工作，
深入全市老区村镇开展“摸清老区底数”
系列调研，建立了老区台账，每年提交调
研报告20多篇，为呼和浩特革命老区乡村
振兴工作提供了有效决策参考。

“下一步，我们将突出‘精准’二字，研
究利用‘村企结对’和‘科技对接’平台，深
入推进‘一村一品’项目实施，使每一个项
目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刘香芸说。

青山不老焕新颜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侧记

本报讯（刘银忠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王帅杰）近日，河南省杞县化寨村师
陀故居广场热闹非凡。“今天很感谢县文
联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来俺村进
行文化巡演，戏剧、歌曲等一个个精彩的
文艺节目，让我们不出家门大饱眼福，今
天真的太高兴了！”80多岁的老人王友亮
动情地说。

化寨村现有 2000 余人，该村历史悠
久，历史典故、革命故事等构成了村庄深
厚的文化内涵。该村党支部书记朱新国
介绍：“近年来，我们持续发扬传统革命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
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大力调整产业种
植结构，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走出了一
条‘特色种植+文化旅游’的新道路，带领
村民不断取得经济效益，加快了乡村振
兴的步伐。”

演出活动中，杞县党史办主任常峰有
声有色地讲述了本村少女英烈王雨琴和
皖北抗日英雄“汪老虎”的故事，让革命故
事深入民心。随后，中共杞县县委宣传
部、县文联组织了 20多名“红色文艺轻骑
兵”，轮回上演，一首歌曲，集体大合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拉开了序幕，接
着《映山红》《祝福祖国》《我热恋的故乡》
等16个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悠扬婉转的旋
律、高亢嘹亮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赢

得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杞县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周清怀还带领大家深入到化寨村作家
师陀故居参观研学，把村内的红色基因注
入到每个人的心灵，讲好“四个故事”，弘
扬“三种精神”、汲取创业干劲的力量，助
推乡村振兴。

“杞县是河南省14个革命老区之一，充
分利用有利的红色资源，以‘红’促‘绿’，

‘文旅＋种植’拓展农民致富链条。同时，
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轻装上阵，
进行巡回文艺汇演。传承红色基因，唱响
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在全县上下营造积极
向上、奋发进取的文化氛围。也进一步拓
宽了基层群众的视野，陶冶情操，有效推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让广大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杞县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副县长谢震说。

河南杞县：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
红卫 乐明凯）“农产品需要培育精品名
牌，才能卖得出、卖得好，2021年恩施茶叶
销售额达 89.23亿元，实现了量价齐增，茶
品牌带动了茶农持续增收。”日前，湖北省
恩施州州长夏锡璠介绍，今年，恩施州将
在加强质量管控和品牌保护的基础上，培
育更多彰显恩施“土、硒、茶、凉、绿”等特
色优势的公用品牌，让更多企业和老百姓
受益。

“要从茶产业大省成为茶产业强省，
湖北要克服短板，首先是要增强品牌影
响力。”湖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吴祖云
介绍，2021 年，湖北整合省内 350 多个茶
叶品牌，汇聚成恩施玉露、宜红茶、赤壁
青砖茶等七大区域公共品牌。做品牌整
合的“减法”，最终是为了实现茶产业腾
飞的“加法”。

湖北是鱼米之乡、农业大省，2021年，
湖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2.9%，在疫后重
振关键时期，总量迈上 5万亿元大台阶十
分不易，新增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三品
一标”公共品牌 402个，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保持在 500亿斤以上，全省农产品出口
再创历史新高。

湖北经济总量超 5万亿，意味着湖北
经济块头更大、势能更足，辐射力、带动
力、吸引力更强，有了较为厚实的家底，有

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加快建设农业产
业强省，推动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
做优“潜江龙虾”“京山桥米”等农产品品
牌，再次被写入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

“近年来，松滋主动融入全省十大重
点农业产业链发展计划，以农业产业化加
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北荆州松滋
市委书记沈先武感受颇深，今年，松滋将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梯次形成油茶、
虾稻等“金种子、银种子”，推进以白云边
酒为龙头的粮食产业链、以松滋鸡为主导
的畜禽产业链等，让松滋味道产得优、叫
得响。

“当前湖北仍处于宏观政策加持窗口
期、疫后恢复成势见效期、新旧动能转换
加速期、区域实力整体提升期，困难与希
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要乘势而上、排
难而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湖北省省长王忠林表示，2022年，湖
北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狠抓强
链补链延链稳链，以三农主动助力全局主
动，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强省。湖北将深入
实施品牌创建、品牌培育、品牌提升行动，
叫响“湖北工匠”“匠心湖北”，做强“湖北
老字号”“荆楚优品”，打造楚茶、楚菜、楚
酒品牌，让“湖北制造”誉满五洲、“荆楚味
道”香飘四海。

湖北：让“荆楚味道”香飘四海
对着盘面卖红枣，枣农议价能力与整体收益得到提升——

期货力量“枣”上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