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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四川省仪陇县今年锁定粮食播种面
积和产量只增不减的目标。在当前“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大
形势下，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想尽办法
为粮腾地。

地从何来？仪陇县的做法主要有
三：通过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复垦腾出来的农村宅基地，通过整治
复垦撂荒土地，以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来增加粮食播种面积。

从 2011年起，仪陇县通过实施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共实现土地复
垦节余面积 9686亩，去年和今年实施的
项目将于今年和明年竣工，可实现复垦
节余面积5750亩。

去 年 初 ，全 县 37 个 乡 镇（街 道）
105.19万亩耕地中，撂荒面积竟高达11.8
万亩，占比非常高。通过一年的努力，共
完成撂荒地整治 10.3 万亩，今年将全面
消除撂荒地。

2021年，上级部门给仪陇县下达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8.6万亩，除中央
预算内新建的 1万亩将于今年开工建设
外，其余 7.6万亩都将在今年完工，并立
即投放于粮食生产中。

项目区农户均多出一块承包地

柴井乡八景营村三组李明学吃过早
饭，便悠闲地走到自家老屋基地察看庄
稼。2亩油菜长得秆粗叶茂，硕大的花蕾
正在陆续绽放金黄，引来蜜蜂前来采蜜。

跟李明学一样，在三组共有 33户今
年都多了一块承包地，那就是各家的老
屋基地。这些地全部都种上了小麦、油
菜或者豌豆、胡豆，老屋基地肥沃，庄稼
长势都很好。

而这 33户现在住的房子，大多是小
楼房，风貌统一，外观漂亮。这得益于
2018年仪陇县在该村实施的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
三组组长王体珍说，这 33户以前各

自分散住在这一湾里，绝大多数是土坯
瓦房，加上畜禽圈棚和院坝，还有屋外围
的林盘，占地面积普遍在1亩以上。八景
营村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共建起3个聚
居点，涉及 140 余户，共拆旧复垦土地
120亩，实现节余82亩。

李明学家的老房子为 12 间土坯瓦
房，虽然住房实际占地仅 200余平方米，
但畜禽圈棚和院坝及周围林盘就占了 1
亩多地，总共占地达2亩。而他家新房子
只占了 85 平方米，加上小院坝 30 平方
米，相当于拆旧迁新一下子腾出了约 1.8
亩土地。

“复垦出来的地我们全部纳入基本
农田管理范畴了，而且原则上原是谁家
的屋基，复垦出来仍归谁家承包耕种。”
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办公室主任刘智宝说，这
块工作仪陇在全省名列前茅。

2021 年，仪陇县在 9 个乡镇 45 个村
启动实施项目 14个，计划复垦土地 5193
亩，可实现节余指标 3600亩，预计今年 8
月全面竣工。今年将实施项目 10个，目
前正在开展一些前期工作，计划复垦土
地 3074 亩，可实现节余指标 2150 亩，预
计明年12月全面竣工。

整治10万亩撂荒地用于
粮食生产

2005年，仪陇县城从金城镇搬迁至
新政镇。新县城的建设和扩展，为新政
一些城郊村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
业机会，于是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大面
积土地撂荒。

现在的新政镇银山社区，是由原桂
花井村和九岭场社区合并而成，离县城
仅 3 公里路。“全社区 2068 亩耕地，就撂
荒了 1035 亩，好多土地已撂荒十多年
了。”社区党支部书记彭灵贤说，“好在去

年开始的撂荒地整治项目，目前已整治
出753亩，剩下的今年内可整完。”

彭灵贤说，去年 6月份，社区召开居
民大会商讨解决撂荒地问题，群众一致
意见是：大家普遍年龄大，且无技术，无
资金，故而无法耕种；愿意将土地 2年无
偿交给集体。于是，社区成立了仪陇县
新政镇银山农村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制合
作社，承担起这一任务。

“这 753亩，我们边整边种，到去年 9
月就完成了，去年种了一些水稻，秋季种
了一些蔬菜；今年我们主要是种水稻和
玉米，少量种蔬菜，可基本实现机械化。”
彭灵贤介绍。记者在现场看到，800平方
米的温室育苗大棚里，玉米苗已经出土，
水稻育秧也正在进行。

新政镇副镇长李忠虎介绍，全镇 23
个村（社区），情况跟银山社区差不多，地
理条件差，留守人口少，且缺乏劳动能
力，因此撂荒地多。全镇撂荒地面积高
达近 4000亩，去年就整治出 3550亩。目
前种有2000余亩油菜，1000余亩杂粮，油
菜过后种水稻。

去年，仪陇县出台政策，财政列出
县级统筹撂荒地整治专项资金，对集中
连片整治撂荒耕地并种植粮食等目标
作物 30 亩以上新型经营主体或村集体
经济，按照 350 元每亩的标准给予奖
补。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种植户积极
性，有效推动撂荒耕地整治工作。即将
发放的 2021 年度补贴资金将达 800 万
元，种粮大户增加 144个，大春播面积增
加 1.7万亩。

高标准农田既提高单产又
增加耕地

在马鞍镇金山村，每天 50余台大型
机械、100余名施工人员紧张忙碌，为的
是要在 4月 23日前完成这 1.05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并赶上水稻机插秧。目前
育秧已开始。

据仪陇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
站副站长汪肇澜介绍，这一片分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既要对田土进行调型，又要
搞相应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另
一部分只是做相应的道路、水利等基础
设施，不对田土进行调型。两部分建设
完大约会增加耕地面积100亩。

项目离县城 59公里，但据马鞍场镇
仅几十米，且离高速公路出口仅 2.5 公
里。按县农业农村局的规划，这里将是
仪陇县万亩高产粮油示范基地，在种粮
油的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因为这里跟朱
德故居景区和柏杨湖景区在一条线
上。“整出来的梯田之间的护坡，我们采
用六棱空心板，中空部分可以种黄花或
菊花，这部分可利用面积就达上千亩！”
汪肇澜说。

目前，已有两个业主拿下1000亩，准
备进行玉米和大豆制种，并有一个业主
正在洽谈，准备拿下 1600余亩搞稻鱼共
生的经营模式，剩下的将全部进行油菜
和水稻的轮作。

据了解，以前这一带，虽然离附近的
金山水库只有七八百米距离，离柏杨湖
仅 2公里远，但因缺乏水渠，万亩农田缺
乏灌溉，农民虽然撂荒不多，但绝大多数
只是种一季口粮。项目建成后，12公里
长的各类型水渠、19公里长的生产便道，
一下子将这里变成了丰收良田。

“过去这一带土质不好，粮食单产水
稻仅能达到400斤/亩，项目建成后，我们
还要进行地力培肥，完全实现机械化，水
稻单产可以翻番，粮食总产量会增加很
多。”汪肇澜说。

汪肇澜说，去年动工的7.6万亩高标
准农田，2.55 万亩属于灾毁农田修复工
程，涉及9个乡镇20个村，目前已经进入
现场施工，预计今年8月底可完工。另外
5.05 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都将在
今年4月底前全部完成，其中就包括马鞍
镇金山村这个项目。

为粮腾地，仪陇有三招

□□ 姚聪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4 月的马栏山，春风和煦，百花争艳。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长舌头村，密密匝
匝的连翘花竞相绽放，犹如一片金色的海
洋。小小的连翘花，一朵朵挂满枝头，不仅
成了装点乡村周边内外的“金杆杆”，更成
为长舌头村群众的“摇钱树”，连翘产业的
发展已经成为“翘”动马栏镇乡村振兴的

“金色杠杆”。

连翘花开，让山沟富起来

长舌头村位于旬邑县马栏镇西北部杜
树坪沟畔，地势复杂、耕作不便，成了阻碍
地方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陕西省中医药大
学帮扶工作队来到长舌头村，实地调查、土
质分析、专家论证，确定了连翘种植的脱贫
致富思路。目前全村连翘种植面积达到
1600 亩，不仅实现了全村脱贫，更让群众
走向了致富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真谛。

“我们常年在外，今年听说老家的连翘
花开得好，就带娃回来了，走在山间小道，
不由让人放下烦恼，回归自然......”返乡游
玩的王女士带着孩子正在连翘地里拍着照
片。成片金黄色的连翘不仅吸引了游客，
还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现成的科普教育
基地。

“孩子们，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色小花就
是连翘花，连翘是一种中药材，它的全身
可都是宝哦，医生可以用它治疗感冒发烧
呢……”长舌头村幼儿园老师姚会艳在连
翘种植基地耐心地向孩子们解说着，一个
个充满好奇的眼神让这片诗意的花海生机
盎然。

产业带动，让经济强起来

站在长舌头沟畔，一眼望去，一片旺盛
的连翘地涌入眼帘，这便是村民吕进锋的
连翘园子。吕进锋是长舌头村第一批种植
连翘的群众，如今是他种植连翘的第7个年
头，也是他订单销售的第4个年头。

“连翘种植后第 3年开始挂果，当时我
也不知道该怎么卖，还是驻村工作队和村

干部帮忙解决了难题，今年镇上又帮助我
们联系了太村中医药产业园下单收购，不
愁卖不出去。”吕进锋算了一笔账，沟里的
坡地共有 6亩多，种上连翘之后，净收入达
到了2万元。在长舌头村，和吕进锋一样获
益的群众不在少数。

“今年，我们长舌头村创建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陕农集团 2300亩双矮示范园已经初具
规模，但是新发展什么产业，怎么发展，已
经成为制约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中药材产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让我们
看到了希望。今年，村集体经济种植连翘
50亩、黄芩30亩，同时引进亚米嘉循环农业
项目，进行‘大棚三隔虫菜循环共生-蚯蚓
养殖’，我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我们一定会
成功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为全镇乡
村振兴提供精品案例。”长舌头村党支部书
记吕小勇说道。

技术培训，让农户动起来

种连翘要选择地块向阳、土壤肥沃、质
地疏松、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修剪连

翘要将春季新萌发的稠密枝芽适当摘除，
有利于光照……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的白
吉庆教授手把手地指导着村民们如何种植
管护连翘。

2014年以来，陕西中医药大学每年都
会有专家教授来长舌头村指导种植连翘，
经过培训农户们渐渐变成了“土专家”。

围绕连翘种植，长舌头村坚持请进来
和送出去相结合，一方面邀请专家教授进
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教学；另一方面，定
期组织种植大户到学校进行集中授课，让
他们成为有技术傍身的现代农民，更好地
推动全村连翘等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

“今年，我们学校又免费为长舌头村提
供了10万株连翘苗，按照现在的种植分布，
未来我们计划依照山势特点，一层连翘、一
层黄芩、一层文冠果，花色黄、蓝、红逐层分
布，逐步打造集观光旅游、产业发展、教学
实践为一体的万亩花海，带动村庄周边农
家乐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进一
步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陕西中医药大
学驻长舌头村第一书记侯志坤信心满满地
说道。

陕西旬邑县马栏镇长舌头村：

小小连翘花“翘”动富民大产业

千年云雾茶谷以农促旅变景区
正值春茶采摘期，在湖南省东安县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塘家村千年云雾茶谷，茶农们正在林间摊青，赶制新茶。目前，

塘家村共有野生茶2万余亩，年产成品茶5000多公斤，且以农促旅,茶区变景区，成功申报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
试点村。 唐明登 摄

新疆阿合奇：
千亩药用大蒜播种忙

本报讯（李雪丽 王文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道忠）近日，在新疆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
乡药用大蒜种植基地里，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
的景象，劳务人员正在通过大蒜播种机认真地播
种着药用大蒜。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瓣瓣大
蒜被有序地种到了土壤里，远远望去整齐划一。

“大蒜播种机每次播种 10行，播后蒜瓣朝向、
株行距一致，每天播种面积可达 20亩以上，相比
人工效率提高 40 余倍。同时，大蒜播种机集旋
耕、播种、覆土、整平于一体，出芽效果好，可提高
药用大蒜的收成率。”新疆苏克天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

大蒜是阿合奇县的传统作物，库兰萨日克乡、
苏木塔什乡、哈拉奇乡处于高海拔 1600-2200 米
的山区坡地，气候凉爽、日照长，具有水资源丰富
和土壤无污染等特点。特殊的气候和环境因素，
造就阿合奇培育出的大蒜有效成分蒜氨酸含量超
过2.0%，是药用大蒜最佳种子资源的繁育基地。

据了解，2021年新疆苏克天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库兰萨日克乡开始实施 100 亩药用大蒜
种植繁育工程。当年，药用大蒜种子繁育喜获丰
收，有效物质蒜氨酸含量达 1.7%，村民种植药用
大蒜的亩净收入达 3500 元。阿合奇县药用大蒜
项目也已形成一二三产业联动，产业对当地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均已发
挥出积极作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真是太好了，在家坐在
炕头看直播就能学到种地技术，专家讲课
就像上学时一样，系统地讲解了大田种植
技术，让我们受益匪浅。”近日，在家观看
了辽宁省农科院春耕备耕公益直播活动
后，昌图县禾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王冰向记者谈了他的观看感受。

“今年国家鼓励种大豆，在省农科院
玉米所高级农艺师孙甲的指导下，我准备
玉米与大豆套种200多亩。在直播中我又
咨询了玉米大豆套种有什么好处，专家详
细地做了解答。”王冰说。

俗话说，“玉米带大豆，十年九不漏。”
省农科院玉米所研究员王大为在直播中
解释，玉米大豆套种一是可以有效利用空
间，使玉米更好利用光、热、气资源，有利
于玉米生长；二是可以有效改善土壤肥力
状况，大豆拥有大量的根瘤菌，可以固定
和吸收空气中的氮素，从而让其转化成氮
肥，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三是可以提高
种植效益，通过套种让耕地的实际种植效
益高出一部分，实现种植效益的最大化。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是大事。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部署，做好春耕备耕科技服务工作，更

好地服务三农，将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
科技知识送到田间地头，辽宁省农科院决
定在快手平台进行春耕备耕公益直播。
省农科院玉米所研究员陈长青、王大为，
水稻所研究员韩勇，作物所研究员曹永强
做客快手直播间，为农民朋友带来大豆、
水稻、玉米方面的春耕备耕“秘籍”。

在春耕备耕公益直播活动中，王大为
介绍了玉米在备种、备肥方面的注意事
项；韩勇介绍了水稻育苗方面的技术；曹
永强介绍了大豆种植备耕中选地、整地、
选种、播种等技术要点。各位专家在讲解
的同时还与广大农户进行了直播互动，在
线实时回答了他们在春耕备耕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许多农户表示，省农科院的专
家们的讲解和细致的回答对春耕生产具
有关键作用。

此次直播持续近 5个小时，在线观众
共计 12.3万人次，点赞超 31万次，有效地
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扩大了农业生产技
术的覆盖面，提高广大农民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的能力，对促进农民稳产增收起到了
关键作用。下一步，辽宁省农科院将不定
期进行公益直播活动，解决农民在农业生
产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助力农业增产增
收，实现乡村振兴。

辽宁：公益直播传授种地“秘籍”

连日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积极组织农民抢抓农时种植生姜。据了解，丰润区是该
省生姜主产地，当地农民种姜年头多、规模大，今年全区播种生姜可达4.5万亩。图为该区
小张各庄镇南坨村农民在摆放姜种。 朱大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近日，湖北小龙虾产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小龙虾之乡”湖
北省潜江市举行揭牌仪式。湖北小龙虾
产业控股集团的成立运营，以继续筑牢湖
北小龙虾“全国虾王”优势地位，做大做强
小龙虾全产业链，推动小龙虾产业向集约
化、标准化、规模化、精细化、市场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

湖北小龙虾产业控股集团为湖北农
业发展集团全资企业湖北省粮油集团控
股企业，注册资本 2.98 亿元，拥有湖北莱
克集团、康宏生态公司等多家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集科研示范、良
种选育、苗种繁殖、生态养殖、精深加工、
外贸内销、智能装备、冷链物流、科技创新
于一体的小龙虾产业融合发展平台。

去年 12月，湖北农垦集团、省粮油集
团、省粮油进出口集团、湖北盐业集团、省
乡村振兴投等湖北省属农业板块企业整
合组建为湖北农发集团，聚力打造服务乡
村振兴和农业强省战略的省属龙头企业、
农业航母。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有关重
要决策部署，在潜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湖北农发集团充分发挥在优质稻
米、油菜籽、小龙虾等重点产业链的龙头
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整合小龙虾产
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牵头与潜江市小龙
虾领军企业合作，注册成立湖北小龙虾产
业控股集团。

湖北小龙虾产业控股集团的成立，标
志着湖北小龙虾产业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省小龙虾产业链链长王玲参加挂牌仪式并
致辞时表示，20年来，小龙虾产业为湖北粮

食安全、农民增收、富民强县作出了巨大贡
献，形成了养殖、加工、综合利用、消费一条
龙，综合产值达1300多亿元。希望潜江市
委、市政府全面做好金融、政策和技术服
务，激发龙头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力
支持湖北小龙虾产业控股集团在引领产业
发展、支撑品牌建设、补齐短板弱项、带动
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湖
北。”湖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成员刘晓洪说，2021年湖北全省小
龙虾养殖面积达 896.6 万亩，其中稻田综
合种养面积 743.1 万亩，产量 107.7 万吨，
已连续 15年位居全国第一。希望湖北小
龙虾产业控股集团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
动，争做湖北农业上市“第一股”、加快打
造世界级龙虾产业集团，为全省农业产业
化成势见效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小龙虾，大产业。”湖北农业发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朱万奎说，将湖北小龙虾
产业控股集团总部落户潜江，既因为这里是
湖北省小龙虾养殖发源地，资源禀赋丰富，
文化底蕴厚重，更因为潜江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小龙虾产业发展，为全省现代农业发
展树立了标杆。希望行业专家和各方企业
与企业共建“百亿集团”，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和农业产业强省战略落地见效。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爱国，及
省直相关部门和高校、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参加揭牌和项目签约仪式。在仪式上，湖
北农发集团与潜江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湖北小龙虾产业控股集团与
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邮储银行湖北省分
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湖北工业大学等院校
签订多项合作协议。

湖北小龙虾产业控股集团在潜江市揭牌

本报讯（邓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我们和东营胜大等超市建立了
合作关系，按标准生产的瓜果蔬菜，都卖
给他们，村民不用担心销路。”近日，在山
东省利津县陈庄镇新立村，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海波说，“咱这儿地处黄
河滩区，土壤沙黏相间，有机物和矿物质
丰富，种出来的蔬菜瓜果口感好着咧。”

过去，新立村村集体收入薄弱，村民
守着自家的几亩田地刨食，一年下来剩不
了几个钱。2017年，新立村流转土地 100
亩，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利津金硕瓜果专业
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在镇党委政府
和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壮

大。现在，村里已经建起 35 座中高温大
棚，2021年村集体收入 12.5万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近5万元。

这是利津县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助推强村富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利
津整合组织体系、区域资源，探索推行“一
村一社”“多村一社”“片区联社”等多种模
式，组建各类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 264
家。这些合作社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吸引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形
式入股，通过建立农户和集体经济的“利
益共同体”，收到了“支部有作为、党员起
作用、集体增收入、农民得实惠”的发展成
效，实现了强村与富民“双赢”。

山东利津：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建“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