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2年7月9日 星期六

编辑：高雅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 夏沁 杨珠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
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紧扣“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新发展战略，着力打造猕
猴桃产业，促进全县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目前，威信县
已种植猕猴桃 1.4万亩，正在努力探索集
精深加工、品牌打造、产品营销、生态观
光、农旅结合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之路。

近日，记者走进昭通市威信县麟凤
镇金鸡村千亩猕猴桃产业示范基地，入
眼满目苍翠，绿意盎然。一株株猕猴桃
绿叶葱郁，绒毛浓密的果实挨挨挤挤，挂
满枝头。周围格架、防护网等农业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

三分种，七分管。沿着机耕小道进
入果园,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
研究所、猕猴桃团队农技专家正在基地
里指导农户如何管护猕猴桃，“枝条茂密
的部分要及时剪枝，让果实获得充足的
阳光……”

“为了促进威信县猕猴桃产业的可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此次举办猕猴桃的

夏季管理培训，重点是教会老百姓在夏季
怎么施肥，怎么防止病虫害，怎么修剪，让
老百姓学会技术，实现猕猴桃的品质的提
升、产量的提高，达到更好的效益。”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猕猴
桃团队首席专家陈大明介绍。

近年来，金鸡村围绕“党建引领、产
业致富”主线，采取“党总支+龙头企业+
村集体经济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把
猕猴桃产业作为当地调整产业结构、推
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主打产业，
引进威信县农投公司投资 2700 余万元，
建成覆盖7个村民小组、373户农户的“贵
长”猕猴桃基地2400亩。

“2019 年初，我们共流转土地 2400
亩，县农投公司、村委会、驻村工作队、
致富能人来到基地，带领农户发展产
业，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劳动、有收入。
而且还促进了人才回乡、回流、回引，助
力产业实现更好发展。”麟凤镇党委书
记姜发军说。

据了解，2021年，金鸡村猕猴桃产业
初步投产，实现产量 120 吨，带动 373 户
农户增加土地流转收入 309.6万元，吸纳
闲置劳动力 283 人家门口就业增收 758
万元，集体经济实现创收 18 万元。“我们

家在基地旁边，在家门口干活，既赚钱，
还能够照顾家里，太方便了。”麟凤镇金
鸡村村民夏朝翠说，每年在基地里务工
能收入8000元左右。猕猴桃产业发展不
仅解决了群众的就业问题，拓宽了当地
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增加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让广大农户真正尝到了“致富
果”的甜头，看到了绿色产业发展的“新
希望”。

下一步，麟凤镇将在做活生态观光
农业、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品牌上做文章，
通过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品牌、打造特色
农产品，鼓励引导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
展以休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大
力开发集“体验式、采摘式、观光式”特色
鲜明的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基地，实现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同频共
振”，绿色产业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我们利用各种方式，让农户逐步实

现收入的多元化，还准备在猕猴桃成熟
的季节发展民宿、餐饮业以及田园式、体
验式的生态观光农业。下一步，将通过
建设村史馆、农耕文化展示馆，借乡村振
兴快车实现产业振兴，帮助农民增收致
富。”姜发军说。

云南省威信县：一颗绿果种出的新希望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近日，“农行杯”第六届“三晋新农人”
创业创新竞赛决赛在太原成功举办。大赛
以“创新增动能 创业促就业”为主题，通过
创业创新打擂台、融智融资搭平台，在三晋
大地形成人人思创、个个奋进的良好创业
创新生态。

据介绍，“三晋新农人”创业创新竞赛
作为山西“双创”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5
届。5年来，418个项目参赛，150个项目获
奖，22 个项目参加全国半决赛，6 个项目晋
级全国总决赛、获得国家荣誉。通过赛事
活动，发现培养了一批智能化种养、“互联
网＋农业”、三产融合等科技含量高、带动
能力强的好项目、新业态，树立了一大批在
农村成功创业的好榜样、新标杆，一批“新
农人”“农创客”投身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

第六届“三晋新农人”创业
创新竞赛举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
绿色农业……”青山叠翠，绿水潺潺，站在
坵演大桥前，鄢仁河谈起30多年来村里的
发展变化，难掩激动，“我在村里做了30多
年村干部，村里点点滴滴变化，我都亲身
感受。”

福建省永泰县坵演村距福州市区约
100公里，是革命老区基点村，有 7个自然
村、2200 多人。由于地处偏远，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村民基本靠砍树种菇为生。这
一过度消耗林木资源的产业，不仅没有让
村民富起来，反而出现了不少“光头山”，
导致生态失衡。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谋
生，坵演村渐渐失去活力。

20世纪 90年代初，坵演村围绕“山顶
林戴帽、山中果缠腰、山下吨粮田”进行综
合立体开发，为恢复山林，村里成立护林
队，不定时在山间巡逻，禁止村民乱砍滥
伐。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实施森林生态补
偿政策，每亩林地按照26元标准对村民进
行生态补偿。3 万多亩的生态林，给村民
带来直接收益的同时，也为村集体带来相
对稳定收入。

在大樟溪畔的小坪自然村，一棵 400
多年的榕树，如同一把巨伞，为村民遮风
挡雨。离榕树不远处是一片油杉林，46棵
300 年以上树龄的油杉高耸入云、生机勃

勃。青山傍绿水，村旁蜿蜒的大樟溪将村
里如画美景连串成线。

“以前村里只有一条沙土路，又弯又
窄，晴天灰尘四起，雨天泥泞不堪。”曾几
何时，交通一直是制约坵演村发展的老大
难问题。为此，坵演村开始了坵演大桥的
建设，2004年，长140米、宽3.7米的坵演大
桥建成。2013 年，通过上级拨款、村民集
资，坵演村通往潭头自然村、上岭自然村
等多条村道完工。

橄榄园区连绵起伏，百香果园区竹架
林立，茶油树园区郁郁葱葱……将生态建
设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坵演村成立
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形式，吸纳村民成为社员，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橄榄、百香果、青梅、李果、油茶等
特色农业产业。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村
里还通过招商引资，建起了多个初级农产
品加工厂，其中，橄榄加工厂每年就能为
村民带来20多万元经济效益。

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红色记忆……
近几年，有着丰厚旅游资源的坵演村确立
了旅游兴村之路。随着坵演村初心馆、红
色文化培训中心、特色木屋民宿、农业观
光园、游客服务中心等项目启动建设，这
个有着国家森林乡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村、省级森林村庄等美誉的村庄，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休闲观光。

“牢记嘱托，将‘生态绿’和‘老区红’
相结合，乡村旅游产业有着很好的前景。”
坵演村党支部书记陈掌平干劲十足地说，

“坵演村再也不是那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
困村，她如同一颗珍珠，闪耀在秀丽的大
樟溪畔。”

福建省永泰县坵演村——

好山好水好生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
久锋）近日，由贵州省乡村振兴局、贵州日
报当代融媒体集团联合编辑出版的《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贵州战法”》系列丛书，在贵
阳市举行新书发布暨首发式。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
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脱贫攻坚以
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各族干
部群众勠力同心决战贫困，66 个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书
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
好。此次出版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贵
州战法”》系列丛书，分《党建扶贫卷》《综
合卷》《社会扶贫卷》三卷四册，收录稿件
317 篇，共计 150 万余字。同时，还收录有
关脱贫攻坚精美图片 500 多幅、音视频（扫
二维码）80 多个、设计海报 20 幅，是一部
文、图、视频、音频兼具，集历史性、收藏
性、教育性、传承性为一体的脱贫攻坚“百
科全书”。

日前，贵州省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通知》要求，省委乡村振兴领导
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各市（州）、县
（市、区）党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及
成员单位把丛书列为全民阅读读本，并组
织县、乡、村各级干部职工学习阅读，通过
阅读增强历史自信，统一思想认识，汇聚
发展动力，全力推进贵州乡村振兴“五大
行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贵州
战法”》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 石培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这个木耳棒这样吊起来，将来不就
是木耳树了吗？”

“史书记说了，这是白玉耳，比黑木耳
稀罕！”

近日，在北京密云区不老屯镇学各庄
村的村委会里，许多村民正在讨论着村里
的“新鲜事”。他们口中的“史书记”是由
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派驻到村的第一书
记史平丽，“新鲜事”就是村里利用闲置校
舍吊袋种植的白玉耳正在上架，这也是第
一书记史平丽驻村 4 个月后，为学各庄村
量身定制的“消薄”（消除薄弱村）路，解决
了该村用水紧张的困难。

目前，种植基地的微喷设施和吊架已
完工，6000 棒白玉耳已全部上架，并且已
经开始出耳，预计可实现产值4万元。5月
上旬二期项目已经启动，上架金耳 3000
棒，预计可实现产值6万余元。

“我要成为真村民！”这是史平丽驻村
后为自己立下的第一个目标。为了实现
这个小目标，村里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还有村民的家里常常出现她的身影。到
村民家里了解到实际困难，她联系派出单
位对5户困难村民进行了慰问。了解到村

里不能建设施大棚，发展林下种植存在用
水困难的现状，她向密云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服务中心、园林绿化局、水库执法大
队等多个部门咨询政策，向专业老师请
教，与村干部一同确定了这条吊袋种植食
用菌的路子，在村民代表会上得到了大家
的广泛认可。

“这个第一书记还真行！”这是村党支
部书记杨影对史平丽的由衷评价。史平
丽带头联系村里群众 60 余户，主动落实

“1+10”党员联系群众机制；党员大会上，
她动员大家争做“密云先锋”，主动认领村
里的志愿服务岗位。为了早日实现项目
落地，她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联系技术老
师实地考察、学习，制定项目计划，与村党
支部书记一道筹措资金，经过一个多月的
忙碌，看到菌棒陆续拱出了一朵朵洁白的
小耳，大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仅如
此，她还把专家请到村里，为有发展食用
菌想法的村民讲课，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我要带头争做‘密云先锋’！”这是史
平丽为自己立下一个新目标。不老屯镇
党委开展“密云先锋”行动以来，提出第一
书记队伍打头阵，在推进会上，史平丽代
表第一书记做出郑重承诺：带领全体党员
开展“密云先锋”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消薄”工作，努力争做“密云先锋”。

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

第一书记做先锋 旧屋长出玉耳树

关注防汛抢险救灾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于险峰 张仁军）6月以来，辽宁省
出现多轮强降雨，大部分地区降雨明
显偏多，局部地区玉米等农作物发生
渍涝，受阴雨寡照叠加影响，受灾作物
长势变弱、植株生长发育延迟。为此，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全力做好灾后
恢复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切
实加强技术指导，全力做好灾后恢复
生产工作，努力实现抗灾夺丰收。

迅速开展救灾，及时排除田间积
水。对低洼积水地块，各地要及早发
动群众，加大机具和人力投入，及时疏
通沟渠，调运各类排水机械，迅速排除
田间积水，无明水但水分饱和的田块
也要开沟沥水，加快降低土壤湿度，最
大程度缩短植株受浸时间，使其尽快
恢复生长。

科学分类施策，做好倒伏作物管
理。对因风灾、水冲沙压造成的玉米
等作物倒伏，要分类施策，对倒伏程
度较轻地块，不需扶正作物，由作物
依靠自身侧弯恢复向上直立生长；对
倒伏严重（植株与地面夹角小于 45
度）的地块，需及时培土，从植株茎基
部扶正植株，清除叶片上的泥土，将
折断的植株及时清出田块；对茎折比
较严重的地块，可将倒折植株割除后

用做青饲料。
坚持问题导向，适时中耕散墒和

追肥。渍涝地块易造成土壤板结、肥
料大量流失。在能下田作业时，要及
时进行中耕作业，破除土壤板结，散墒
提温，改善根系环境，促进根系的正常
生理活动。

做好病虫防控，及时喷施杀虫、杀
菌剂。要及时组织农民进行病虫害防
控，喷施杀菌剂、杀虫剂进行预防；对
渍涝地块通过喷施速效肥料（磷酸二
氢钾等）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尽快
恢复生长发育。

全程跟踪服务，加强中后期田间
管理。要加强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
通过增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料，采
取隔行或隔株去雄、拔大草、去空秆、
打底叶、乳熟后剥开苞叶等促早熟措
施，促进灌浆成熟。推广适当延迟收
获技术，提升粮食的产量和收获品质。

强化技术指导，做好绝收地块补
种毁种。对因渍涝农作物死亡的地
块，要组织农民及时排出积水，因地制
宜组织做好补种毁种工作。进一步强
化技术指导，根据需要及时调剂短生
育期作物种子，千方百计地补种毁种
生育期短的蔬菜、油葵、青贮玉米、燕
麦等作物，最大限度弥补损失。

辽宁：加强技术指导 恢复灾后生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自 6 月 20 日起，上海市金山区枫泾
镇盛新村、上坊村、泖桥村 3 个村总计
148 亩糯玉米进入采摘期，采摘下来的
糯玉米全部进入“枫泾粽子”第 4 代传
人陈勋的粽子加工厂，加工包装后送到
上海市民的餐桌。鲜食玉米具有甜糯、
嫩、香等特点，在上海很有市场。和嘉
定、浦东等涉农区比起来，远郊金山区
的鲜食玉米产业虽然起步晚但是节奏
快，3 个村联合形成的 148 亩鲜食玉米
种植规模，在上海比较少见。

“这些年上海鲜食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形成了技术服务链，各类经营主体也
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加入。”今年 6 月被
授予“科创中国”长三角鲜食玉米产业
服务团团长的上海市农科院研究员郑
洪建说。

搭建平台提升人才技术优势

7 月 5 日，“2022 年全国鲜食玉米学
术与产业研讨会暨长三角鲜食玉米高
峰论坛”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召开，这
次会议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中国作物
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是今年中国鲜食玉米业界的一次盛
会。本次活动主题是我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之后，鲜
食玉米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最
近几年，上海市农科院在搭建技术平台
引进鲜食玉米种质资源和技术人才方
面可谓“长袖善舞”，建立了国际玉米小
麦改良中心-中国特用玉米研究中心，
牵头成立了长三角鲜食玉米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科创中国”长三角鲜食玉米
产业服务团，并引进很多行业专家。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鲜食玉米现代
育种和绿色生产的发源地、重要的研发
基地，上海在鲜食玉米育种和生产方面

长期走在全国前列，搭建平台、提升技
术水平和人才实力，需要有自我实现、
自我加压的精神，需要脚踏实地围绕产
业链的瓶颈、难题开展科研工作。记者
了解到，为了达成提升技术水平以及人
才实力的目标，上海鲜食玉米科技人员
依托鲜食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围绕产业
链的各环节技术需求展开攻关，取得不
俗成绩。

构建起了长三角地区最大的鲜食
玉米种质库，保存国内外鲜食玉米种质
资源 1 万余份；初步建立了鲜食玉米高
效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创制出一批富含
叶酸、花青素等营养健康元素鲜食玉米
新种质，育成了“申科甜 2 号”“申科糯
601”“沪红糯 1 号”等优质特色强优势
新品种，其中“申科糯 601”是上海市第
一个通过审定高叶酸糯玉米品种，“申
科糯 602”“沪雪甜 1 号”等 10 个品种通
过国家审定。

去年，“沪红糯 1 号”新品种因其是
集香、甜、软糯为一体的富含花青素鲜
食糯玉米，适合南方地区春秋栽培种
植，先后获上海市地产优质鲜食糯玉米
金奖和长三角鲜食糯玉米金奖，深受种
植者、消费者和加工企业青睐，因此成
为上海首个实现百万元转让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鲜食玉米，在业界引起广
泛关注。今年上海市科委专门为“沪红
糯 1 号”成果转化立项，加大产业化推
广力度。

得益于上海市农科院和金山区共
建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沪红糯 1
号”新品种的产业化试点花落金山区吕
巷镇，在 20 亩试验基地上开展草莓、蔬
菜、水稻和玉米轮作绿色栽培技术研
究，以后还将开展国家倡导的玉米大豆
复种模式研究。

在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共建中
负责鲜食玉米的上海市农科院助理研

究员韩晴告诉记者：“在现有的绿色栽
培技术下，‘沪红糯 1 号’玉米产量稳定
在 1000 公斤以上，按照每个 5 元的价
格，在不影响地力、不增加药肥的情况
下，每亩净利润在 8000元左右。”

多管齐下构建技术服务链

上海在藏粮于地方面，多年坚持高
效用地和高标准养地相结合的方针，率
先在全国探索夏熟“三三制”茬口模式，
降低复种指数，合理增加绿肥和冬季深
耕晒垡面积，推进瓜果和季节性蔬菜等
经济作物与水稻的水旱合理轮作。上
海市“寸土寸金”，特色瓜果水稻轮作和
大棚草莓、蔬菜的土地高效利用，都需
要建立在高附加值的品种基础上，鲜食
玉米显然是目前最合适的完善茬口和
轮作经营的好产品，前提是需要得到技
术服务链的支持，平衡好高产出、保水
稻、保地力 3个方面。

过去 5 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把鲜食玉米纳入十大产业技术体系建
设范畴，拉近了鲜食玉米产业链各环节
从业人员的距离，不但是上海鲜食玉米
农业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协同创新机制，
还和具有品牌意识的水稻、蔬菜、特色
瓜果经营主体形成了紧密互动，选育出
的健康、优质、高产的鲜食玉米新品种，
第一时间得到产业主体和市场的反馈，
大大加速新品种成果的转化，提高了产
业化效率。

位于金山区亭林镇的上海亭中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精品亭林雪瓜
和稻米 10 年，因为亭林雪瓜不能连续
种植，必须为“瓜+水稻”种植模式找到
高附加值的替代作物。合作社通过各
种途径，找到了国外甜玉米“库普拉”品
种，因为附加值高、茬口合适就进行了
全面推广。刚尝到“甜头”不久，就突然
被“卡脖子”——买不到这个品种了，这

让合作社负责人周克俭很伤脑筋。
“还好上海组建了鲜食玉米产业技

术，合作社也有幸成为示范基地，用上
了‘ 申 科 甜 糯 99’‘ 申 科 紫 甜 糯 玉 米
699’等好品种，在绿色栽培技术支持
下 ，保 障 了 合 作 社 生 态 高 效 经 营 模
式。”周克俭说。

枫泾镇盛新村党总支书记陈强曾
经是枫泾科创小镇农创路演平台的运
营负责人，他带领团队通过平台高效推
动上海农业科技成果的转换转化，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盛新村之后，他
首先聚焦村里 2100 亩水稻的高质量发
展问题，也第一时间想到鲜食玉米和水
稻连作的高效种植模式。通过和粽子
加工企业联合，解决了鲜食玉米初加工
难题后，他仍担心“鲜食玉米+水稻”的
种植模式达不到保产量、保地力的要
求，于是在 2021 年尝试了小批量试种

“申科甜 1号”。
“因为技术体系提供了从种源到包

装加工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增产增收
效果不错，今年就放开手脚干了，一下
子扩大到 3个村共 148亩。”陈强说。

记者了解到，全程技术服务主要包
括 5 个方面：一是优化鲜食玉米高效茬
口模式，提高种植效益，开展“鲜食玉
米+”高效茬口模式的示范应用，同常规
种植相比，高效茬口种植效益平均每亩
提高了 4638 元，提升 39%，亩化肥用量
基本持平，亩化学农药用量减少 10.3%；
二是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支撑产
业绿色发展，构建了木霉菌剂包衣应用
技术体系，在涉农区开展了 5000亩的试
验示范；三是持续开展连作障碍地改良
提升耕地质量，在市郊建立试验示范点
29 个，2021 年改良连作地面积 2786 亩；
四是开发鲜食玉米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提升效能；五是完善保鲜与加工技术提
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让富民“金棒棒”走进千家万户
——上海市探索建立技术服务链促进甜糯玉米产业发展

日前，农行湖南郴州北湖支行工作人员在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郴州九瑞农牧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和金融需求情况。今年以
来，该行针对蔬菜、养鸡、养猪等“菜篮子”保增长保就业资金需求，启用“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优先调查、优先审批、优先投放，着力
纾困解难。目前，该行已发放稳经济保民生农业产业化贷款223户1.49亿元。 胡智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