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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佳鹭 白雪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大暑时节，河北省怀安县北庄堡村的
酸枣种植基地内，一畦畦酸枣树苗呈现出
勃勃生机，新生长的树冠茂密地舒展着枝
条，一簇簇小花蕊在枝叶间悄然绽放。

近年来，怀安县紧抓乡村振兴发展机
遇，成功引进了中药材（酸枣）种植项目，
以龙头企业为产业支撑，重点打造怀安县
酸枣产业基地，并依托相关科研院所和行
业协会为酸枣产业保驾护航。现如今，小
酸枣不仅在怀安县落地生根打响品牌，还
为广大农户开辟了增收致富新门路，进一
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抢抓发展机遇
培育优势产业

位于冀蒙晋交界处怀安县，地域辽
阔，地势西高东低，属浅山丘陵区，可利用
土地面积 150 多万亩，年均降水量 380 毫
米，平均无霜期 150天，年均气温 8℃。优
良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成为怀安县立
足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饭碗”。

有了金饭碗，装什么粮、怎么才能把
粮装好，成为怀安县首要思考的问题。该
县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立足资源禀
赋和立地条件，展望中药材产业发展前
景，积极对接以石家庄以岭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为主的医药企业。2022年 2月，在进
一步的勘测论证基础上，成立张家口怀药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签订合作协议，敲定
建设怀安县以岭药业酸枣产业基地，至此
该县在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上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春风时节，张家口怀药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中药材（酸枣）种植示范基地热闹
非凡，机械、工人不停忙碌地栽植苗木，中
药材（酸枣）种植示范基地正式落地，拉开
了中药材（酸枣）种植发展的序幕。

7 月份，第一期 700 余亩的酸枣树绿
意盎然，正在种植基地查看酸枣长势的河
北省中药材产业体系首席专家谢晓亮介
绍说：“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我们引进了

全国各地酸枣种质资源，包括珍珠系列、
静心系列、邢州系列、久和系列、双仁系
列、朝阳系列等 40 多份稳定的新品种进
行试种，从中筛选更适宜怀安发展的新品
种。”

据介绍，该项目利用怀安县经济效
益低下的退耕还林地，改造升级为高效
益酸枣林地，达产后亩产酸枣 500公斤以
上，产出酸枣仁 20 公斤，亩产值可达 1 万
元左右。

凸显龙头带动
找准科技支点

为保障企业原料供应和质量稳定，怀
安县坚持市场主导原则，通过市场导向整
合社会资源，突出龙头企业在中药材产业
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充分激发企业龙头带
动作用，推进怀安中药材（酸枣）产业发展。

据怀安县酸枣产业基地负责人韩进现
介绍，项目计划发展酸枣基地5万亩，酸枣
仁总产量 1000 吨，用于满足以岭药业使
用。基地建成后，可实现酸枣仁产值 5亿
元，另外酸枣肉、酸枣核、酸枣叶的综合利
用可实现产值2亿元。随着酸枣的试种成
功，种植基地的专家们已开始精选适合怀

安县本地生长的优质品种，全力推动规模
化种植。谋划建设产地加工车间，重点建
设脱肉脱核车间、酸枣仁精选车间、仓储物
流和质检中心，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护航。从项目
立项到推进实施，怀安县依托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和河北省中药
材学会，选派专家技术团队作为酸枣产业
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坚强后盾，成立了以河
北省中药材产业体系首席专家谢晓亮研
究员为总负责的专家团队。

在种植过程中，通过选用适合当地土
地条件的产业种植模式，以每亩 150 株、
220株、330株等多种栽培模式，实施机械
化种植管理。针对乡村技术劳动力缺乏
的现状，企业还积极培育专业化托管队
伍，对清表、深耕、旋耕、起垄、开沟、栽植、
铺管、控草、修剪、水肥管理、采收等环节
进行专业化管理，帮助农户解决劳力和技
术问题，积极推动全县酸枣产业的发展。

强化品牌支撑
三产融合发展

产业的培养和壮大，需要政府、企业
等多方推动形成合力。怀安县充分发挥

政府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作
用，出台《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有关政策，建立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政策引导、企业主体、科技支撑、市
场化运作、注重实效的产业发展机制，按
照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制定优惠政策，
积极营造中药材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怀安县将经济效益较差的退耕还林
土地，列入升级换代盘子，逐步改造为中
药材建设基地，重点种植河北省主推的酸
枣、连翘等品种，辐射带动其他品种药材
规模种植。先期引进龙头企业流转退耕
还林地，建设 5000亩核心示范区，通过核
心示范基地把最新生产技术进行集成示
范，同时建设产地加工车间，全产业链打
造，全价值链提升，盘活全县退耕还林地
资源，打造“一县一业”特色产业。

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建设，可以有效调
动农户积极性，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据
悉，怀安县采用“托管、三统一分”和“公
司＋科研单位＋农户（合作社）”等运作模
式，到 2025 年推进全县中药材种植规模
发展到 2 万亩，力争通过 5 年努力，建设 5
万亩高品质道地药材产业基地和种源供
应基地。

产业发展，离不开品牌打造。对于众
多地方产业而言，无论是应对日益激烈的
国内外市场竞争，还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都迫切需要推出强有力的农业
品牌。怀安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怀安将通
过多种方式不断打响酸枣产业品牌，既让
人们多了解怀安酸枣，也让企业和消费者
有更多选择。

为确保县域中医药产业行稳致远，该
县将种植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和大健康
产业发展融会贯通，制定了以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远景规划。怀安
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力促企业在品牌打
造、质量标准提升、科技攻关、项目引进、
人才培育等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全方位延
长中药材产业链条，推进县域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力促农业结构成功升级，为群
众增收蹚出一条长效、安全、绿色新路径。

河北怀安

小酸枣变身致富“金钥匙”

技术专家团队在查看酸枣树苗长势。 受访者供图

□□ 陈涛

“奈李好时节，品味‘nice’生活”。近日，
奈李开园体验品牌发布会暨乡村振兴产业
帮扶对接仪式在广东省梅县区石坑镇岭村
举行。

岭村距梅县城区 29 公里，全村面积 6.8
平方公里，辖区内有 10 个村民小组，人口
2000 多人，主要经济作物有水稻、奈李、蜂
蜜、茶叶等，特色经济收入有奈李，全年岭村
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00多万元。

由于该村自然条件优越，地处丘陵地
带，全年阳光充足，土质肥沃，岭村奈李生长
在铁山嶂周围的山坡上，平均海拔 500 米以
上，山上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十分有
利于奈李的养分积累，土壤富含矿质营养元
素，为奈李的种植提供了丰富养料。岭村奈
李果顶平或微凹，梗洼浅，缝合线比较浅，果
粉厚，果实初熟时皮呈黄绿色，肉橙红色，肉
质清脆。完熟后均为紫红色，肉脆多汁，产
品二分酸，八分甜，酸甜可口。岭村奈李不
仅外观好看，吃起来十分爽口，营养价值还

特别高，具有生津止渴、益胃、醒酒提神、止
咳化痰及美容养颜的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岭村奈
李的品牌化打造和拓宽销售渠道，切实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农业增效，石坑镇乡村振
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发挥财政、商务、
邮政、银行等成员单位的优势，精心举办

“奈李好时节，品味‘nice’生活”奈李开园体
验品牌发布会暨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对接仪
式。会上广东客家农创（梅州）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广东十记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家农
业龙头企业与石坑镇签订了销售合同。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梅州市分公司还充分
利用行业品牌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办法，在邮乐网平台搭建石坑岭村奈
李销售区，还开辟省内石坑岭村奈李邮政
寄递专线。

石坑镇镇长魏南辉表示，组织开展石坑
岭村奈李开园体验品牌发布会暨乡村振兴
产业帮扶对接仪式活动，对推动石坑镇的打
造“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品牌优势，壮大集
体经济意义深远。

□□ 张军

“快看，这个黄桃得有一斤吧。”7 月 23
日，湖南省龙山县洗车河镇三个堡村的黄桃
园里，闻讯赶来参加洗车河镇 2022 年黄桃
采摘节活动的土家族老汉宋宜贵，摘下一个
大黄桃后，高兴得叫嚷起来。

雨后初晴的三个堡村远山青黛，百亩黄
桃园里，枝繁叶茂的果树上，一个个套着金
黄色果袋的桃子挂满枝头，芳香四溢，一派
喜人的丰收景象。

当天上午，洗车河镇 2022 年黄桃采摘
节活动在此开幕，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和各处
的游客们闻讯而来，采摘美味黄桃，享受劳
动乐趣，品尝丰收喜悦。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拉开开幕式的帷
幕——《唱支山歌给党听》《太阳出来喜洋
洋》《河对岸》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
唱出了丰收的喜悦，道出了美丽乡村的新
面貌。

开幕式后，在场几百名市民和游客涌入
桃园内，感受田园风光和体验采摘之乐，幸福
的笑容溢于言表，丰收的喜悦尽显其中，有性
急的游客禁不住诱惑,摘下果袋里套着的黄
桃后立马大快朵颐,只见汁水四溢，唇齿留
香，边吃还边不住地感叹：“太好吃了!”

本次采摘节活动以“旅·遇洗车河，桃·
醉三个堡”为主题，通过集赞换好礼、桃园采
摘乐、桃园寻宝乐等系列活动，让前来参加
活动的市民与游客感受乡土气息、体验采摘
乐趣、参与趣味活动，收获快乐心情。

“在果园里摘就是过瘾。”来自县城一所
学校的吴老师一边忙着采摘，一边和同伴感
慨。“空气好,村庄美，太喜欢这里了。”而来
自召市镇的张先生一家三口，提着集赞兑换
的两盒黄桃，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与游客同样兴奋的还有三个堡村的村
党支部副书记尚本祥，他笑呵呵地为记者算
起了账，“村里这百亩黄桃园今年可产黄桃2
万公斤，有了周队长他们的助力，黄桃卖上

个好价格，卖完后可获利约20万元。”
尚本祥口中的周队长，指的是长沙市望

城区驻洗车河镇帮扶工作队队长周伟，2021
年 7 月 26 日，长沙市委出台《长沙市对口帮
扶龙山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方案》，明确“十四五”期间，长沙市
继续结对帮扶龙山县乡村振兴，帮扶龙山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年 8月，周伟被
望城区选派为望城区驻洗车河镇工作队队
长，与他一道来到离家 500公里外的洗车河
镇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还有队员陈建军。

“我们种植的品种叫锦绣黄桃，打好品
牌，我们还注册了锦绣龙山黄桃的商标。”采
摘现场，周伟介绍，“锦绣龙山黄桃”是望城
区帮扶洗车河发展“一镇一品”的特色产业，
在该镇三个堡、支家、草果、咱木村共种植了
426 亩，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统一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营销，还带动
了周边 50余名农户在果园常年务工。2021
年洗车河镇黄桃产业实现产值 70 余万元，

今年黄桃产量预计有 6万余公斤，产值可达
80 余万元，村集体分红可达 6 万余元，小小
黄桃成了团结果、劳动果、致富果。

笔者了解到，前几天，周伟牵线联系望城
区教育局、团区委组织了23所中小学366名
师生和家长联合发力，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
货卖出 3.7万余公斤黄桃，销售金额达 73万
元，让洗车河镇的黄桃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单果 443.7克，恭喜 58号，获得本次黄
桃采摘节‘桃园采摘乐’活动冠军，奖励黄桃
20斤！”活动现场，老汉宋宜贵站在台上，单
手托着桃子的他笑容满面，台下摆放的一篓
篓黄桃桃香四溢，惹人垂涎欲滴。

“以‘锦绣龙山黄桃’为媒，传递丰收的
甜蜜和喜悦。”周伟告诉记者，在各方来宾的
见证下，望城区帮扶工作队与洗车河镇举行
了订购黄桃 7万斤签约仪式，进一步深化两
地对口帮扶工作成效，“下一步，要让三个堡
村全面打开农旅融合新格局，打造乡村振兴
重要增长极，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游客正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椿树岗村世旺生态园
内采摘李子。近年来，该生态园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引进李
子种植新技术、新品种，紧紧围绕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发展方式，将李子采摘和乡
村旅游业相结合，以园区风景带动李子采摘、销售，促进周边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 谢万柏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晶晶

近日，由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和湖南
省炎陵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炎陵县农
业农村局和湖南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承办的“炎陵黄桃北京推介会”
在京举办。

炎陵黄桃以果形周正、颜色橙黄、酥脆
可口、香气浓郁等特点享誉市场。截至
2022年，炎陵黄桃种植面积9.6万亩，预计
总产量7.8万吨。目前，已累计成立炎陵黄
桃生产和销售企业3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
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3家，炎陵黄桃种植
专业合作组织141家。近年来，县委县政

府一直注重黄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炎陵黄
桃已经成为炎陵县的致富果、振兴果。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炎陵黄桃总供给
量丰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趋势明显加
快。中国果协也将与炎陵县有关部门、相
关会员企业一同对接生产与消费、连接消
费者与生产者、连接政府与市场，共同加
大炎陵黄桃的宣传推广和产销对接力度，
促进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实施乡村振
兴，促进共同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推动炎陵黄桃产业高质
量发展，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和炎陵县签
订《果业振兴百县行动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推动炎陵黄桃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炎陵黄桃北京推介会在京举办

□□ 刘雷明

“家人们，咱家的西瓜瓤红脆甜，纯绿色
种植，有要的抓紧订购啊。”山东省宁津县长
官镇瓜农赵德高正在网上直播间推销自家
大棚种植的西瓜。“今年西瓜销路好、价格
高，一个棚的销售额能达到3万元。”

赵德高是该镇张凤巢村的一名“90
后”创业青年，2019年返乡创业。经过几
轮创业培训，结合镇里组织的多次外出考
察，赵德高决定把创业的重心放在西瓜种
植上。“这地方土地松软、含盐度低，适合
西瓜生长，市场前景好。”赵德高聊起西瓜
头头是道。

近年来，长官镇坚持“乡村振兴，产
业先行”，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破题
的关键，以调整农业结构为抓手，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产业，引导各村集体聚焦特
色种植产业发展，种植范围涵盖桑葚、苹
果、西瓜等多个品种，围绕特色种植产业

“钱、地、人”三个决定要素，通过清家底
行动解决“土”围，整合上级惠民政策包
打通“钱”途，打造新型农民队伍解读

“人”义，突破了特色种植业发展瓶颈，迎
来了特色种植产业的迸发期。

据悉，长官镇将继续推动特色种植
向普通农户延伸，提高政策扶持的广度
和深度。加快土地流转速度，积极培育
更多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主体。推进‘龙头企业+基
地+合作社+普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拓宽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不断提高农民幸福
感和获得感。

山东省宁津县长官镇

打响特色水果金字招牌

□□ 徐小飞

时下，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近日，
走进位于贵州省务川县镇南镇的一处花
椒种植基地，只见一簇簇颗粒饱满、色泽
艳丽的青花椒挂满枝丫，微风徐来，阵阵
椒香扑鼻。剪枝、去叶、摘椒……花椒林
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活着，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我一天在这里能采摘几十
斤花椒，一个月下来，还是会有不少收
入，能贴补家用。”该村村民杨会说。

为解决花椒的储存和深加工问题，
提高产品附加值，镇南镇还建立起了冷
库和花椒加工厂，逐渐形成了成熟的花
椒产业链条，花椒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从树上采摘下的鲜花椒经烘干、筛
选、打包等各项工序后，不仅提升了花椒
的品质，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也得到了提

升，有助于品牌价值提升，增加花椒的销
售收入。”镇南镇加工厂负责人龚进松
说。走进加工厂，机身隆隆，椒香浓郁，
从基地采摘回来的花椒在经过萎凋定
色、烘烤、果柄分离、筛选脱粒、风选等工
序，能生产出干椒和鲜椒。

近年来，务川县坚持“乡村振兴，产业
先行”，通过发展花椒产业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双赢。镇南镇立足资源禀赋、地
理环境，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党建引领，
探索建立“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组织方式，巩固提升传统产业，持
续做强优势产业，着力打造“优质花椒基
地”，坚持把花椒产业作为富民兴村、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充分利用地理条
件优势，年产花椒达30余万斤，花椒品牌
影响力不断扩大，带动产业附加值不断提
升，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贵州务川

打响花椒品牌 拓宽增收渠道

□□ 张荻

为加快推进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
作，全力服务好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邮储银行浙江平湖
市支行强化邮银协同，构筑可持续的惠
农业务体系，确保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当
地农产品行业的各项业务需求。

平湖市农心粮油专业合作社作为区
域示范社，有嘉兴名牌农产品——煲正
香大米，年产值可达 1700 万元。2021
年，该企业荣获嘉兴市“十大优秀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组织”称号。该企业负责
人说，“受前期平湖疫情影响，我们企业
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急需大量资金来
维持生产运作。”邮储银行平湖市支行了
解到企业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该
企业的资金需求与融资特点，为其规划

了个性化的融资方案，最终顺利帮企业
申请到了160万元农贷通贷款。

“通过邮储银行的帮助和协调，我
们获得的这笔贷款帮助我们顺利恢复
生产，解决了我们的资金周转问题，缓
解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急。”在之后的
回访中，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恢复生产
之后，企业还有扩展种植的意向，并长
期有物资配送的需求。获悉该情况后，
支行协同邮政集团公司及时与企业对
接,为企业规划了包括金融业务、速递
业务、进货批销业务、线上销售平台等
的一条龙业务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
赞誉。

下一步，邮储银行平湖市支行将充
分发挥邮银协同发展优势，加快内外部
资源整合，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探索
惠农合作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浙江平湖

金融助力大米品牌发展

近年来，山东省莘县燕店镇持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
高效农业，打造以香瓜、西红柿、黄瓜、茄子等为主导的特色产业链条，稳步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脱贫群众正在包装香瓜。 孙伟 李敬 摄

广东省梅县区石坑镇

为“岭村奈李”扬名促销

湖南省龙山县洗车河镇

“锦绣龙山黄桃”传递丰收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