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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卫星遥感拍摄显示地块大面积由
黄色转红色，人工检测稻谷含水量为
14.5%，经智能平台数据分析结合实地情
况，这片‘天隆619’水稻可以收割了。”近
日，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中化现
代农业天津示范农场里，万亩小站稻通
过“数据决策”，启动了全机械化智能收
割。25台联合收割机同时作业，“数收”

“智储”联动配合粮食烘干和仓储工作，
每天可完成1000余亩稻田收割。

天津作为粮食主销区共担保障粮食
安全，通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把提高小站稻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

天津小站稻由于地理原因，平均生
长周期长达 170 余天。进入 10 月中下
旬，小站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据天津
市农业农村委数据，目前，全市已完成超
过 30万亩小站稻机械化收割，达总种植
面积的近四成。在记者采访的多个种植
片区中，今年亩产较去年涨幅在100斤以
上，小站稻丰收丰产已成定局。

随着收割机在地间行走，卫星遥感
拍摄的画面不断变化，小站稻的收割情
况也被反馈到每位中化现代农业天津示
范农场农艺师手机的App里。

示范农场的 LED大屏上，智慧农业

平台正实时显示着遥感巡田、田间实录、
农作物生长监测、精准气象服务等情
况。“在系统农事记录板块，分类记录了
从整地、播种、施肥、打药、灌溉、收割、烘
干到出售全环节的数据。”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陈伟向记者
介绍了两万亩小站稻生长的“数智密
码 ”，随 着 数 据 版 块 的 选 择 ，

“2022-7-15 樱田旋耕机，旋地深度 15”
“2022-9-26 成熟收获期，湿度 62.4，温
度22.4”“2022-10-16 云量97.73%”等不
断弹出。农场里“天隆619”“津原89”“津
育粳22”等多个品种的小站稻，按品种精
确分区有着自己的“数字稻生”。

“两小时精准气象播报、关键农事提
醒，这些‘数据’时刻指导着我们一线生
产。”针对“精度”管理带来的产量增加，
中化天津分公司生产部经理代仁强深有
体会。“我们在王稳庄的种植已经是第四
年，每年都在收获后及时复盘田间管理，
产量也在逐年增加。今年通过数据精准
调整施肥用量后，以‘天隆 619’地块为
例，每亩平均增产100斤左右。”王稳庄镇
副镇长高国祺介绍，在示范农场的带动
下，2022年王稳庄镇种植高产优质水稻
2.8万亩，平均亩产达 1100斤，总产量约
1.54万吨。

从天津南端的西青区到北部的宝坻
区，全市范围内小站稻生产都在追寻精

细化。在宝坻区大钟庄镇天津渤海农业
农垦小站稻公司内 2.7万亩循环农业小
站稻也完成了收获。今年，总产量突破
1.8 万吨的成绩，刷新了企业的产量纪
录。企业通过奶牛养殖和小站稻种植实
现产业间循环发展。农垦小站稻公司技
术经理李永杰介绍，经过“不同浓度沼
液施肥的水稻在遥感无人机镜头拍摄
下呈现出不同热成像效果”田间实验，得
出精准的品种施肥比例。对“津原89”品
种小站稻“精细”施肥后，今年亩产增加
超过200斤。

在天津小站稻的主产区宝坻区，47.3
万亩小站稻迎来丰收。“津原U99”“天隆
619”等品种的优质稻，亩产均能达到695
公斤以上，同比有所增长。

在宝坻区尔王庄镇四棵树村，瑞东
家庭农场负责人王瑞东感叹，今年地里
的水稻能丰产丰收，是宝坻区农村社会
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看”出来
的，“从旋耕播种开始，每个环节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都过来指
导。今年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引进，大
大提高了化肥利用率，把我这块过去盐
碱严重地块变成了高产田，种植‘津育粳
22’的地块亩产达到 900公斤，是全区最
高的。”

宝坻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将水稻侧深施肥作为重点技术，在全区

水稻种植户中大力推广。水稻侧深施肥
技术是在机械插秧时同步将颗粒状肥料
定位、定量、均匀地施洒在距离秧苗 3到
5厘米的一侧，施肥深度 4到 5厘米。“采
用这项新技术，能够实现机械插秧与施
肥一体，不仅施肥量精准，减少了化肥的
过量使用，而且肥料在土壤中缓慢分解，
有效延长了肥效，减少了养分流失。”宝
坻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宇介绍，通过该项
技术推广提高了施肥“精度”，每亩可以
为农户节省化肥 40斤左右，降低了土地
盐碱度。

今年，宝坻区借助水质优良的优势，
还推广了 26万亩的稻蟹立体种养，不少
农户将立体种养和侧深施肥两项技术相
结合，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这也对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在示范区推广水稻种植全过
程采用绿色防控技术，通过安插二化螟
诱捕器等手段减少农药使用量，改善蟹
苗生长环境，提高成活率。同时，集成耕
前机械化配方施肥+无人机孕穗期施氮
钾追肥+无人机病虫害绿色防治，确保水
稻长势平稳。”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种
植业处副处长王全兴表示，稻蟹生长环
境绿色安全的同时，也有效改良部分土
地的盐碱性，稻蟹双收使得农户亩产收
益翻倍。

运用卫星遥感、水稻测深施肥等技术，天津——

“数据决策”护航小站稻丰收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迎湖村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过程中，创新将“二十四节气”故事，通过AR技术“搬”上
村民房屋外墙，只要打开QQ，选择“AR”扫一扫，墙绘就会在手机屏幕上动起来，图音并茂，“二十四节气”有声墙绘已成为望亭镇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品牌。 矫俊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摄

新疆疏附县克孜坎特村
生姜试种成功

本报讯（侯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近日，记者走进新疆疏附县布拉克苏乡
克孜坎特村基地大棚，浓浓的生姜味扑面而
来。大棚内疏附县生姜种植带头人李忠福尤为
忙碌，各个环节他都紧盯把关，确保生姜保质保
量收获贮存。从选育优质种姜进行催芽育苗，
李忠福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今年在320个大拱棚
里试种生姜成功，一个大拱棚三分地可产1.5吨
生姜。

据了解，克孜坎特村生姜种植基地在管理
和收获阶段能带动40人就业，村民艾尼瓦尔·麦
麦提从种植到收获，参与了生姜种植的全过
程。生姜试种收获满满、产销两旺，也让他萌生
了种植生姜的想法。

“种生姜以后，现在一个棚的收入能达到
1.5万元左右，明年开始我也要种两三个棚的生
姜。”艾尼瓦尔·麦麦提说。

向土地要产出，向特色要效益。克孜坎特
村“两委”不断鼓励和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高产出经济作物，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双赢。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探索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在产业振兴方面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全面推广生姜种植，让群众见实效
得实惠。”克孜坎特村党支部书记于振辉说。

□□ 胡少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来，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过程中，河南省镇平县通过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镇平县是“中国金鱼之乡”，全国60%的
锦鲤来自这里，以锦鲤为代表的观赏鱼特色
产业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

2016年，镇平县侯集镇向寨村养殖户
白金山被识别为贫困户，如今，依靠养殖金
鱼和脱贫好政策，他不仅成了远近闻名的
脱贫“锦鲤”，还利用增收资金从事金鱼电
商销售，收入越来越高，也为周边10多户农
户创造了务工机会。

白金山说：“我这个鱼塘有个七八亩，平
时忙的时候，选鱼苗、拉网，周边群众都可以
过来干，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养殖锦鲤，水电必须要有保障。为此，
镇平县将锦鲤养殖产业用电纳入乡村电气
化建设综合项目，实施“网格化”服务，满足
养殖户需求。

镇平县锦鲤产业网格服务队队长侯垚
说：“锦鲤育苗期是关键时期，一旦断电，鱼
苗就全毁了。我们通过‘网格化’服务，在
育苗期 24小时专人专岗值守，确保 24小时
供氧不断电。”

据了解，2021年镇平县观赏鱼销售额
超过 3000 万元左右。侯集镇镇长贺一航
说：“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中原地区规模最大
的观赏鱼养殖集散地，带动全县约1/3脱贫

群众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村村可闻琢玉声，户户可见玉生辉。

玉雕产业也是镇平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之
一，玉雕加工遍布全县 16 个乡镇 100 多个
行政村。

电商的发展为玉雕产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在镇平县石佛寺镇良玉奇缘珠宝有限
公司不足3平方米的直播间里，主播刘金把
手机扣在支架上，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
着挑选出的和田玉吊坠，向屏幕那头的观
众讲解，“这件吊坠玉质极好，肉质细密油
腻，喜欢的宝宝们抓紧扣起来。”该公司经
理王洵介绍，公司主要通过网络直播形式
销售玉雕产品，在播的有10个直播号，刘金
是公司里的当红主播，每天播 6 个小时左
右，一个月的带货销售额达150万。

镇平县坚定不移把玉文化产业作为强
县富民产业去抓，实施“玉+”战略，发展新
型业态，打造特色品牌，拉长产业链条。该
县出台打造千亿级玉产业集群三年行动计
划，聚神聚力玉原石交易规范化建设工程、
玉雕人才振兴工程、玉雕珠宝化培育工程、
玉雕企业梯次培育工程、玉文旅引领工程、
玉健康养生融合工程、玉金融保障工程、玉
创意创新平台建设工程、玉诚信体系建设
工程、“镇平人建设新镇平”玉专题推进工
程等十大重点工程，细化落实方案，推动镇
平千亿级玉产业集群发展。

如今，镇平县已形成了锦鲤养殖、中药
材、玉雕、藤编等各类“一村一品”专业村56
个；同时积极发展食用菌、藤编、假发等居
家就业产业，引育龙头企业，做大产业规
模，优化合作模式，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截至目前，通过产业就业带动全县 5.1
万多脱贫户实现增收，2021年脱贫人口的
人均纯收入达13458元。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 杨占林 赵萍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今年我种了将近60亩独头蒜，产量好
的亩产能达到 1700斤，政府帮忙搭建销售
平台，咱不愁销路还能卖个好价！”日前，青
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乡盐
昌村的种植大户朱新安告诉记者。

近年来，哈拉直沟乡依托高原冷凉的
气候资源优势，与江苏省东方黎明集团合
作，积极引进种植独头蒜，发展壮大特色
产 业 ，建 成 了 青 海 省 首 个 独 头 蒜 种 植
基地。

哈拉直沟乡种蒜历史悠久，因以前没
有形成规模，销路滞后，市场不稳定。今
年，依托东西部协作项目支持，哈拉直沟
乡通过动员种植合作社和农户流转的土
地引进种植有机独头蒜，并与江苏黎明集
团合作订单收购，有效解决了蒜农的销路
问题。

哈拉直沟乡盐昌村党支部书记贺生
建给记者算了一笔独头蒜的“增收账”：

“通过一年的大规模生产种植获得了成
功，经初步测算，亩产 1000斤以上，部分地
块达到了 1700斤，农民纯收入达 3000元以
上，部分地块达到了 5000 元。”据介绍，下

一步该乡将继续巩固发展好有机独头蒜
种植基地，扩大种植规模，实现村集体、农
户和公司各方面收益。

据了解，今年盐昌村通过东西部协作
项目投资500万元、种植户自筹265.2万元、
村集体自筹 18.3 万元，总投资 783.5 万元，
建成占地 580亩的高原有机独头蒜种植基
地。通过基地内大户承包种植及带动周边
农户种植，预计创收66万余元，项目整体带
农增收效果明显。

农民采挖的独头蒜，在地头就被收
购。东方黎明集团独头蒜采购经理张原
泉告诉记者，高原有机独头蒜的种植由东

方黎明集团前来收购，集团对收购的独头
蒜进行产品深加工，提升产品价值和品
质，助力高原有机独头蒜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哈拉直沟乡以带动村民致富为目标，
着力打造“三江源·五月雪·独头蒜”品牌，
通过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以盐昌村股份制
经济合作社为主体，目前联合 8家合作社、
267户农户承包种植，以品牌建设提高产品
效益，在做好基地建设的同时，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参与有机独头蒜种植，进一步提高
农业效益，增加群众收入。

哈拉直沟乡党委书记李良告诉记者，
带领村民种植有机独头蒜，增加了周边群
众的收入，奠定了大规模发展有机大蒜产
业的基础开创了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

独头蒜里的“增收账”

本报讯（郑嘉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蔡茂楷）眼下，闽西大地到处一派丰
收的景象。在永定湖坑镇奥杳村、武平
岩前镇伏虎村……多辆自动收割机在田
间穿梭忙碌，不断将沉甸甸的稻穗揽入

“怀中”。
今年以来，福建龙岩市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在落实上级各项扶
粮惠农政策的同时，市本级新增财政资
金 1100 万元以上，在规模种粮、复垦复
耕、大户水稻保险、稻田综合种养发展等
方面给予重点扶持。今年市、县两级扶
持粮食生产资金达 4630 万元，比上年增
加 2063 万元，扶持力度远超往年。在各
级扶粮政策的激励下，今年全市 30 亩以
上规模种植大户达 1709 户，规模种植面
积 11.38 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 687 户和
3.4万亩。

把撂荒地治理作为增加粮食播种面
积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龙岩采取“边
摸底、边整治、后巩固”的方式全面系统
治理，安排资金 400 万元，对山垅田新复
垦种粮且相对集中连片 30亩以上的种植
户给予每亩 400 元一次性补助。市里探
索出党员干部认领撂荒地、县国有公司

或乡镇兜底耕种“撂荒田”、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流转托管撂荒地等多种撂荒地
治理模式，全市规模复垦抛荒地种粮面
积达 1.94 万亩，成为今年粮食播种面积
增量的主要来源。

10月 25日，在永定区金砂镇下金村、
西田村百亩示范片进行了实割测产，亩产
分别达 712公斤、793公斤。此前，在上杭
县临城镇水稻超高产试验示范片，水稻新
品种“浙粳优 1578”平均亩产高达 1152公
斤，在龙岩首次突破亩产吨粮……受益于
农业“五新”技术的推广与实施，今年龙岩
各地涌现多个粮食高产典型。

依托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省粮食产能
区等项目建设，龙岩市在粮区大力示范推
广超级稻、优质稻、脱毒甘薯、特色玉米、
特色大豆等优质粮食作物新品种，持续推
广全程机械化、测土配方施肥、“一喷多
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等节本增
效提质技术。全市扩大种植粮食作物新
品种 50 万亩以上，水稻品种优质率达
83.6%；水稻机械化作业面积 316万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0.2%；完成社会化
服务面积 7.54 万亩，服务小农户 15500
户次。

福建龙岩：多策并施助力粮食生产

本报讯 近年来，针对高青黑牛全产
业链发展面临的龙头企业缺牛源、缺人
才，农户缺场地、缺资金，村集体缺路子、
缺产业等问题，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成立“红色满唐”黑牛
产业联合党委，探索建立“联合党委+龙头
企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户+金融担保
机构”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以组织联建带
动经济联合，释放抱团发展优势，取得了
良好成效。

依托“黑牛小镇”建设，黑牛产业联合
党委吸收纽澜地集团等 3 家龙头企业、7
家金融保险机构、32个村党支部以及合作
社加入，组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党建
链”。黑牛小镇项目园区共占地 5000 余
亩，规划建设牛棚200个，黑牛养殖规模可
达 5万头。经联合党委协调运作，所有合
作社入驻园区后，可免费使用牛棚，园区
提供“六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技术服
务、饲料供给、无害化处理、防疫、消毒以
及综合利用养殖废弃物，纽澜地公司负责
兜底收购养殖黑牛，银行机构提供政府贴
息贷款，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赔偿保障，解
决了一切后顾之忧，真正构建起“党带群、

强带弱、富带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
好发展格局。

联合党委搭桥形成的“企业+合作
社+农户”抱团发展模式，巩固形成了三
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仉家村养殖合作社每头牛年收益达 6000
元，其中 5%的收益交村集体；种植合作社
每亩为村集体增收 700元；两个合作社的
饲草和养殖粪污相互供应，年节省成本
8-10 万元，2021 年该村合作社为村集体
增收突破 5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约 1.5 万元。合作发展模式还有效解决
了企业存栏量不足、繁殖率不高、用工不
足且成本高等问题，极大提高了企业的
效益。 樊鹏程 王娜

山东高青唐坊镇：党建引领带动黑牛全产业链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
区将发展优质高效林业产业作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森
林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形成了以“松林+茯
苓”“柏林+菖蒲”“核桃+夏枯草”为主的林
下中药材发展格局，成功创建为全国林下
经济示范县、国家森林城市、全省绿化模
范县、新产业新业态示范县，“绿水青山”
正变为“金山银山”。2022年以来，昭化区
林下中药材实现产值 3.7 亿元，种植农户
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由于散户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效益，
昭化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基地建设为
平台，采取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方式，持
续深化区级现代中药材园区、镇村示范园
区、户办自强产业庭园，“三园联动”稳步
扩大昭化林下中药材产业规模。创新集
群发展模式，推行园区联建、产业联动、经
营联合、利益联结，集聚集群发展。建设
林下中药材示范基地6000亩，扩面中药材
园区 1.65万亩，带动 64户专合社、1100余

户种植户发展林下中药材2万余亩。
普通群众在抗击市场风险弱和稳定

增收上能力差，昭化区利用财政涉农资金
为杠杆，推行折股合营、自主经营等方式，
指导域内中药材种植农户与市场经营主
体签订药材保价收购、二次返利等协议，
创新联产带农机制。以昭化区射箭镇五
房村为例，2021年，园区核心区五房村农
户务工收入 200 余万元，土(林)地租金 50
万余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元。

林下中药材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市场
竞争力弱，昭化区坚持搞加工和拓展市场
并举，持续深化“昭化药材”品牌建设。支
持广元黎生、四川佳华等省级龙头企业建
立 1.4 万平方米初加工厂房，开发出茯苓
丁、灵芝孢子粉、药膳包等初级产品；鼓励
企业参加各类展会，“昭化茯苓”获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商标、有机产品认证和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探索出茯苓“种一休三”循环
发展模式，入选全国林业资源综合利用典
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 石洪彬

四川广元昭化区：“林业+药业”闯出富民新路子

本报讯（万永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鲁明）近年来，甘肃省白银市按照

“抓乡促村、强基提质”的思路，扎实推进
旗帜领航、能力素质、队伍优化、正向激
励、支部进级、引贤聚力、“五治融合”、党
建引领“八大提升工程”，着力推动农村基
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精准对接，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实施旗帜领航提升工程，完善乡村振
兴组织体系，推动全市69个乡镇、702个村
实现包抓全覆盖，组织开展凝心聚力“三
个一”“三问三改两争”等主题活动，引导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凝聚起抓党
建、强治理、促振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共
识；实施能力素质提升工程，狠抓乡村振
兴主题培训，切实提升农村干部履职能
力，实施农村党员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
程，推动形成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的良性循环；实施队伍优化提升工
程，以县乡村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契机，
大力选拔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
熟悉三农工作的优秀年轻干部，配强乡村

振兴骨干力量。
实施正向激励提升工程，鲜明树立重

基层、重实干、重实践的选人用人导向，凝
聚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施支部进级提升
工程，扎实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和“四
抓两整治”重点措施，建立落实乡镇包村
领导、老书记与新任、专业化管理村书记

“师带徒”机制，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实施引贤聚力提升工程，突出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乡村人力资本优先开发“两
个优先”，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
人、“网红”农民、高素质农民、农村电商人
才，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项目，
为市县涉农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招聘高层
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实施“五治融合”提升
工程，提升乡村振兴治理效能，先后开展

“集中推进月”活动和破解治理难题“百日
攻坚”行动，推动“村党组织—村民小组
（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治
理体系实现应建尽建，解决了一大批群众
的烦心事；实施党建引领提升工程，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形成乡村振兴示范格局。

甘肃白银：实施“八大提升工程”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