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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南观 罗烽烈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
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近两年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委、
区政府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粮食观，坚
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积极探索破
解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着力解决

“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等关键问题，稳
定了农业大区、粮食大区的基本盘。

撬动社会资本，改革投入
机制，解决“谁来种”的问题

眼下，本是农闲时，但达川区南岳镇
久源村却是一派繁忙景象。几十台各式
大型农业机具来回穿梭，忙于理沟、沥
水、翻耕等作业。20多岁的眉山姑娘李
惠拿着对讲机沉着调度，像一个战场指
挥员，有序地排兵布阵。

年纪轻轻的李惠有一个了不起的身
份，四川省好味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好味稻”是曾受国务院表彰
的全国知名种粮大户。李惠介绍，今年5
月进场以来，“好味稻”已在达川区的南
岳、大树、万家镇片区连片流转了 1.2万
亩耕地，整理了1000亩撂荒地，以种粮为
主，采取粮经复合种植模式，做到了满栽
满插，估算亩产值达到6000多元，亩均纯
利润能达到 2000多元。“未来几年，我们
在南大万片区，耕种面积要达到10万亩，
实现 10万亩优稻、10万亩高粱、10万亩
蔬菜的复合种植目标。”

李惠的底气除了“好味稻”自身的实
力外，更多的来自达川区一个好的农业
投入机制。达川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
区、种粮大区，但受制于山区和重丘地区
的地理限制，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现代
农业发展表面上是“谁来种”的问题，实
质上是“谁来投”的问题，落后的农业投
入机制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作为政府的平台公司，肩负发展现

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重任，达川区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应时而生。达川区盘活沉
睡资产，将部分撤并的村小学、村办公场
所等闲置国有资产打包并入农业发展公
司，同时统筹整合中央和省市涉农资金，
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吸引和撬动社会资
本参与农业产业项目建设，从而弥补了
农业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有效解决了
农业产业项目的资金投入难题。

据该公司董事长罗光林介绍，通过
公司搭建农业金融平台，积极探索和创
新“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的多元投入
机制，从输血到造血、从短期到长效，在
产业上投得准、投得值，充分发挥资源、
资本和资金的融合效应和综合效益。去
年以来，达川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招商引资的方式、股份共建的形式，引进
了绿地集团、四川好味稻、珍硒集团、万
丰食品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了南大万10
万亩现代粮油示范园区、米城1.2万亩高
山贡米园区和双庙现代蔬菜园区等项目
建设，撬动社会资本 3亿多元，为乡村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通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达川区创新
探索出一条以“农业发展公司+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
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多方生产积
极性，既确保投入主体和农户的利益，又
确保了村集体的稳定收益，解决了农村
集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

紧盯市场变化，发展订单
农业，解决“种什么”的问题

双庙镇二东村蔬菜生产基地今年最
后一茬辣椒和茄子正在出棚，忙于整理
土地的村民问基地负责人李建平：“李经
理，接下来又种什么呢？”李建平回答：

“种什么，要听农业公司的。”
通过 20多年的发展，双庙镇已成为

达州市主城区的蔬菜保供基地，种植面积
2000多亩，涉及 3个村 600多农户 110家
种植企业。当地农民务工问题和农民增
收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种植企业

普遍没有挣到钱。重要的原因是种植企
业搞不清楚“种什么”，生产“跟着季节走”
而不是“跟着市场走”，企业之间无序竞
争，加上管理粗放、技术落后，导致“年年
种年年亏”，经营业主的信心很受打击。

为了稳住达州市的“菜篮子”，达川
区农业发展公司入股园区，派出专家团
队指导科学生产，深入达州市和周边各
大城市的菜市场做市场调查，定期向各
种植企业下达订单，进行保底收购，统一
市场销售。李建平感叹农业公司解决了
蔬菜园区的大问题，他说：“过去我们是
生产销售一把抓，结果什么都没有抓
好。现在好了，农业公司给我们保底收
购，我们只管专心抓生产。跟着市场走，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种什么。”

米城乡吴家营吴世成夫妇过去在城里
开小餐馆，土地抛荒很多年，今年回来种了
3亩稻谷，收益不错，并萌生了开农家乐的
想法。吴世成激动地说：“过去种田不挣钱
不说，还要倒亏。现在农业公司进来后，每
亩田可以挣2000多元，来吴家营玩耍的人
越来越多，我们两口子开个餐馆既解决了
游客吃饭的问题，又可以顺便挣点闲钱。”

“米城大米”是达川区的传统农业品
牌，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但农户挣不
到钱，种植企业也年年亏损，久而久之，土
地抛荒，无人愿意耕种。农业公司经过深
入调查，发现米城片区稻种杂乱，品牌保
护意识不强，市场售价不具有比较优势。
去年以来，农业公司采取“公司+专合社+
村集体+农户”的生产管理模式，统一稻
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标识，统一市
场营销，“米城大米”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巩
固。同时，园区将米城乡吴家营片区划分
为有机大米核心园区，周边几个乡镇的
1.2万亩稻田划分为高山生态稻园区，并
实行保底价收购，有机稻每公斤达到 12
元、高山生态稻每公斤达到3.4元。

经过两年的规范管理和市场营销，曾
经乱象丛生的“米城大米”品牌价值得以
提升。在深圳工作的米城人吴世江说：

“现在‘米城大米’的包装既精致又有乡愁

感，当礼品送既实惠又有范儿。我今年已
经给朋友和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送了近
千袋‘米城大米’，朋友们反响非常好。”

今年夏天，达州市委统战部和达川
区委统战部策划举行了“我在米城有亩
田”的稻田认购活动，直接将米城乡和米
城大米推上了热搜，各界社会人士共认
购了1100亩有机稻和高山生态稻。

通过生产观念的变革，解
决“怎么种”的问题

在南岳镇久源村的腊月丘，技术员
杨科出了口长气，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近 100亩土地的改良工作终于完成。他
说：“腊月丘这片土地过去偏酸性，不适
合农作物生长。”

杨科的手里随时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里面装着南大万片区10万亩土地的大数
据，包括几十万个地块的编码和详尽的pH
值（酸碱度）。他说：“过去几十年一味追求
粮食的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土地的
肥力大大降低。经过改良过后，每个地块
种什么都要个性化规划。在这方面，我们
企业和当地的农民存在很大的观念分歧，
这个矛盾的化解需要漫长的时间。”

李惠介绍：“我们从本部派了20个技
术人员过来，着力培养当地的技术人员和
种田能手，成功培养一个，我们就回去一
个，直到实现技术管理人员全部当地化。”

在米城乡吴家营“米城大米”的核心园
区，安装了几十个摄像头的“溯源”装置，监
管着有机稻稻田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米城
大米专合社理事长王京强说：“有机稻的收
购价从每市斤 1.2元上升到每市斤 6元，
老乡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但有机稻的

‘苛刻’要求让他们很不适应。”他介绍，
“过去种田，简单粗放，为了提高产量，增
加施用化肥，除草施用除草剂一除了事，
现在要求高了，不准施用任何化肥农药，
除草也是人工除草，一切讲究绿色生态。
发展生态农业，不但提高了‘米城大米’的
品牌价值，还意外吸引了大量的观光游客，
这让米城人看到了发展观光农业的机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黑龙江省鸡西市聚焦农业发展短
板，多举措促进农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
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逐步完善产业体
系，做大做强农业。

围绕农业生产基础，全市优先在基本
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累计建成了320万亩高标准
农田，逐步构建“旱能灌、涝能排”的旱涝
保收、丰产稳产的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有
效应对自然灾害，缓解农业靠天吃饭的局
面，为稳定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奠定
了坚实基础。据农情测产，2022年，市属
粮食产量达到 77.7亿斤，同比增长 5.6%，
产量实现“十九连丰”。大豆单产再创历
史纪录，虎林域内八五四农场大豆亩产高
达622.4斤，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豆王”，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鸡西贡献。

积极构建更强的产业支撑，全市坚
持“招商引项目-项目促加工-加工兴产
业”的发展思路，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确定了“一年见成效、二年大
变样、三年全部消灭无产业项目村”的发
展目标，推进农业产业发展取得实效。
在农业招商方面，紧紧抓住国家产业转
移契机，依托粮食、畜牧、山特产品、北药

等优势资源，聚焦长三角、胶东半岛等先
进地区大力开展农业招商，着力引进支
撑力大、带动性强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大
项目、优项目，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目前，全市农业招商签约项目 26个，
签约额超过 29亿元。全市推进落实乡村
产业发展三年规划，统筹发展农产品初
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重点
打造水稻、玉米、大豆、肉类、山特产品、
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目前，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112户，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 63%，虎林市宝东镇、迎春镇，
密山市兴凯镇，鸡东县永安镇成为农业
产业强镇。

鸡西市坚持“以品牌促营销、以营销
扬品牌”的发展战略，立足实际，制定了

《鸡西市品牌农业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具体目标和发展路径，品牌效应进一步
增强。全市“两品一标”数量已达到 233
个。多年来，鸡西市充分利用寒地黑土、
绿色有机、非转基因三张“金字招牌”，深
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一批特色优
势品牌，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今年前10
个月，全市仅重点监测的农产品企业、电
商平台农产品销售量就达到39.5万吨，销
售收入超过18.6亿元。

黑龙江鸡西市：加快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本报讯 内蒙古羊绒产量全国第一，
全国近一半的羊绒来自内蒙古，羊绒产业
是自治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和重
要的民生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
纳就业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农行内蒙古分行创新金融支
持羊绒产业服务模式，重点支持羊绒产业
发展重点区域、全产业链发展规划、羊绒
品牌建设，截至 10月末，羊绒全产业各项
贷款余额15.28元，增量1.95亿元。

该行持续加强羊绒产业重点产区金
融服务，通过制定金融支持羊绒产业发展
服务方案，围绕自治区5个羊绒产业园区，
大力推广“一集群一方案一授权”信贷业
务模式，引导羊绒加工企业向重点园区集
聚。同时，聚焦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羊绒
产业带，重点支持鄂尔多斯羊绒、浩森羊
绒等规模效益显著、产业链条健全、综合
竞争力强的企业，助力羊绒品质提升，打

造区域产业高地。今年1至10月，该行累
计为上述两家企业发放贷款 12亿元。同
时，根据羊绒产业上下游特点，运用“惠农
e贷”“链捷贷”等便捷产品，满足羊绒全产
业链条各主体信贷需求，不断提升一体化
金融服务质效。

围绕自治区农牧业品牌提升行动，
农行内蒙古分行扎实推进金融支持羊绒
品牌建设，积极支持羊绒企业建设内蒙
古羊绒旗舰店，为羊绒企业匹配专项国
际业务授信额度，加大支持其海外投资
建厂，支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羊绒
自主知名品牌。下一步，该行将加强产
品和模式创新力度，运用并购贷款、商标
抵押等产品，支持自治区羊绒企业技术
创新和品牌建设，为重点企业开展国际
品牌收购，科研成果引进提供有效的产
品和资金支持。

景浩 鲁娜

农行内蒙古分行：金融服务羊绒产业成效显著

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
——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粮食生产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