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廖霖

近年来，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为有效
利用荒山坡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民主
镇田湾村为核心，建立香椿产业园区，串
起从香椿种植、精深加工到文化旅游综合
开发的完整产业链，还通过打造节会经济
等，实现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为改良香椿品种，改进种植技术，产
业园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订技术指导
协议，并成立了岚皋县秦巴红富硒有机
香椿科研所，成功研发出“秦巴红”香椿

密植矮化技术，不仅实现了香椿的产量
增加，也降低了管护成本。同时，园区通
过引入企业提供育苗、示范种植、收购、
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支撑，形成强大的示
范带动作用。

在产业园区的带动下，香椿树种植
既绿化了荒山，又产生了经济效益。据
悉，园区现有 7家香椿合作社入驻，建成
香椿大田园区 1380 亩和育苗基地 360
亩，特色香椿产业优质化、基地化、规模
化基本形成，并辐射带动 1200多户 3800
余人，让更多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陕西岚皋县
香椿产业园串起产业链

□□ 姜津

近年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长江
现代农业园区与四川农业大学、内江市
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建成
四川农业大学功能稻筛选基地、稻菜轻
简化耕作示范片、内江市农科院精品蔬
菜示范基地，大力示范推广“大蒜—玉
米”“水稻—大蒜”“水稻—蔬菜”轮作模
式，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益大幅提升。

在田家镇火花村，“紫皮大蒜—玉米”
成为村民的种植“标配”。“大蒜—玉米”轮
作模式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增
收，每年每亩地不仅可以产 1300余斤干
蒜头、3700 余斤蒜苗，还有 1000 余斤玉
米，综合下来每亩收入可达 6000 余元。
同时，大蒜和玉米的轮作种植方式还可以
达到病虫害防治和土壤肥力平衡的目的。

与火花村临近的正子村则是稻蒜
轮作的“试验田”。在这里，专家们利用
科技大力推行“水稻—大蒜”的轮作模
式。据介绍，稻蒜综合亩产值可达 9000
多元，比水稻单作综合效益高五六倍。
去年，园区还在核心区连片示范稻菜轮
作种植，带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万元。

在从“水稻单作”到“稻蒜轮作”再到
“粮药套作、稻菜轮作”变化的同时，园区
还大力开展包括大田“四情”监测预警系
统、水稻水体数据采集系统、水产监测系
统、质量追溯系统、数字化管理软件平台
五部分的农业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对
温度、湿度、光度、大气压强、雨雪量等环
境要素的监测监控，用大数据为农作物
的生长保驾护航，用现代化技术为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

四川内江市东兴区
轮作示范增效益

□□ 徐可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坚持
把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农业产业园区建
设为载体，大力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走出了一条园区引领、板块联
动、三产融合、绿色发展的现代农业发
展新路子。

在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中，
该区首先突出产业转型升级，凝聚园区
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辐射力。坚定走“以
农业现代服务业为引领，精准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和生物技术，做强做长种植
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重点发展
粮食作物、蔬果花卉、特种水产种子种苗
产业，协同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
业装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产业
板块。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目前大批农
业项目相继落户，其中香瓜工厂化育苗

中心全面建成，厌氧秸秆资源化回收再
利用项目投入使用，新引入的卫岗集团
三产融合项目的饲料厂、育种场和乳制
品厂开工建设，渔沟牧场项目区完成土
地整理。

同时，该区突出服务平台建设，加强
农业园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大
力培育科技企业，获批 5 个省创新支撑
计划乡村产业振兴项目，依托江淮农业
产业研究院、国家级星创天地等载体，集
聚更多的科技特派员、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层次人才、高素质农民到园区创
新创业。

为增强农业园区对现代农业要素
的聚合力，该区加大力度对农业功能进
行拓展。坚持“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
地集约”原则，完善成果展示基地、科技
创新试验示范基地、乡村振兴共享空
间、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功能，争创研
学基地、培训基地、疗养基地，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
板块联动促融合

近年来，在重庆市涪陵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带动下，榨菜原材料青菜头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种植品种。近日，园区70余万亩青菜头喜获丰收，图为当地农民在组
织采收青菜头。 黄河 摄

重庆市涪陵区 70万亩青菜头丰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近年来，青海省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动力引擎，上下联动、整合资金、梯次
推进、示范引领。截至2022年12月底，创建
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9个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以来，青海
省充分考虑资源禀赋、产业潜能、技术集
成、就业增收等因素，合理规划、统筹布
局，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其中,都兰枸杞现
代农业产业园自 2017 年创建以来，已实施
项目 34 个，完成投资 5.18 亿元，通过枸杞
绿色产业示范、枸杞标准化栽培，探索出
了一条生态经济效益显著的多赢之路。
泽库牦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泽
库牦牛”“泽库藏羊”两大区域特色品种，
发展牦牛藏羊养殖、精深加工及冷链物流
产业，总产值达 35 亿元，带动就业人数 3

万余，产业园内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 1.2 万元，高于全县农牧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30.6%。

同时，全省梯次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立足资源禀赋，依托牦牛、藏羊、青稞、油
菜、枸杞、马铃薯等优势特色产业，择优建设
了一批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明、联农带农
强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了国家、省、
市（州）、县（市、区）逐级创建、梯次推进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通过产业园平台推
动科技引领、绿色发展、主体培育、特色优势
品牌打造。

此外，青海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纳入
《部省共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行
动方案中》，充分发挥特色农牧业资源的优
势，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园平台优势，综合利
用当地资源，锻造特色产业链条，引领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业态、模式创新，
提高科技贡献率、农牧业资源利用率、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

青海：现代农业产业园突出特色优势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在牛庄镇规划占地1万亩的核心区，推动现代高效农业
产业园建设，围绕粮食、果蔬、花卉等产业，构建起特色鲜明、优势集聚、产业融合、发展潜力
大、带动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集群。图为产业园黄河口鲜花港基地技术人员在管理
花卉。 刘智峰 陈同磊 摄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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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雨晴

近年来，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立足
柚子特色产业，通过农业园区示范引领，
全面打造柚子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
让黄金柚铺出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黄
金”路。

健跳镇地处浙江东部黄金海岸线中
段，山海交融形成独有的土壤特质，成为
柚子生长的绝佳地域。自 1986 年大规
模种植黄金柚后，经过 30多年的精心培
育，这片土地上逐步培育出了独一无二
的黄金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销售模式
和品牌包装，该镇柚子价格一度在低点
徘徊，优质果没能成为群众的致富果，反
而成了“伤心果”。

2018 年以来，健跳镇决定通过园区
示范，以“精品农业”为抓手，多向发力，
融合发展，把黄金柚打造成为农民的共
富果。一方面，以更高标准建设精品种
植基地，对柚子树进行精细化、有机化改
良，不断提高品质，从而以点带面，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并以“党建联建”为载体，

建立结对帮扶制度，为“弱散小”的种植
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指导。另一方
面，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
式，打造品牌，统一运作管理，大力拓展
线上直播等新零售，一改过去村民“单打
独斗”局面，让优质黄金柚剥去“麻袋”，
换上“华服”，市场竞争力迅速提升。

同时，不断拓展黄金柚深加工之
路。品相差的柚子通过古法熬制，做成
柚子膏；体积小的切成片，加工成柚子
茶。通过加工，柚子综合效益不断释放，
真正实现了“柚”尽其用。在产业发展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回村庄，当
起了地地道道的柚农。

据介绍，为持续做好柚子文章，聚焦
全产业链发展，该镇还在园区建设中以
种植为基础，不断向“高附加值农产品—
商务物流—农业观光休闲”延伸产业链，
建设柚子文化产业园，举办“黄金柚暖
冬”采摘节，推出柚子皮绘画，制作柚子
茶、举办柚子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变“卖
柚”为“卖游”，进一步催生新的产业形态
和消费业态。

浙江三门县健跳镇
园区引领黄金柚产业升级

□□ 王婷婷

近年来，贵州省桐梓县容光镇抢抓
产业发展新机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单产和品质为重点，加大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调整和优化有机高粱
生产布局，打造出规模化高粱种植示范
园区，逐步推动有机高粱种植现代化、
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稳步带
动农民增收。

示范园区以农田配套设施建设、现
场培训、观摩交流等为支撑，通过发挥村
级党支部组织带头作用，已建成高粱绿
色高质高效集成技术核心示范基地近 1

万亩。同时探索建立起“企业+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订单生产模
式，形成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据介
绍，订单生产由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和化
肥，园区通过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
销售等措施，组织农技人员从种植到销
售全程跟踪指导，确保有机高粱品质，保
障农户种植效益。

下一步，该镇将结合示范园区特色
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创新发展模式，全
面提升产业园区综合生产能力，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使产业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切实助推乡村振兴。

贵州桐梓县容光镇
万亩高粱示范园带动农民增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突出特色，聚集要素，完善链条，在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引领下，荆楚大地正
谱写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湖
北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家级为龙头、省级
为骨干、县级为基础的产业园建设体系，加
大要素投入力度，提升省、市、县三级产业
园创建水平，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
现代农业示范区，布局创建10个国家级、
20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力争建设300
个市县级产业园。

针对市、县两级产业园创建短板，湖
北省在确定创建数量指标，加大梯次推进
力度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下述创建任务和
路径。

强化科技支撑，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
装备在产业园广泛应用。深入实施科技
服务产业发展“515”行动，通过5名院士领
衔，在鄂涉农高校、科研单位牵头组建 15
个科技团队，组织相关专家对接联系15个
重点县市，服务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鼓励
各产业园设立院士工作站、研发中心、博士
工作站和实验室，实现每个产业园都拥有
专家服务团队，给产业园插上科技的翅膀。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确保优质安全。大力推进全程标准化生
产，省级以上产业园产品实现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全覆盖，把产业园建成质量安全的

“放心园”。大力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发
展绿色防控、节水灌溉，抓好秸秆、农膜、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创建一批区域公
用品牌，积极开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培育一批知名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

强化全产业链建设，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引导加工企业向产业园集聚，
建设一批烘干、保鲜、包装、储藏等初加工

和商品化处理设施。增强精深加工能力，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依托各自优势，向贸易
流通、休闲主题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形
成全产业链推进、多模式发展的格局。

创新联农带农方式，让农民分享更多
收益。大力推广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财
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等新的利益联结
机制。探索产村相融、园林共建等模式，带
动改善乡村水电路气讯等设施条件。鼓
励村集体以集体资产量化入股等形式参
与产业园建设，促进村集体经济、乡村发展
与产业园同步壮大，带动农业升级、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

湖北：补齐市县级产业园短板

□□ 王烁凯 周繁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建设总
面积达 2428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近四分之一。产业园在示范引领区域现
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带动400余万户农民
稳定增收。今年，河北省提出加快政策创
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推动
产业园建设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升级转变，
进一步形成发展优势，产生辐射效应。

目前，河北省共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9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231个、市县
级现代农业园区 1500 多个。在此基础
上，根据省政府部署，河北省今年将打造
园区升级版，着力推动创建100个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首先，明确创建重点，
优化产业园发展格局。出台《河北省农业

园区崛起行动方案》，推动形成以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为引领，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为支撑、省市县三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全省聚
焦5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工程，按照全
省领先、行业一流的标准，每个产业打造
5—10 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各市
突出地域特色，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带，打
造 100 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个
县（市、区）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发展基础，
布局建设1—3个主导产业不同的县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到2027年，力争100个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生产总值达到占
全省农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

增强内生动力，激发产业园发展活
力。围绕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生
态链、利益链“五个链”，全面提高产业园效

益和竞争力。其中，延长产业链方面，支持
龙头企业前延、后拓、左右联，支持种养业
向二三产业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形成
集群效应。完善供应链方面，加快建立农
产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
对接，打造产销密切衔接的供应链体系，提
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强化创新链
方面，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建立创新驿站，
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加快种子种苗、种养加
工、包装储运等全产业链的技术集成创
新。构建生态链方面，大力推行绿色生产
方式，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两品一标”认
证，全面推行追溯“六挂钩”，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健全利益链方面，推动发展合作
制、股份制、订单农业等多种利益联结方
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让农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收益。

创新工作举措，确保产业园健康发
展。强化政策扶持，加大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投放，集中用于产业园弥补短板、提升优
势、打造亮点。指导市、县健全政策保障机
制，开展利用专项债、一般债工作，充分发
挥“裕农通”金融支农服务平台作用，引导
各类要素在产业园聚集。加强项目管理，
推动产业园创建由规划设计向项目落地
转变，健全完善项目库建设，加大农业招商
力度，吸引一批大企业、大项目落户产业
园，推动企业出城下乡。加强市场衔接，推
进农超对接、产销直挂、电子商务，引导经
营主体提升品质、创出品牌，提高产加销一
体化水平。抓好主体培育，促进各类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向园区聚集发展、协同壮
大。推进园区内土地依法有序流转，培育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河北：推动产业园建设转向质量升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内蒙古自治区把创建现代农牧业产
业园作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加强
指导服务，健全管理机制，在全区各地产
业园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发展的基础上，
制定《2023 年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提出立
足优势特色产业，今年创建 7 个自治区
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到 2025 年创建数
量达到 40 个，同时带动各地创建一批盟
市、旗县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提高农牧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培育壮大新型农
牧业经营主体。

自治区级产业园创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导向，按照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要求，重点围绕肉羊、肉牛、奶
业、饲料饲草、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向

日葵、杂粮杂豆、果蔬等优势特色主导产
业，推动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
园区集聚、政策资金向园区倾斜，打造农牧
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先行区。

《方案》提出，各产业园建设要依托
当地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建成一批规模
化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构建生态循环
农牧业，培育一批农畜产品加工大集群
和大品牌，打造品牌突出、业态合理、效
益显著、生态良好的产业兴旺引领区。
要聚集市场、资本、信息、人才等现代生
产要素，推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大协
作，推广应用现有先进技术和装备，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有效机制，打造成为
技术水平先进、金融支持有力、设施装备
配套的现代技术集成区。鼓励引导家庭
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
体，重点通过股份合作、折股量化等形式

入园创业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
模经营，降低创业风险成本，提高创业成
功率，打造成为新型经营主体“双创”的
孵化区。要加快农牧业经营体系、生产
体系、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
益、科技兴农兴牧，全域推行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树立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
标杆，打造成农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绿色发展的示范区。

为顺利推动产业园建设，《方案》提
出多项政策措施。自治区通过统筹、整
合现有专项资金渠道，探索创新支持方
式，加大对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建设的倾斜力度。各地统筹发改、农牧、
水利、科技、交通运输等涉农涉牧的重点
项目和扶持资金优先向现代农牧业产业
园投入。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为抓手，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鼓
励龙头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延伸产业链

条，形成生产、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的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产
业园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田、水、
林、路、电和耕地质量提升综合配套，优
先将产业园内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实现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
产、生态友好。引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和科技人员进园区、搞服务、创新创业。
同时支持鼓励产业园统筹整合相关财政
资金，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等方式，撬动
更 多 金 融 资 本 和 社 会 资 本 建 设 产 业
园。鼓励利用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资
本投入产业园重大项目建设，运用政策
性融资担保等方式为符合条件的示范
农牧场、合作社、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融资增信。

内蒙古：依托产业园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编者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2017年启动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以来，引领带动全国初步形成了
以园区化示范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新格局。本期聚焦
地方农业产业园建设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展示各
地为探索示范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产业园
建设的创新举措和前进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