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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工人在河北省秦
皇岛市抚宁区坟坨镇一处“农光
互补”项目的智能光伏温室内栽
植盆景白菜。

近年来，秦皇岛市抚宁区因
地制宜发展“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建设，采取“企业+农户”的合
作模式，将光伏发电和高效农业
有机结合，促进企业增效、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农光互补”低碳富农

□□ 颜伶俐 王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杨桥镇
荆竹村羊肚菌种植基地的阳光大棚里，大
大小小的羊肚菌撑着一把把褐色的“小
伞”，鲜嫩肥厚、长势喜人。

羊肚菌俗称“菌中皇后”，营养价值极
高。2021年，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乡村
振兴工作队的帮扶下，荆竹村盘活土地资
源，搭建高标准农业大棚，建立羊肚菌种
植基地。2022 年，基地试种 5 亩，产量达
700余斤，带来村集体经济收入 7万余元。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发展形势更
好，预估收入可达9万余元，羊肚菌产业正
逐渐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解决村民就近
就业的主力军。

“我在羊肚菌种植基地务工，现在也
赚了 2000 多元了，一天能有 100 元的收
入。”村民王文香一边小心翼翼地收割羊
肚菌，一边高兴地说。

尝到了产业致富的甜头，近年来，在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指导帮扶下，荆竹村
因地制宜探索“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先后打造了瓜蒌产业、楠竹

加工、羊肚菌种植等产业基地，组织有
劳动能力的低保户、五保户、已脱贫户
等参与除草、施肥、采果等务工，帮助村
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致富。

“产业振兴不仅带动村集体经济从原
来的 5万元增加到 20多万元，还为村民提
供了就业岗位，实现增收，如今村民的幸
福指数大大提高。”荆竹村党支部书记戴
元泉表示，下一步，荆竹村计划新建羊肚
菌、瓜蒌子加工厂，引进烘干设备，开展深
加工项目，预计明年村集体收入将突破30
万元。

在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荆
竹村还加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的建设
力度，从原来的省级贫困村，蜕变成了一
个 产 业 兴 、百 姓 富 、环 境 优 的 幸 福 小
山村。

湖南衡东县荆竹村：

羊肚菌“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 杜宇华 高鹏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近年来，北大荒建三江分公司科研工
作者通过不断创新研发适合北方寒地黑
土的新技术、新措施，破解寒地农作物种
植难题，进一步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实现
农业丰产丰收。

“我们农场现有叠盘暗室基地8处，暗
箱110套，可供苗3.62万亩，预计可节约资
金 160 余万元，让种植户搭上智慧农业快
车。”建三江分公司洪河农场农业发展部
负责人介绍。

暗室育苗、双氧催芽、智能灌溉……
这仅仅是建三江分公司在育秧阶段智慧
农业的一个缩影。在叠盘暗室育秧大棚
内，技术人员最后对暗室车间相关设备进

行逐一排查加固，检修完毕后，将实现水
稻育秧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产出，打造工
厂化育秧新模式。

建三江分公司作为智慧农业的先行
区，今年，通过组建专业管理和技术团队，
积极推广温汤浸种、智能浸种催芽、基质
土改良、秧田智能管控、硬盘摆盘机和起
盘机等创新技术集成和应用，在国内首次
实现育秧生产全程机械化，缩短育秧时间
5 至 7 天，亩减少用种量 10%，亩节本 25
元，解决了育秧成本高、水平参差不齐、自
然风险大等难题。目前，已经推广工厂化
叠盘暗室育秧90万亩。

下一步，分公司将选派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以案例讲解、实操分析、技
术对比等方式，对工厂化育秧技术和作业
规程进行详细讲解，加快推进新技术落地。

北大荒建三江分公司：

“让种植户搭上智慧农业快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去年夏天高温大旱，让四川不少地
方大春作物受灾减产，从而导致全年
粮食产量减少。南充市嘉陵区也不例
外，遭遇到了粮食“六连增”之后首次
减产。今年，嘉陵区定下目标：全区粮
食播面 101.8 万亩、总产 35.9 万吨，总产
较 2022 年增加，与 2021 年基本持平。

嘉陵区当下正在加紧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确保 5 月完成去年计划的
5.6 万亩建设任务。同时，在加快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农田宜机化改造、
提升农机装备水平、保障农资安全供
应、继续加大粮食经营主体资金扶持
等方面下功夫，以确保能扛稳粮食安
全大旗。

去年，该区启动了 30 万亩粮食安
全产业带和 10 万亩高粱种植基地建
设，目前已完成 15 万亩粮食安全产业
带和 7 万亩高粱基地建设。今年目标
任务是新建 10 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
0.5 万亩高粱基地。记者采访中发现，
小麦种植面积正在逐步扩大。

夯实基础，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双桂镇邓家沟村正在实施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 260 余亩。这一带位于两
山之间的河谷平地，历来是水稻传统
种植区。“不涨洪水的话，每年都能丰
收，但一涨洪水就全被淹没，几乎颗粒
无收，所以必须改。”村党支部书记张
小平说，改出来首先可防十年一遇的
洪水。

怎样改？施工方介绍，首先将过去
从中间过的河沟改到一侧，并用混凝土
浇筑，与每个田块的排水沟串联，整个
河渠长 1.6 公里。这样不仅能解决水
患，还可将田块由小变大。过去这几百
亩有 60 多个田块，改后只有 20 多个，最
小的都有四五亩，最大的有 15亩。

“改后真的是田成方、渠相连、旱
能灌、涝能排了，能保证年年丰收高
产。”双桂镇副镇长翁宇说，全镇目前
共有 3 个施工点，今年将建成 620 亩高
标准农田，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 万
余亩。邓家沟村的 260 余亩农田，已经
有 3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洽谈土地
流转事宜。

“全区今年正在实施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共涉及 7 个乡镇、19 个村。”嘉陵
区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肖立说，“包
括田型调整和土地平整 6811.39 亩、新
建渠系工程 42.22 公里、新建田间道路
55.57 公里、新建和整治山坪塘 42 座、
建设节水灌溉面积 6000 亩。”

目前，全区已建成 4 个粮油现代
农 业 园 区 ，今 年 还 要 围 绕 龙 蟠 - 金
宝-里坝、李渡-吉安-金凤-安福粮
食安全产业带再创建 2 个粮油现代农
业园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
是倾斜在粮食安全产业带。目前，全
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62 万亩，占总耕
地面积 70%。

除此之外，嘉陵区还大力加强综合
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尤其是在交通要
道建设 200 吨/批次的大型烘干中心，
在中心乡镇修建 60-100 吨/批次的中
型烘干中心；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
集中的乡镇建设 10-30 吨/批次的小微
型 烘 干 点 ，为 业 主 就 近 烘 干 提 供 了
便捷。

稳粮有望，真金白银持续奖补

小麦和水稻曾是四川各地小春、大
春两大主粮作物，但因小麦产量低、价
格也无优势，加之近几年外出务工人
员增多，农村劳动力紧缺，导致许多地
方群众只种一季水稻作为口粮，季节
性撂荒使小麦播种面积逐年减少。记
者这次在嘉陵区采访发现，小麦种植
正在回暖。

龙蟠镇副镇长余鑫说，今年全镇
小麦播种面积约 1 万亩，比去年增加
了一倍。原因是去年清理了 2000 余亩
撂荒地，粮食安全的警钟使土地利用
率提高了，许多业主自觉自愿地提高
了复种指数。但主要原因还是小麦收
购价格提高了，平均每斤比去年上涨
了 0.2 元。

在金宝镇槐树坝村鑫焱农业专业
合作社种了 300 亩小麦；集善社区种了
870 亩 小 麦 ；青 家 沟 村 种 了 600 亩 小
麦。这 3 个村连成一片，是嘉陵区打造
的万亩优质粮油产业园核心区，小麦
种植面积近 2000 亩。全区小麦种植达
20.4 万亩，比去年增加 1 万亩。

嘉陵区大春作物除了水稻外，最突
出的就是高粱。仅龙蟠镇今年就将种
植高粱 3 万亩，金宝镇 3 个村，油菜、小
麦收割后，都将种植高粱，共约 4400 余
亩。嘉陵区种植的是优质酿酒高粱，采
取订单生产模式，均与省内几大著名酒
厂及本地一家大型酒企签订了合同。

自 2017 年以来，嘉陵区共直接奖
补粮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亿元，此
类数量从 32 家增加到 403 个，增幅达
1159% ；种 粮 面 积 从 1.06 万 亩 增 加 到
11.5 万亩，增幅达 985%，其中 300 亩以
上主体数量从 11 个增加到 129 个，面积
从 0.72 万亩增加到 8 万余亩。

从目前的奖补政策看，力度仍很
大：复耕 50 亩以上撂荒地的粮食新型经
营主体按 600 元/亩进行奖补；种植 50
亩以上粮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
300元/亩（200亩以上高粱按 400元/亩）
进行奖补；农机购置符合条件的业主按
累加至 50%（含中省补贴）进行奖补。

粮经复合，既保粮食又挣钱

前不久，记者来到龙蟠镇石板被
村，地里许多人正在收榨菜。去年 8 月
育苗，9 月移栽，今年 2 月底收完，3 月

底到 4 月，正好赶上种高粱。流转这
900 亩地的业主，也是这样安排的，他
们与重庆涪陵、四川眉山等榨菜公司
签订了订单，每亩产值约 1600 元。

榨菜与高粱轮作，既保了粮食，又
挣了钱，还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更多务
工机会。高粱每亩产值平均为 1400
元，除去一半成本，利润约 700 元；榨菜
利润也差不多。那么，业主每亩一年
可挣 1400 元，再除去土地流转费，净利
润在 1000 元左右。种地有此赚头农民
都很满意。

“采取粮经复合种植模式很受业主
青睐。”余鑫告诉记者，在龙蟠镇采取
榨菜与高粱轮作的土地约占 5000 余
亩。“马上还有 3000 亩采取金瓜与小麦
轮作。”3 月种金瓜，8 月收获，10 月种小
麦，次年 5 月小麦收获，再根据实际情
况考虑大春种什么。

在龙蟠镇鞍子山村，有 200 亩川芎
与水稻在轮作。“每年稻谷收割后，正是
栽种川芎的时候，而在插秧之前，川芎
采挖，两种作物季节上正好无缝衔接。”
肖立说，这种复种模式已在四川眉山、
德阳、乐山、成都等许多地方成功走出
经验来，嘉陵区近两年才开始的。

肖立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其中就提到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嘉陵区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在首先保
证粮食安全的同时，通过粮食和蔬菜、
粮食和中药材轮作的复种模式，既装满
了粮袋子，又抓牢了钱袋子。”

今年，嘉陵区准备引进另一种“水
稻＋中药材”的复种模式，就是在水稻
收割后种泽泻，因为泽泻喜欢土壤湿
润的环境，种在稻田里非常适合。1 亩
泽泻纯利润至少在八九百元，加上一
季水稻的纯利润 500 元左右，业主的收
益会更高。如果试种成功，将大面积
推广。

夯基扩种真投入 轮作复种促增收
——四川南充市嘉陵区狠抓粮食稳产纪实

□□ 段阳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近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瓦
岗镇的天弘绿源药业有限公司内，夏枯
草打捆机器飞速转动，5 辆大型运输车一
字排开，该公司负责人陈胜利正抓紧组
织工人把打包好的夏枯草装车发货。

“现在我们集团正开足马力加大生
产，需要夏枯草的量很大，对你们的药材
质量又放心，就麻烦抓紧组织工人收购、
打包，如期发货。”3 天前，广州王老吉大
健康产业集团采购总监周海波紧急给陈
胜利通了电话，表明了对夏枯草的需求。

客户有需求，陈胜利自然全力以赴。
“这是咱的长期合作伙伴，这几天，我们
天天加班加点赶订单，保证按时发货。”
陈胜利介绍，现在，除了作为王老吉集团
指定凉茶原材料合作企业外，产品还广
销全国各地，与国药集团、康美药业等多
家上市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受到
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带动主营品种确
山夏枯草年销量 3000 吨，年实现销售额

6000 万元。
一株夏枯草促成一个产业的发展。对

此，陈胜利认为，夏枯草不仅是自己的“幸
运草”，还是确山众多农户的“财富草”。
2012年 7月，陈胜利成立了天弘绿源药业，
他凭借一股闯劲和诚实守信的品质，不断
为公司拓宽销路，由销售经营为主转向中
药材种植，走向了产业化发展的新历程，带
动了众多农户通过种植中药材发家致富。

“想做大做强产业，没有科技支撑企
业不会走得太远。”起初，陈胜利就积极
参加各类种植培训会，主动与河南省科
技特派团洽谈合作，走上科技助力产业
发展的道路。在专家的指引下，他的企
业成功走出夏枯草质量不高、质量不均、
产量低的瓶颈，先后迎来王老吉和天士
力集团等大型企业的合作共建邀约，来
自全国的订单稳定涌来。

“有了科技支撑，我们可以实现按订
单种植，发货前，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就已
经检测过了，各项标准、数据都达标，才
发 货 。”陈 胜 利 介 绍 ，目 前 已 经 带 动 了
2600 家农户种植夏枯草，总面积 8900 余

亩，并与种植户签订“夏枯草订单种植、
购销合同”，小草药真正成就大产业，拓
宽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路。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确
山夏枯草的种植面积超 8 万亩，占全国夏
枯草市场供货量的 70%以上，确山县形成
了一条集种植、加工、科研及购销于一体
的产业链，从业人员达 10 万人，年产值达
2.2 亿元。而陈胜利围绕一株药草做精文
章做大产业，只是确山县中药材产业蓬
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地处桐柏、伏牛山系向黄淮平原过渡
地带的确山县，拥有独特的地理气候，为
中药材生长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目
前，全县种植中药材品种达 2000 多种，是
全省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有“豫南药
乡”之称。其中，发展中药材生产、加工
及销售经营主体 200 多家；培育并引进鼎
复康药业、全宇生物科技等龙头加工企
业达 10 家；培育出“豫天源”“天中艾”等
中药材知名品牌，每年就地转化中药材 4
万吨，年产值达 4 亿元。还与河南中医药
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构建起

院士领衔、专家带头、技术人才支撑、乡
土人才补充、技术能手兜底的五级人才
体系，已建设省级技术研究中心 2 个，重
点实验室、研究所 10 个。

聚焦精深加工的同时，确山县还不断
壮大原产优势，专注提升中药材种植和
品种优势，以夏枯草、半枝莲、白花蛇舌
草等中药材为重点，通过标准化种植及
信息化管理，制定中药材生产标准操作
规程，提升确山药材品质。加快对百蕊
草、苍术、白头翁等道地中药材的育苗技
术攻关，形成一批以“确”字冠名的道地
中药材产品。目前，全县培育种植植物
类药材 1200 多种，发展动物类药材 700 多
种，矿物类药材 100 余种。

“下一步，确山县将立足资源禀赋，依
托丰富中药资源和品种多样的优势药材，
以驻马店市建设‘中国药谷’为载体，围绕
做优做强中药产业，持续发力，精心构建
特色生产体系与现代产业形态，不断拉长
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锻造核心产品，
培育支柱产业，引领产业振兴，助力老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山县委书记路耕说。

河南确山县：一株夏枯草长成一个大产业

本报讯（王建强 谢超 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随着气温逐渐回暖，
新疆库车市抢抓气温回升、土壤墒情较好
的有利时机播种棉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景象。目前，库车市 181 万亩棉花全面开
播，预计4月中下旬全部播种完毕。

在库车市牙哈镇晨光村高标准棉田
里，4 台卫星导航无人驾驶拖拉机正在地
里精准作业，播种、铺设滴灌带和地膜，对
3万亩棉花进行全面开播。据现场技术人
员介绍，由于考虑到清明前后有降雨、降
温等天气影响，此次播种采用了“双膜覆
盖”技术，从而最大限度留住墒情，保证出
苗率。

为适应高标准、现代化农业需求，库

车市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导航无人
驾驶、双膜覆盖、干播湿出、一膜三行等新
设备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让农业机械化水
平不断提高，农用生产资料成本大幅度降
低，每亩节约人工采摘成本300多元，实现
节本增效、返利效应，使农民持续增收。
同时引进企业、种植大户对农民土地进行
流转，使很多农民都有了双份收入。

今年，库车市将围绕降成本、提质量
开展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种植优质棉
181 万亩，机械化采收率达到 90%以上。
为确保播种质量和进度，库车市大力开展
各项农业专业技术培训，下派农技、电力
等部门人员到各乡镇全程服务指导，确保
今年棉花丰产丰收。

新疆库车市：

181万亩棉花全面开播

□□ 萨其茹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科右前旗俄体镇双胜村，小小的村庄水泥
路洁净平整，房屋焕然一新。谁能想到，
几年前这里的村民过的还是畜禽粪污随
地乱淌、蚊蝇飞舞、臭气熏天，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的日子。

喜人的变化来自 2022 年俄体镇总投
资410万元建设的双胜村牲畜养殖粪污无
害化处理厂项目，目前已完成首批 200 立
方米发酵，即将进入筛分、打包、销售、还
田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 4100 平方米，日
可处理粪污 120 立方米，年内可处理粪污
3.2万立方米，不仅能够解决双胜村周边 5
个村的牲畜粪污污染问题，巩固各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成果，还能使粪污有机肥转
化还田调整土壤结构，土地每亩可增收
200 元左右，为百姓增产增收提供有力保
障。实现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
业模式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综
合利用。

“去年牲畜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厂建
设好后，村路上再也看不见牲畜粪便，空

气都变好了。”村民贾左锋说，如今牲畜粪
便集中处理，美了环境不说，还使牲畜粪
污变废为“宝”。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作为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
内容，不仅事关农民的切身福祉、农村的
文明和谐，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双胜村坚持“支部引领、党
员带动、群众参与”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建立“村规民约+
积分银行”激励机制，逐步形成村规民约
大家守、文明新风大家树的生动局面。
扎实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畜禽
污染整治工作效果明显，逐步擦亮生态
底色。

目前，双胜村肉牛存栏700余头，肉羊
存栏 3200余只，养殖户占比 63%。通过多
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全村形成了为养而
种、种养结合的产业互补结构。双胜村党
支部书记宗乃全告诉记者：“牲畜养殖粪
污无害化处理厂投入使用后，双胜村集体
经济每年可增加 15万元，可以解决周边 5
个村牛羊粪便乱堆乱放现象。同时，通过
农家肥还田，能有效调整土壤结构，改善
耕地地力，保护黑土地，还能为 10 名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

内蒙古科右前旗双胜村：

粪污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效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