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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辽
宁省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宋世辉带领
来自90所学校的140名少先队员代
表与家长共 300 余人，走进辽宁省
沈阳锡伯龙地稻梦空间，参加“我在
稻田里挖呀挖”稻梦空间稻香之旅
亲子插秧主题公益活动，以稻田为

“画布”，以秧苗作“颜料”，体验一次
难忘的劳动——插秧。该活动旨在
培养同学们自信、勇敢、热爱劳动的
意识，激励同学们养成珍惜粮食、勤
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图为插秧现场。

王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王壹 摄

□□ 刘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读起这首耳熟能详的诗，
使人立刻联想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群
鹅扑腾着翅膀戏水觅食的画面。眼下，
这幅生动的画面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
县各村屯的河流、泡泽时时上演、随处
可见。

绥滨县地处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的
三角洲地带，域内泡泽密布、水草丰茂，
对肉鹅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
来，绥滨县把发展肉鹅产业作为促进农
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
途径，举全县之力串起肉鹅孵化、养殖、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使肉鹅产业已发
展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一。2022年，
全县肉鹅养殖量突破120万只，实现产值
近 1.5亿元，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带
动乡村振兴加速跑。

做强基地，繁育良种

连日来，在绥滨县标准化种蛋孵化
基地，孵化车间里的 22台孵化器全部启
用。孵化箱里摆放着一层层整齐的鹅
蛋，技术员黄忠良每天都不间断地检查
监测室内的温度变化，查看鹅蛋的孵化
情况。黄忠良介绍，今年从 3月 20日开
始孵化鹅雏，现已孵化出 3批共 10万只
鹅雏，预计到7月中旬可完成120万只鹅
雏的孵化任务。

“从孵化基地买的鹅雏欢实、个头
大、成活率也高。”绥滨县敖来村养鹅大
户方明刚从 2017年开始养鹅，去年他养
殖 8000 只，去掉成本纯赚近 20 万元，今
年计划饲养1万只。“我每年都是种地、养

鹅两不误，等 6 月份把水田忙完了再抓
雏，养到 11月份正是‘铁锅炖大鹅’的火
爆季节。”在饲养肉鹅上尝到甜头的方明
刚高兴地说。

为了鼓励农民养殖大鹅的积极性，
绥滨县设立畜牧业专项发展基金，并且
在资金使用上向肉鹅产业倾斜。尤其是
在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安全和科技
推广等基础性工作上加大资金保障力
度，对符合要求的养鹅户给予鹅雏补贴、
大鹅养殖保险补贴等，即订购鹅雏200只
以上，给予每只鹅雏补贴 5元；养殖肉鹅
500只以上的养鹅户，每只肉鹅保险费财
政补贴1.6元。同时，不断健全养殖产业
技术服务机制，全县畜牧技术人员重点
围着“养鹅转”，只要养殖户有需求，随时
都能找到“技术顾问”。

随着养殖技术的普及和饲养队伍的
壮大，目前绥滨县已建成 27个肉鹅养殖
示范基地，辐射带动98个养殖户5000余
人参与肉鹅养殖，今年预计养殖量能达
到150万只。

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鹅的经济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浑身
都是宝。在吃的方面，鹅能加工成白条
鹅、鹅肥肝、鹅血；在穿的方面，鹅绒可以
制成羽绒制品、鹅绒裘皮。

那么如何来挖掘大鹅的价值，将其
吃干榨净，实现价值最大化呢？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这是一条
必由之路。

绥滨县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成立两
江牧业有限公司，建设了年屠宰加工肉
鹅200万只的肉鹅屠宰加工厂，年实现利
润 1000万元。同时，引进国内先进的肉
鹅熟食加工生产线，去年屠宰加工板鹅

32.6万只，肉鹅熟食制品40万只。
“对农民饲养的肉鹅，只要满足屠宰

要求，我们全部收购。因为这样的大鹅
肉质口感最好，销路也最好。”绥滨县两
江牧业有限公司经理陈加应说。

为了增加肉鹅的附加值，绥滨县还
与江西华曌企业管理集团合作，成立黑
龙江省绥滨大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绥滨大鹅集团），申请注册了“鹅老大”

“鹅司令”两个商标，先后开发羽绒服、羽
绒被、板鹅、鹅五件、大鹅牌酒5大类绥滨
大鹅系列产品。其中服装类产品多达
300余款、羽绒被10余款、大鹅牌酒3款，
已在绥滨大鹅品牌体验中心推广销售。
同时还在哈尔滨商业繁华路段购买2360
平方米的办公楼，拟建设绥滨大鹅品牌
体验中心，整合全省大鹅产业资源，推广
绥滨大鹅品牌。

春天孵化检疫，夏天分散饲养，秋天
统一收购，冬天加工出售。眼下，绥滨大
鹅一年四季都有生产，已建成黑龙江省
东部地区最大的肉鹅产业基地。

“今年我们公司将与养殖户签订收
购协议，以基地带动农户的养殖方式，让
农民更加放心大胆地养殖大鹅。同时，
计划新上的洗绒厂、服装厂已提到日程，
让绥滨大鹅的鹅绒直接在当地深加工，
制作绥滨大鹅品牌服装，在延长大鹅产
业链条的道路上再迈出一大步。”绥滨大
鹅集团总经理代维一对绥滨大鹅产业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

打造品牌，优化布局

来到绥滨，不吃绥滨白鹅，等于
没来。

眼下，在全县餐饮店铺中，“铁锅
炖大鹅”凭借绥滨白鹅的大名，早已形

成了一个产业。在绥滨百姓中，谁家
来 了 客 人 ，也 会 来 一 顿“ 铁 锅 炖 大
鹅”。绥滨大鹅俨然已经成了绥滨人
的门面。

在绥滨县内，大鹅叫的嘎嘎响，怎么
能让这叫声传得更远、叫得更响，让品质
优良的大鹅产品“游”进更大的市场？

绥滨县给出的答案是：首先做优省
内布局。绥滨县在哈尔滨、鹤岗、萝北、
富锦等地建设绥滨大鹅体验中心，开拓
绥滨大鹅美食文化广场，通过打造鹅系
列产品、鹅饭店一条街、鹅伴手礼、鹅文
化等，在黑龙江省各市县推广、叫响绥滨
大鹅金字招牌。

代维一表示，绥滨大鹅全身都是宝，
我们在全力做好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
利用江西华曌集团的中国羽绒服出口加
工基地和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支持，做好
产品品质，紧密联系黑河、抚远两个边境
口岸城市，用好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
展洽资源，积极拓展外贸业务渠道，推动
绥滨大鹅品牌走上国际市场，真正实现
绥滨大鹅走天下。

区域品牌建设，对推动县域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绥滨县大力实施品牌培育
提升战略，于2019年成功完成了“绥滨白
鹅”地理标志认证，在北京举办了“中国
县域鹅业产业化发展大会暨绥滨白鹅公
共品牌战略发布会”和“中国鹅产业发展
集群示范基地”授牌、品牌使用授权、官
方品鉴签约三大仪式，真正将这一公共
品牌推向了全国。

“我们大力推进农业区域公共品牌
建设，支持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就是要
让绥滨大鹅叫的更欢、更响。”绥滨县县
长高德军说。

育良种、延链条、强品牌——

绥滨大鹅“长成”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走进河南省平舆县郭楼街道三陈村的
乡情特色农业种植合作社桑葚种植园内，
只见葱茏繁茂的桑葚林内，一串串、一簇簇
紫黑色和红色的桑葚缀满枝头。桑树长得
有一人多高，满目的桑葚伸手可得。

据了解，乡情特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桑葚种植及深加工为主，该合作社已吸纳
本地农户100多人在合作社内打工，有效带
动了当地农户增收。合作社负责人陈金生
说：“我们今年种了120多亩桑葚。现在桑葚
已经成熟了，仅成熟期我们就请了周边90多

名村民来进行采摘。今年的桑葚个头比较
大、比较甜，市场上很受欢迎。除了对接商
超，日常来采摘游玩的游客也不少。整个种
植园预计今年能产八万到九万斤桑葚。”

正忙着摘果的三陈村村民冯瑞霞告诉
记者：“我来桑葚园采摘桑葚，每天能挣一
百六七十块钱，不仅离家近，而且活也不
累，最重要的是能补贴家用。”

记者采访中，不时见到三三两两的游
客来到桑葚种植园进行采摘，体验乡村休
闲采摘游的乐趣。游客随手摘下一颗紫红
的桑葚，软软地晶莹透亮，吃到嘴里，脸上
绽放满足的笑意。陈金生介绍，每年立夏

一过，紫红酸甜的桑葚就迎来了采摘季。
游客穿行在桑葚园中，或打卡拍照，或采摘
尝鲜，在领略田园风光的同时体验采摘乐
趣，桑林间充满欢声笑语。

为了更大地增加土地效益，合作社一
方面延长产业链，对采摘下来的桑葚进行
加工，或进行烘干做成桑葚干，或进行发酵
酿成桑葚酒；另一方面，发展林下养殖经
济，桑葚树下散养土鸡、土鸭等家禽，实行
生态放养，补喂五谷杂粮，鸡鸭的粪便又是
桑葚树的优质有机肥。以桑葚带动家禽养
殖，形成互动发展、循环利用。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陈金生说：“接下

来，我们准备充分利用村里的林地及闲散土
地发展桑葚产业，扩大种植规模。同时，通
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鼓励周边群众
种植桑葚，对他们进行保底收购，解决他们
的后顾之忧，带领更多的农户增加收入。”

产业旺，农民富，乡村兴。近年来，平
舆县把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
入、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的关键措施，通过“党组织+乡贤能人”
的模式，积极打造“一镇一特、一村一品”，
基本形成了精品瓜果、绿色蔬菜等特色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格局，助力乡
村振兴。

河南平舆县：桑葚满枝头 振兴有盼头

□□ 王明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实习生 商维先

随着气温升高，花生进入了集中播种
关键时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
木托格拉克镇阿克亚村花生种植农田里，
大型花生一体化播种机正在作业，深耕、旋
地、播种一气呵成。

阿克亚村种植户余国振说：“这个项目
总计是 2000来亩地，在阿瓦提县有 700亩，
现在已经种了一半，花生作为油料用品，这
个需求量非常大，咱们新疆的土质、自然条
件都非常好，花生品质也好，产量也高，发
展潜力巨大。”

为进一步提高当地村民收入，阿瓦提
县鼓励农户将自家的土地流转给种植大

户和企业，让企业实现规模种植，促进产
业发展，农民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
阿克亚村村民帕提古丽·艾则孜说：“我
们夫妻两人管理了 200 亩地的花生，花生
种植管理期是 5 个月，我们就能有 3 万元
的收入。”

近年来，阿瓦提县按照“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思路，发展特色种植，建设特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据了解，今年，阿瓦提县种植花生 4600亩，
塔木托格拉克镇就有 1450 余亩，预计到 9
月份开始收获。

塔木托格拉克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姚
春煜说：“后期，我们会安排技术员跟进指导
管理，给农民朋友提供点对点的学习示范基
地，帮助农民拓宽增收致富路的同时，为今

年花生的产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连日来，库车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始大

面积播种花生，在库车市牙哈镇恰其库木
村，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恰其库木村村民陈国华说：“今年种
了 200亩地的花生，从开始播种，政府就派
专业技术员每天都在地里，检查播种的种
子、下种量，估计再有两天，200 亩地全部
播完。”

为保障播种质量和效率，牙哈镇提前
谋划，引进专业合作社负责全镇花生的播
种工作，统一供种、统一播期、统一标准，并
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为花生种植户提供技术
服务，推动特色种植产业发展。

丰收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杜国庆说：“我们今年特别购买了种花生的

设备，采用无人驾驶，现在是一机三膜，膜
宽是一米四，这样种有助于花生的后期管
理、中耕、打药以及后面的采收。”

近年来，牙哈镇将种植花生作为促农
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来抓，借助土地资源
优势，采取地膜滴灌种植模式，引进“花育
25号”优质花生品种，促进辖区农业向集约
化、规模化发展，并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
通过多功能播种机种植、地膜技术推广、专
家科技下乡等一系列举措，助力特色种植
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

牙哈镇党委委员阿里木·库尔班说：
“通过加强精细化管理、合作社引领、政策
帮扶、推动特色种植业发展等方法，充分调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
富，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新疆阿克苏：花生成为“一村一品”当家产业

□□ 吴学健

“邮储银行的‘种粮贷’真是太好了，
办理速度快，利率也不高，给我们需要资
金的粮食种植户解了燃眉之急啊！”近日，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八农场尚庄子村
的种粮大户老王收到了邮储银行发放的
一笔助农贷款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邮储银行与农业
农村部在“农业信贷直通车”业务基础上合
作开展了“种粮贷”专项行动，针对农业农
村部门提供的种粮大户名单，银行开展定
制化金融服务，给予适当的利率优惠政策，
支持其农业生产。“种粮贷”行动开始后，邮
储银行唐山市分行领导高度重视，强调要
以总行开发的专属信贷入口为依托，积极与
农业农村部门对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
传，充分发挥线上申贷的优势，为种粮主体
提供便捷服务，将支农惠农工作落到实处。

曹妃甸区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滩涂
广阔，浅滩、荒滩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粮食播种面积2.35万公顷，粮食产量17.83
万吨。在推广“种粮贷”过程中，邮储银行
曹妃甸区支行第一时间与区农业农村局联
系，取得种粮大户名单，结合以前积累的信

息，与重点产粮镇、村对接，对重点种粮户
上门走访，了解其经营情况，介绍信贷产
品，将支农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镇、村
干部和种粮大户对邮储银行的工作非常认
可，不少农户现场或通过电话、微信向工作
人员咨询“种粮贷”等业务。截至目前曹
妃甸区支行共发放粮食种植类贷款58笔，
金额1208万元，是去年同期的1.45倍。

曹妃甸区支行的做法只是全市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邮储银行唐山市分行不
断完善产品体系，优化业务流程，针对不
同客群及时推出适合其经营特点的贷款
产品，以满足客户差异化、多元化的资金
需求，全力服务和支持乡村振兴。截至目
前，邮储银行唐山市分行共发放粮食种植
类贷款138笔，金额3303.5万元，分别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35%和37%。

邮储银行唐山分行：

“种粮贷”解了粮农难题

□□ 翟柳 吴纪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去年村里开凿了排水沟，铺了高标
准盖板，排水条件好了，道路更加洁净了，
我们出行更方便了。这几年，党和政府的
政策好，我们党支部也不能落后，全程参
与到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项目建设标准
不降低，老百姓能够更满意。”日前，在山
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于庄村，村
党支部书记张林华高兴地说。

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点任务之一。近年
来，聊城推动乡村建设行动提档升级，全
力提升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品质，并引
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建美好家园。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和张炉集镇
共投入资金 200万元，在辖区内选取基础
设施薄弱村进行改造提升。施工期间，
闫寺街道、张炉集镇乡村振兴办工作人
员及项目所在村网格支部成员成立督导
组，定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监督工
程质量，确保项目施工进度和建设质量
双达标。

据介绍，聊城按照填平补齐、完善功
能、改造提升等要求，统筹利用衔接资金，
大力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
实施前，重点抓调研，摸清农村基础设施
薄弱村现状和症结；项目实施后，重点抓
监管，重点督导县市区严格按规划施工，
按加大衔接资金项目监管力度，确保项目
建设扎实落地。

山东聊城市：

“前端调研+后端监管”推进乡村建设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听取
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条
例〉实 施 情 况 的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报告》指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森
林防火条例》施行以来，全区森林防灭火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森林火灾由最高的
2015年946起，下降到2022年114起，2021
年以来连续两年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事故。

广西是森林资源大省（区），林业生
态优势得天独厚。同时广西也是全国
森林火灾多发区，每年的重点森林防火
期长达 9 个月，“十三五”期间全区有 86
个县（市、区）列为全国一级火险县，森
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任务非常艰
巨。2016 年 7 月，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西壮
族自治区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并于同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为全
区 森 林 防 灭 火 工 作 提 供 了 重 要 法 治

保障。
为促进《条例》全面贯彻实施，筑牢

南方重要生态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于今年 3月
至 5 月组织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
查。《条例》实施以来，全区共查处森林火
灾刑事案件 2031 起，2022 年森林火案破
案率达 71.86%，创近 6年来新高。在调查
问卷中，91%的受访者知晓每年的重点森
林防火期，92%的受访者知晓野外用火需
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
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92%的受访
者知晓森林火警电话号码 12119。

《报告》还介绍了来宾市加强森林防
火网格化管理工作，岑溪市加强山地以水
灭火救援工作和全州县加强森林防灭火
工作等主要做法。2022年发生“10·17”森
林火灾后，全州县紧抓国家、自治区加快
油茶产业发展机遇，向受灾林农推广改种
油茶，加快山林补植复绿，实现产业和生
态相融。现完成改种油茶3320亩，其他林
木1000亩，年内可全面完成复种任务。

广西森林防灭火工作成效显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联盟村党支部
书记陆燕一直很忙碌，从去年 10 月到现
在，光靠卖鱼，就净入账 10万元。对她而
言，如今，随着各项制度日益健全，心里更
踏实了。眼下，几位村党支部书记又聚在
一块琢磨，怎么样加大投入，让更多老百
姓也参与进来。

两年前，联盟村与周边 4个村抱团成
立了新青阳“田园牧歌”共富联盟，大家以
土地入股，共同发展业态，以增加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利用旭日村的电站水渠
养殖清水鱼，就是做大“蛋糕”的其中一
计。由此，大家共同成立开化清扬集体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平分、收益共享，首
个上马的就是该项目。

其实，对各位村党支部书记而言，合
营办公司都是头一遭，如何规范运行、风
险怎样把控，不少环节模糊不清。发展村
集体经济，光凭劲头可不够，还得有章
法。陆燕的困惑既是发展中的烦恼，也是
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对此，去年 11 月，开化县启动农村
基层“三乱”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由县纪
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市场监管局等

多部门协同联动，指导各企业分层分类
开展“体检”。所谓“三乱”，主要就是指
村办企业和镇属企业管理乱象、村干部
插手工程乱象，以及镇村工程项目建设
乱象。

“发现问题是第一步，后半篇在‘开药
方’。”开化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比如针对开化清扬集体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存在的问题，工作组就开出了“建
章立制”药方和“财务内控”药方，指导其
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完善货币资金管理、
收支审批、财务公开等财务管理制度，这
让陆燕感到获益匪浅。

此外，在这次村企“体检”中，开化还
着重使用“村企镇管”和“择优汰劣”两张
药方。前者从源头监管入手，建立准入退
出乡镇审核机制、财务乡镇代理“管家”模
式等制度，后者则从运营效益、存续必要
性入手，由乡镇、村两级综合评估企业存
续必要性及运营效益，选择继续运营、合
并运营或注销退出。

下一步，开化县还将借此契机，采用
聘请职业经理人、国企托管、乡贤协管等
模式，将村集体身份从主要运营人转变为
委托方或监管方，降低自身能力不足带来
的运营风险，实现长远发展。

浙江开化县：

为村办企业开“体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