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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年小麦
收获期更加集中。连日来，安徽
省蚌埠市怀远县紧抓降雨间歇
期，及时调度、组织机具全力抢
收小麦。同时引导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收获的小麦进行晾晒和烘干，力
保夏粮颗粒归仓。

日前，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
县徐圩乡盛世兴农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加工车间，农户正在晾晒
小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安徽蚌埠：
与天争时，打响小麦麦““抢收战抢收战””

□□ 周新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父亲，您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今
天，我来到兴安盟，想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和
您说说话。”

“我也十分想念你，想念和我一起奋斗
的同志们，你在兴安盟建立工作站已经5年
了，我们当初规划的目标实现了没有？”

“实现了！您提出的水稻亩产增产100公
斤的目标，在2021年就已经超额完成……”

近日，一场特殊的对话在内蒙古兴安盟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水稻科研基地进行。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水
稻之子”袁定阳与“袁隆平”元宇宙数字人进
行超时空对话，汇报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
专家工作站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袁定阳接
棒父亲梦想，宣布“袁梦计划”升级到4.0版，
助力兴安盟在推进高端水稻研发平台建设
和延伸稻米产业链再上新台阶。

今年，“袁梦计划”4.0将在兴安盟水稻
新品种研发、盐碱地稻作改良产业化应用、
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再创佳
绩，推动兴安盟建成北方寒地水稻、耐盐碱
水稻种源生产基地和关键技术输出基地，
力争“十四五”期间在全盟示范推广优质水
稻30-50万亩，旱作水稻20万亩，耐盐碱水
稻 20 万亩，建成种源基地 10 万亩，让科研
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

“这5年来，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兴安盟大米亩产提高超过100公
斤的目标已经初步完成。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为提高兴安盟大米的品质和产量，为助力
乡村振兴不断地完善我们的‘袁梦计划’，为

‘兴安产，安心选’注入‘芯’动力，让兴安盟
‘好味稻’香飘万里。”袁定阳说。

2018 年，袁隆平院士来到兴安盟，为
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工作站揭牌。5年

来，兴安盟持续加力将科技创新大动能注
入水稻小切口，与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的
合作成果丰硕、喜报频传。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及
试验基地相继落户兴安盟。

袁隆平院士逝世后，袁定阳接棒“袁梦
计划”，先后启动了“袁梦计划”2.0版和 3.0
版，成功选育优质水稻品系13个、审定水稻
新品种 3个，示范推广效果显著。2022年，
兴安盟地产粳稻实现亩产 717.56 公斤，超
额完成袁隆平院士提出的“三年内帮助兴
安盟水稻亩增产100公斤”目标。

与此同时，兴安盟耐盐碱水稻亩产连
续四年突破 1000斤，种植模式成为国内盐
碱地治理的标杆。“北方寒地水稻及区域耐
盐碱水稻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
范”成为内蒙古厅盟会商实施项目的典
范。隆华良种选育繁育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纳入“自治区生物育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基地”。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王世刚
表示，今后工作站将继续以科研为主，推动
优质水稻品种不断迭代更新，辐射周边百
姓，使兴安盟的稻农收入更高，努力把兴安
盟打造成优质大米生产基地和优质水稻品
种输出基地。

为了进一步提升兴安盟大米的知名
度、美誉度，活动还邀请了网络大V线上助
力，在“兴安产，安心选”抖音平台进行专场
直播，兴安盟大米及农特优产品也将在天
猫、抖音平台直播销售。

“‘袁梦计划’4.0版的主要任务是拓宽
兴安盟大米的销售渠道，我们希望通过线
上直播带货以及线下商超社区门店陈列等
多渠道推广，把兴安盟大米卖出好价格，让
中国饭碗装上更优质‘兴安粮’。”“袁梦计
划”联合发起人姜章说。

“袁梦计划”4.0启动，内蒙古兴安盟：

让中国饭碗装上更优质“兴安粮”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汽车在山间盘旋而上，海拔升至1200米，雨霁初晴的重庆市武隆区
仙女山上，袅袅云雾在奇峰秀林中变幻飘逸，宛如水墨画卷。

穿过位于山腰坡地的寻梦园高山水果基地，在简朴的农家小院里，
摆出八仙桌，围上长条凳，一场老科协农业专家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现场会开始了。老专家们你一言我一语，为高山水果产业发展“把脉问
诊”，出谋划策。

近日，重庆市老科协及“两群”（以万州为中心城市的渝东北11个区
县城镇群、以黔江为中心城市的渝东南6个区县城镇群）17个区县老科
协50余名农业专家到武隆高山蔬菜和水果示范种植基地、“世界最佳旅
游乡村”荆竹村调研，交流“两群”区县老科协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
验，为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建言献策。寻梦园高山水果
基地是老科协高山水果专家服务基地，基地创始人胡蕾艰苦创业，10年
建园。如今，寻梦园成为一座远近闻名的高山特色花果园。

“高山种植水果，限制条件多，适合品种少。”2012年，重庆市科技特
派员胡蕾来到仙女山荆竹村，流转了100亩土地，带领村民发展高山水
果产业。胡蕾经多年试种栽培筛选，成功种植了优质蓝莓、葡萄、李子、
樱桃、桃等多种水果，形成8大类40多个品种。

“胡蕾将高山水果种植示范与品种推广、品种筛选与技术指导融
合，探索解决了中高山水果发展路径问题，弥补了当地高山水果及采摘
经济的空白。”老科协专家如是评价。自开园以来，寻梦园高山水果基
地吸引了大量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带动了周边高山水果种植和旅游
的发展，为山区农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乡村振兴中，老科协专家要发挥智力资源优势，彰显老科协智
库作用。”重庆市老科协副会长张洪松说。

在双河镇木根村，一排排现代化蔬菜大棚建在平坦的河谷中，沿着
青木公路延绵6公里，蔚为壮观。在这千亩高山番茄谷，从育苗场移栽
而来的80余个品种的番茄正在茁壮成长。

“高山番茄谷主打高山蔬菜品牌，通过规模化种植、统一组织管理和完
善生产体系，带动农民增产增收。”双河镇镇长陈宏介绍，当地农民种植
传统甘蓝每亩收入3000-5000元，改种番茄之后，每亩收入可达2万元。

增收的背后是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的硬核技术支撑。“调整结构是
高山蔬菜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选育适合海拔800-1800米的中高山地
区蔬菜品种，实现品种多样化，优品优价。”科技特派员陶伟林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专家，常年驻守双河镇，在田间地头开展新品种筛选培育和新技术研发推
广。如今，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累计筛选出适宜高山栽培的17类39个品种，让武隆高山
蔬菜彻底告别了“三白”（白甘蓝、白菜、白萝卜）时代。

“武隆通过发展高山蔬菜和水果等特色产业，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用好科技
特派员、农科院等资源，做好科技支撑。政府扶持，龙头带动，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促进农
民增收，成效明显。”张洪松说。他认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振兴，核心是农民增
收。渝东北、渝东南17个“两群”区县，位于大巴山、武陵山区，是重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的主战场，武隆的特色产业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特色产业不是要消灭传统产业，是要让好的多起来，让多的好起来。”张洪松说。他
建议“两群”区县聚焦低效果园改造、特色杂粮、食用菌、稻田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做
好结构调整，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农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本土农业专家具有较大优势。”重庆市老科协会长、原重庆
大学党委书记欧可平表示，老科协组织凝聚了老科技工作者力量，要跳出区县，把准问
题，做好调研，发现典型，培育主体，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专业特长与优势，在助力乡村振
兴中做好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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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6 月 5 日，走进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
北孙营村辉禾粮食收购站，烘干机器低声
轰鸣，工人们正忙着将刚收割的小麦通过
传输带，运送到烘干塔内进行脱水干燥。

同一时间，2名身着“焦裕禄共产党员
服务队”红马甲的国网开封供电公司竖岗
供电所员工，正在粮站监测用电设备负荷
情况，全力保障烘干机满负荷安全运行。

“新买的烘干机一到粮站，供电所的人就
把电接上了，现在 24小时不间断生产，每
天能烘干小麦约120吨。”收购站负责人侯
吉水说。

当前，正值夏粮收割的关键期，为了
给小麦烘干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
障，当地供电公司分片包干，组建了 15支
夏收保粮服务队，主动走访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政府、村委，形成联动，及时了解辖
区粮站生产情况和用电需求，对流动烘干
点，第一时间按需设置电源，并派专人驻
守进行一对一电力帮扶，让“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承诺落到实处。

同时，该公司还开辟夏收保粮用电绿
色通道，实行 24小时在线服务，以最简的
流程、最优的服务，极速为用户装表接电，
以充足的电能助力打好夏粮抢收关键战，
争分夺秒保障全县粮食颗粒归仓。

河南开封确保夏粮抢收电力供应充足

□□ 宋梦洁

“我们村人口多、底子薄，年轻人外出
务工，人才流失严重，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
不足。考虑到我们有丰富的水资源，打造
嬉水综合体成为最佳选择。”浙江省建德市
乾潭镇下包村党支部书记张金忠说。在一
次村“两委”会议讨论整治胥溪河道时，他
提出结合河道整治项目，修建嬉水综合体
发展旅游的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张金忠带领全体党员自筹资金、自行建
造、自主运营，将下包村成功打造为一个规
模大、设施完善的嬉水综合体，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游玩。

“我也想为村里出一份力。”在乡贤奚
春阳的带领下，乡贤、党员及村民自筹资金
50万元，为嬉水综合体筹集第一笔启动资

金。张金忠和村干部通过借鉴其他网红景
点经验，确定了设计方案，并多次咨询专家
方案的可行性。党员志愿者自愿“零薪资”
出工出力，主动收集鹅卵石，浆砌池底。嬉
水综合体建成后，家门口的溪水被隔为 3
段，共建成水上乐园、7000平方米大型泳
池、儿童嬉水乐园，总面积超2万平方米。

“现在，我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子，卖泳
衣、救生圈，短短两个月就挣了1万多元。”
村民王柏富高兴地说。去年夏天，先后有
10余万游客来到嬉水综合体游玩，为村集
体增收30余万元，村民共增收200余万元。

张金忠表示，下一步，将结合每天“劳动
一小时”活动，组建一支“泳池护卫队”，由村

“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等，定期
开展泳池清洗，每天安排当日值守人员巡
逻一小时维持秩序，做好泳池安全保障。

家门口建起嬉水综合体

□□ 田月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万红养殖场
里，场长胡万拿着银行卡高兴地笑了：“有
了这笔钱，我可以再多买几头牛。规模扩
大，咱也成了大老板。”胡万从事肉牛养殖
已有3年，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养殖场也
由最初的8头母牛发展到现在的47头。

今年3月份，通过邮储银行和当地人社
部门联合开展的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的宣传解读，老胡了解到个人涉农创业
担保贷款不需要提供反担保人了，河北省
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直接对涉农个人提
供反担保，可直接申请贷款。老胡当下便
表示想要申请涉农创业担保贷款，邮储银

行赤城县支行信贷主管获悉这一情况后，
第一时间与老胡联系，并及时整理好相关
申请资料，同时与当地就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沟通，完善了客户的申贷手续，很快通
过线上完成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经过贷款调查、审核、上报农担公司
签订担保合同，短短七个工作日，邮储
银行就为胡万发放了 20 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

邮储银行赤城县支行成功为老胡发
放首笔20万元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为
张家口市分行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的
发展开了好头。从今年 3月到现在，该行
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1笔共计 665万元，
结余794笔，共计1.12亿元。

邮储银行张家口市分行：

金融助力肉牛养殖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熟悉山区农业的都明白，山地刨食
何其难。大量劳动力外出，留在村里的
大多是孤寡老少，一问谁来种地？土地
巴掌大，又高度碎片化，二问如何种地？
规模小、技术粗放，机械难有用武之地，
三问效益何在？

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尽管土地
资源紧张，却以高效生态农业见长。地
处浙江省中部地区的浦江县，就是个典
型的山区丘陵县。记者发现，近年来，该
县山区地块成了“香饽饽”，尤其是锚定
高附加值的蔬菜瓜果后，不少基地亩产
达到两三万元，效益颇为可观。

高山种蔬菜，消费者一听多有兴趣，
愿为生态尝鲜买单。可关键是，蔬菜种
植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具一定技术
门槛，还有种出来后“怎么卖”的问题。
对此，浦江县有个“三分六统”法，施行已
有六年之久，成了破解问题的“金钥匙”。

为何要提“三分六统”？

“好不容易招来的几个主体，投入也
不低，可两三年光景，就打退堂鼓。扶持
一家，倒闭一家，真是痛心！”说起十年前
的场景，浦江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高安
忠至今仍惋惜不已。作为蔬菜站的老站
长，他明白，并非蔬菜不挣钱，而是模式
有问题。

跟很多山区县一样，浦江县耕地捉
襟见肘，人均才0.34亩。地理条件差，种
粮难挣钱，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却十分
适合种高山蔬菜。许多工商资本，尤其
是青年乡贤，也是看到了市场前景，在政
府引导下，纷纷回来种菜。规模大的采
取雇佣制，规模小的自产自销。

王东升回到浦江。他过去在外从事
废品回收业，心里却装着农业梦，一股脑
将所攒300多万元，尽数投在了浦南街道
朱云村。几十个大棚拔地而起，萝卜青
菜啥都种。因为自己不懂技术，只能请
人干，每年劳务支出就不少。

头三年，连年亏，满腔热情被挫去大
半。王东升发现，固然有劳动力成本和
生产资料成本逐年抬升的原因，但症结
还在效率低下。不同于工厂的八小时工

作制，地头生产看天吃饭，用不用心、专
不专业，对后续的产量、品质有着直接关
系。雇工制的弊病就在于此：干多干少、
干好干差一个样。就拿磨洋工举例，老
板哪管得过来。

老板们满脸愁容，小农自产自销也
不明朗。小打小闹，自然难成气候，什么
价高，就跟风种什么，尤其是产品优质率
不高、市场对接能力差，收入忽高忽低，
很难有保障。

在高安忠看来，产业化经营一定要
有现代农企。这支队伍起点高、善经营，
能够形成相对集聚效应，对市场更敏感、
对品牌更执着，但并不意味着大包大揽，
关键还在于组织化带动，与小农散农形
成合作关系，并通过利益联结“一荣俱
荣”，方为现代农业出路。

“实际上，中央提出的‘引导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对山区而言尤为如此。山区共富，
产业兴旺是基础。对于小农，无法消灭，
也不能取代，得通过生产关系的再调整
与再优化，既适应当前发展需求，又使其
更好接入现代农业轨道。”面对记者，浦
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军峰进一步
阐述。

2017年，“三分六统”在浦江县应运
而生。“三分”即分户管理、分户采收、分
户结算；“六统”则为品种、育苗、移栽、肥
药、品牌和销售的“六统一”。“目的很明
确，把一家一户干不了、干着不合算的事
统起来，把统起来干不好、干着不经济的
事分下去，实现企业与农户之间分工明
确、责任清晰、利益共享。”徐军峰说。

统分如何结合？

光看名字，“三分六统”抓人眼球，细
看内容并不新颖，有点类似于过去的订
单农业。但记者发现，浦江县的探索不
止于此。这其中，政府的系统化集成赋
能，以及村集体的加入，发挥了重要
作用。

大塘村是杭坪镇地势最高的一个
村，种的番茄口感出众，在方圆百里颇具
名气。2017年，当时还是村委会主任的
陈霞坚成立了怡康家庭农场，承包了100
多亩土地，开始规模化种植番茄。

“三分六统”让陈霞坚少走了很多弯
路。最初，其模式就设定为：农场负责基
础设施、肥药管理、技术指导和保底收
购，农户只需按标种植。根据县里政策，
立项获批成为“三分六统”产业化经营管
理模式示范基地后，陈霞坚除了收到一
笔 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后，基地建设、大
棚搭建、统一育苗等均有相应奖补。

都是种番茄，陈霞坚很快发现了规
模连片带来的好处。山区土地散，过去
两三亩，谁都不会想着去买机械。现在
面积大了，光靠一把铁锄肯定不行，小型
拖拉机、锄草机、番茄分级筛选机都纷纷
添置起来，签约农户可免费使用。

还有品种选择方面，之前都是盲目
跟风种。现在，陈霞坚三天两头跑展销
会、逛菜市场，考察市场需求，再来统筹
安排生产。她还时不时把省农科院专家
徐明飞请过来，指导农户合理轮作、间作
套种、测土配方施肥等。好品种加好技
术，长出来的番茄个个顶呱呱。

“最关键，优质更要优价。有了这个
体系，我们就有底气。”陈霞坚说，这几
年，不管市场行情如何波动，农场所产番
茄每斤批发价都在3.5元以上，且供不应
求。对农户而言，只要品质达标，产量越
高，收入自然越多。“你看这个礼盒装番
茄，主供中高端市场。现在，‘杭坪云顶’
的招牌越打越响哩！”

在浦江县，像怡康家庭农场这样的
“三分六统”模式示范基地总共有 11个，
示范面积达到 5100 余亩，带动 720 余户
农户，其平均收入从前几年的每亩 8000
元，增加到目前的 1.6 万元，最高可达
3.2万元。表象之下，关键是浦江县找到
了山区现代农业的抓手，这一个个示范
基地就是承接政策的最佳载体。

怎样看待深层次价值？

去年试种 10 亩，今年扩种到 50 亩。
别人都说前吴乡墩山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陈超胆子真大。实际上，她并非盲目扩
种，而是根据订单匡算出来的结果。话
说这 50亩，本村只有 15亩，剩余全从周
边三村流转而来。

墩山村是浦江最小的行政村，只有
572人。这些地还是整出来的，过去没人

种，一直处于抛荒状态。去年，村干部齐
出工，花了 3万元平整土地，挖出路网沟
渠。种点啥？经过高安忠的牵线搭桥，
省农科院的新品种“拉飞南瓜”在这里安
了新家，原因是简单好种。

没想到，去年天气干旱，产量低了
些。陈超年纪轻、善传播，未及南瓜成
熟，就拍抖音、发朋友圈，询问者还真不
少。她又跑单位食堂搞推销，订单在手，
才能不愁。南瓜很快销售一空，刨去各
种开支，净收入有3万多元。

“接下来，我们也计划引入‘三分六
统’模式，展开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分红
合作，既让村集体有稳定收入，也带动闲
置劳动力增收。”陈超告诉记者，今年已
有不少村民开始在自家地里试种“拉飞
南瓜”，荒废多年的土地由此焕发生机。

这两年，浦江县共完成了“非粮化”
和“非农化”专项化整治超过1.8万亩，其
中一半多属于抛荒地。眼下，县里通过
标准地改革，由村集体集中流转，并按一
定标准建设基础配套设施，再与经营主
体或农户形成股份合作。如此一来，地
不荒了，产业迈向高质高效，村集体经济
也因此得以壮大。

“三分六统”在浦江不只是生产关
系，更是一种组织变革。代表集体的村
级党组织作用愈发显著：对上，承接各种
项目资源、政策导入，再通过与经营主体
的合作，找到了适合山区的强村之路；对
下，组织闲置劳动力，让百姓在家门口创
业致富。严密合理的分工体系，大大降
低了单家单户独自闯市场带来的经营风
险；对村级党组织而言，治理与发展实现
有机协同，还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党建
联建实现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资源整
合，发挥“统”的价值。

现在，除了蔬菜，“三分六统”模式
正加速应用到葡萄、花卉、草莓等更多
产业。徐军峰认为，农村土地经营制
度改革走到今天，设施化、集约化与规
模化才是现代农业的主方向，“三分六
统”恰好提供了统分结合的实现路径，
同时通过农业标准地改革与农民收入
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农户、村集体
实现了共赢，可谓走出了一条山区共
富路。

这里的山区何以村强业兴？
——看浙江浦江县的“三分六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