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1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五月初四 今日夏至 第12448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
蓝
色
粮
仓
﹄
再
启
航

—
—
海
南
推
动
渔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观
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琭璐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山东青岛召开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推进会。会议强
调，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是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大举措，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应
有之义。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联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制定
印 发《全 国 现 代 设 施 农 业 建 设 规 划
（2023-2030）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
部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对促进设施
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国诸多省份都在积极有
序引导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特别是在集
约规模化、加强科技创新手段及加大金

融投资力度上做了有益尝试。

分享现代化红利 畅通城乡经济

现代设施农业能极大拓展农业生产
可能性边界，通过提高单位产出效率突
破资源环境制约，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需要挖掘的新蓝海，现代设施农
业能够示范引领农业先进技术装备集中
联合攻关和集成组装运用，带动农业现
代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攻克的
新高地。

近年来，上海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对
标国际领先和国内先进水平，增强自主
研发能力，不断深化农业科技内涵。以
产业急需为导向，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装备
升级，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

源利用率。
为激发主体活力向市场多元化发展，

上海已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
在政策扶持、投资促进和管理机制等方面
作用。在政策扶持方面，优化完善现代农
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稳产保供、
科技引领、转型升级等方向，重点在高标
准设施菜田、规模化养殖、现代种业等领
域加大支持，相继建成一批产业等级高、
示范带动强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

设施农业能更好促进小农户分享现
代化红利，带动就近就地创业就业，是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需要开辟的新战
场，现代设施农业可以有力拉动农业农
村有效投资，促进水泥建材、智能装备等
基建消费，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需要发
动的新引擎。 （下转第二版）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端午节临近，多地陆续办起龙舟比赛。
有媒体报道，某地村民自行组织龙舟赛，结果
龙舟沉水，参与人员全部落水，所幸经救援无
人伤亡，警方对组织者行政拘留，当地也发布
通告，禁止相关活动，此事引发社会关注。

划龙舟，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这一传统源自民间，也需要民间传承。村民
自行组织划龙舟活动，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安
全隐患，但绝不能“一禁了之”。“一禁了之”执
行起来简单，同时也禁掉了村民对文化传统
的自豪，禁掉了游客对民俗活动的体验，这种
因噎废食的做法，是典型的懒政思维。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关部门为民间划龙
舟的安全性保驾护航，例如对场所、器材、人
员、组织方安全责任等进行规范管理和有效
监督，引导民间划龙舟有序开展活动，这才是
解决问题和推动发展的思路。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民间划龙舟不宜“一禁了之”
刘诗麟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近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
博，鼓励他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欧
友好。

习近平指出，读到你热情洋溢的来
信，我回想起 2014 年和夫人访问比利
时期间，同菲利普国王夫妇一道出席
天 堂 动 物 园 大 熊 猫 园 开 园 仪 式 的 情
景。我高兴地得知，当年在天堂动物
园栽种的紫玉兰已花开满树，作为中
国“友谊使者”的两只大熊猫也在茁

壮成长。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在积极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
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大熊
猫已从“濒危”降为“易危”等级。中
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
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比
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各界友好人士
的长期努力和无私奉献。相信你和其他

友好人士将继续撒播友好的种子，吸引
更多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踊跃投身友好
事业，为中比、中欧关系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近日，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董事长、创
始人董博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习近平
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2014 年 3 月访比期间
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
景，表示中国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中国梦和中国的发展繁荣永远是
可共享的机遇。

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

山西大同：黄花成“链”红利共享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刘云

夏日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蒙山县新圩镇坝头村，沿着平整的柏油
路步行，阵阵清风不时拂面而来。在村中
小巷漫步，抬头看，墙上娟秀的字体写着

“坝头咏廉”诗，竹篱间的一丛丛金橘树边，
老人们在午后的阳光下围坐聊天，玩耍的
孩子们不时跑过，留下串串笑声。

在坝头村，温暖的阳光与凉爽的清风
不仅勾勒着村中处处美景，也浸润着这座
小村的清廉乡风。2021年，坝头村党员干

部群众用时 28 天，在村中建起“清风巷”
“阳光巷”两条巷道，并用蕴含廉洁文化的
彩绘图、标语进行装饰，为全村干部群众打
造家门口、村道间的廉洁文化阵地。

阵阵清风，不仅拂过了坝头村的小巷，
也吹进了八桂大地的阡陌间。近年来，广
西制定《大力推进广西清廉乡村建设实施
方案》，并提出清廉乡村建设“311工程”（清
廉干部队伍提升工程、清廉制度机制完善
工程、清廉思想文化培育工程三大工程，及
11项核心任务），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培育创
建清廉示范村187个。5月26日，广西召开

2023年自治区全面深化清廉乡村建设暨乡
村治理现场推进会，提出创新开展积分制、
清单制、数字化治理“两制一化”试点示范
创建，助力清廉乡村建设步伐向前迈进，让
一幅村干部清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的清
廉乡村图景串点成线，渐次铺展。

党建引廉 让群众切实感受
干部清正履职

夕阳即将落山之际，来宾市武宣县通挽
镇江龙村小学的放学铃声响起，来接孩子的
家长在校门前聚集起来。 （下转第三版）

串点“廉”线 清风徐来
——广西全面推进清廉乡村建设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为充分发挥农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国家队”作用，近日，
农业农村部印发《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方案》，
旨在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以集成推广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着力提高农垦单产水平，
以开展社会化服务示范带动地方提高单产
水平，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明确，通过实施农垦粮油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社会化服
务+地方”行动，用3-5年时间，实现农垦系

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30亿斤，带动地
方粮食增产 70亿斤，共计带动我国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提升100亿斤。到2030年，农垦
粮油等主要作物单产水平再上新台阶。

方案指出，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行动按照“急抓1年、紧抓3年、续抓
5年、长抓10年”的工作打法。（下转第三版）

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农垦两大行动支撑粮油产能提升
这是6月19日拍摄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梁素海。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这里是黄

河“几字弯”的北端，也是河套平原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黄花又称“忘忧草”，故而这条穿
行于万亩黄花连片规模种植区的大
道，被称为“忘忧大道”。3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就是沿着这条
位于黄花核心产区云州区的大道，走
进黄花地头，他指出，希望把黄花产业
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
国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
富花”。

进入 6 月，正是黄花种植“冲刺”
期，再浇一遍水、再追一次肥，农人们
盼着 7 月黄花的丰收。远处，连绵起
伏的火山群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花田
尽头静静矗立着，桑干河水依然在
流淌。

“还是这片富硒土，还是老祖宗
留下来的这朵黄花，没变，却又都变
了。”唐家堡村的村民杨旗 3 年前就
在这块地里给总书记汇报了黄花合
作社的发展情况，“大同黄花的名声
打响了，这两年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合作社的加工厂建起来了，头一年就

卖了 50 万瓶黄花酱菜，实现了从购
销合作社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公
司的转型。”

黄花经纪人出身的杨旗对市场价
格最为敏感，这两年的好价格让黄花
真正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忘忧草”。从
经纪人到合作社理事长，再到大同花
倾城农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老黄花
人”杨旗身份的几次变化，也浓缩着大
同黄花从粗放、分散种植到规模化抱
团发展，再到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深
度不断拓展的历程。

“在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下，2017 年
起，大同黄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2020
年至今稳定在 26 万亩，成为全国最大
的黄花产区。”大同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颖龙说，“2021 年起，大同黄花进入
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绿色有机标准化
种植稳步推进，120 余种黄花精深加
工产品问世，从种植端、加工端到销售
端，一二三产业全面开花，建立起完整
的产业链条，形成了利益共享、互相促
进的可持续发展格局。2022 年大同黄
花全产业链产值达 42 亿元。”

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

“黄花在大同种植历史悠久，然而
一直以来农民就是房前屋后种上几亩，
从来没曾想，能像今天这样千亩、万亩
连片的规模种植。”云州区瓜园村党支
部书记李成是军转干部，2017 年是他
回乡第二年，就赶上了好政策。“当时
村里统一把农户 1300 亩地流转过来，
成立了合作社，贫困户的地一亩补贴
1000 元，普通农户一亩补贴 500 元，从
2017 年到今年，每年都有几百元到
1000 元不等的补贴。黄花种植的头三
年几乎没有产量，到第四年起才开始有
产量，如果没有补贴扶持，无论是普通
农户，还是合作社，都很难坚持下来。”

真金白银的投入还远不止于此。
“黄花生长关键期必须得浇得上水，政
府投资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把原
来的旱地改成了水浇地，平整道路，建
设水电设施，智能化喷灌设备、大型自
走式喷灌机都用上了，去年政府还补
贴铺设了滴灌管。 （下转第四版）

导读 燃动乡村 村BA现场直击 （详见第四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崔丽 邓卫哲

鱼虾“住进”遮风挡雨的小楼，尾水处理
根本不用愁；风浪来了不怕，深海网箱可以
360°旋转、下潜避浪；循环水养鱼让养殖周
期缩短近一半，密度还能增 3 倍；在共享渔
庄品味疍家文化，尝鲜海钓尽享海趣……在
海南，这些新奇事你都可以看到、体验到。

常年温度 22°C-27°C，环境好水质优，
发展暖水渔业，海南得天独厚。每年 171 万
吨的中高端水产品，除了自给，超过半数供
应国内和国际市场。

海南的“蓝色粮仓”，优势很明显，但发
展瓶颈也摆在眼前。海岸线 1900 多公里，
在全国沿海省份居中；渔业规划养殖用海
0.94 万平方公里，陆地规划养殖用地 500 平
方公里，是海洋大省，但不是产业和资源大
省，海南渔业该从哪个方向继续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乡
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
功夫”，这为海南渔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
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党中央对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四大定位之一，全国沿海各省
自然海岸保有率平均水平 35%，海南明确提
出要达到 63%。既要生态，也要发展，做什
么，如何做？

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在调研深海养殖时
表示，要推动全省海洋经济迈上新台阶，再
造一个“海南经济”。

面临挑战，海南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制
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17 项
措施和三年行动方案，最大程度释放政策和
营商红利，集约化利用有限的土地、岸线和
海洋资源，建集聚园区、向深蓝开拓，做行业
标准、攻制种育苗……一个个难题正被破
解，暖水渔业高质量发展如火如荼。

产业如何生态化，生态如何产业化？
生态保护是前提，高效转型

是关键，还有渔民增收，三者共
赢，一个都不能少

海岸、沙滩、红树林，海南自贸港建设坚
持的定位之一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
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李芸介绍，海南明
确提出自然海岸保有率要达到 63%，远远高于沿海各省平均水
平，而且所有港湾都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发展渔业，生态保护
是前提。

海南出台了《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1-2030）修编》、渔港、
海洋牧场等布局和发展规划，适合养殖、禁止养殖、限制养殖区
域一目了然，水产养殖得到进一步规范。

“自 2018 年起，海南是全国第一个开展禁养区海水养殖清
退的省份，清退量非常大，海水养殖清退近 6 万亩，约占海水养

殖总面积的 30%。”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水产
养殖处负责人介绍。

受到禁养区清退影响，海南渔业经历了
转型阵痛，养殖产量连续 3 年下滑。海南应
变、思变、求变，积极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将渔
民引入园区，发展高效绿色工厂化养殖。到
2021年，水产品产量止跌回升。今年一季度，
海南全省一产同比增长4.9%，渔业增速9%。

走进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
一排排新建的多层建筑外观与普通厂房无
异，里边却别有洞天：跨梁架空结构下，养殖
池、给排水管道、供氧管道有序分布，鱼虾

“住进”遮风挡雨的小楼。
时间回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冯家湾

优良的海湾和水质吸引大批水产养殖企业
进驻，渔民纷纷发展水产种苗繁育。“密集的
养殖和不规范的取排水，造成了沙滩景观破
坏、海水质量下降。”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常务副主任林尤郁直言。

生态文明建设倒逼渔业生产方式转变，
文昌推动冯家湾一类生态红线区内养殖池
塘、养殖场全部退出，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取
而代之。

渔民符永造从小跟随父辈练就过硬的
虾苗繁育技术，原先在冯家湾红树林保护
区内有 10 亩虾苗塘，退养后在“政银担”金
融扶持政策支持下，贷款 800 万元在产业
园里政府提供的安置地上，盖起了 5 层的
养殖车间。享受两年 30%贴息，每年最高
不超过 10 万元。

“生态保护要求越来越严，集约化绿色
养殖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楼房内养虾
苗，还能降低自然灾害影响。”符永造给记者
算了笔账，“5 层楼能够容纳 120 个池子，1 个
池子挣 8000元，120 个就是 96 万元，1 个月能
出一批虾苗，做好了 3 年就能回本。”

以前让养殖户头疼的尾水处理问题，现
在不是事了。林尤郁说，园区杜绝养殖用水
直取直排，统一从两公里外水深 9 米的海里
取水，养殖尾水经过四级净化后达标排放。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内海万宁小海。
经过一系列生态整治，小海的水质变好了，
海景变美了，渔民也走上了发展新路。

“休渔期后，东星斑的市场需求量大幅
增加，出场价稳定在每斤 120 元，而且供不
应求。”在海南鲲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东

星斑养殖工厂，记者看到在一池池清澈的水中，一群群颜色红
润的东星斑游来游去。

公司负责人吴何飞从事东星斑养殖 20 多年，他介绍，传统
流水养殖方式池水一天要换 4 次，公司以 60 万元的年薪从日本
引进全球顶尖的循环水利用专家坐镇，采用循环水养殖模式，
不仅让东星斑的养殖周期从 15 个月缩短到 9 个月，养殖密度还
提高了 3 倍，一池能养 1500 条。此外，还大大降低了养殖用电
和尾水处理成本，每天尾水排放量只有 3%。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