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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静 侯云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年轻人不仅要有梦，而且要敢于追梦。
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有这样因花结缘的
三位年轻人，他们正为共同的“花业梦”努力
前行。

盛夏时节，走进位于龙陵县城郊的沁园
花艺花圃，只见各种各样的大树月季开得正
盛，一盆盆杜鹃花、茶花、石斛花长势正好。
花丛中，有三位年轻人正在忙碌着，他们给大
树月季修剪枝条，给花除草和浇水，忙着招呼
前来买花的客人。

正在给大树月季修剪枝条的年轻小伙叫
许发佑，今年30岁出头，家住龙陵县平达乡河
尾社区。“这是粉扇和绯扇，这是加百列大天
使，这些是卡布奇诺和天方夜谭……”看着眼
前开得繁盛的大树月季，许发佑告诉记者，在
花圃里，他主要负责每一株大树月季的扦插、
嫁接和管理，从一棵枝干变成一株商品花差
不多要用6至9个月的时间。

问及是否学过园艺方面的知识，许发佑
告诉记者，2012年大学毕业的他在离家数百
公里的企业工作。2017年因母亲生病，许发
佑辞职回家照顾母亲。“在陪母亲到大医院
化疗的时候，我被花坛上栽种着的几株月季
惊艳到了，它们不仅枝干高，还能开出各色
月季花。”许发佑说。

那一次的“惊艳”催生了许发佑的“月季

梦”。回家后，他一边悉心照料母亲，一边在
家里的菜地上开始学着栽种、嫁接各种各样
的大树月季。“家里的菜地毕竟有限，2018年，
我投资40多万元在大山深处租了10多亩地，
建设大树月季基地，一边跟着书本和网络学
习大树月季的相关知识，一边开始了大规模
地栽种和嫁接。但由于当时地块选择不当，
品种没有选择好，对市场没有进行分析研究，
1万多株大树月季几乎全军覆没！”许发佑说。

回忆过往，许发佑说，失败后他也消沉过
一段时间，但是痛定思痛，他决定做事还是要
趁年轻，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你在哪个阶段，只
要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请不要放弃，先把它当
作一个爱好去保持也不错，总会找到属于自
己的答案。”许发佑很喜欢这段话。于是他总
结经验教训，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嫁接和管
理中，一株株大树月季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开
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并渐渐引来了爱花人士
的关注。

“我们回平达老家的时候，得知许发佑栽
种大树月季有一手，能熟练地嫁接200多个品
种的大树月季，就特意到大山深处找到他。
看着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树月季，我们都特别
喜欢，就邀约他和我们一起到县城发展花卉
产业。”正在给花浇水的胡萍香说道。

39岁的胡萍香也来自龙陵县平达乡，她
说话轻声细语，生怕惊扰到那些花期刚落的
杜鹃花。“我和丈夫涉足花卉产业的时间还不

长，2020年初疫情来了后，我们赋闲在家种花
养草，也就在那时萌生了‘做花卉’的念头。
心动不如行动！于是我们就开始踏上了花卉
路。目前，除了大树月季外，我们还主营杜鹃
花、茶花和石斛花。我的丈夫是个静得下心
来的人，他主要研究杜鹃花种植，目前我们已
经有娟之舞、沙浪、五宝、皋月等 100 多个品
种，80%都是自己引种培育的。”

胡萍香的丈夫叫闻涛，说起花卉来格外
健谈。“前几年我们主要静下心来研究技术，
处于摸索尝试阶段。现在，我们也还是边学
习边实践，希望能给顾客带去更多方便管理、
观赏性高的花卉。”闻涛说。

如今，这三位年轻人正在“花业梦”的道
路上合力前行。他们除了培育和售卖各种花
卉外，还给人们设计、建设一些私家小花园，
年销售额已达50多万元。

今年，这三位年轻人又投资建设了一个
占地5亩的大树月季基地，年出圃大树月季有
望达到1.5万株。

“大树月季全部用山木香来嫁接，单株最
高的2米多，株径粗的能达到20厘米以上，可
以根据顾客需要来定制，目前这一批到年底
就能完全成为商品。”看着基地上长势正好的
大树月季，闻涛说。整个大树月季基地可以
提供亲子活动，可以让爱花人士从认领一株
大树月季开始，全程参与扦插、嫁接、管理，直
到长成一株冠幅饱满、花量繁盛的大树月季，
随后就能送到千家万户家，芬芳人们的生活。

云南龙陵县

三位年轻人的“花业梦”

□□ 王文淇 丁明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硕颖

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
甲子山东面的“山沟沟”里，有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黑家沟村，眼
下已进入桃园采摘尾声。今年春天，
这个小山村曾因一场以花为媒的春
风节活动走了“桃花运”，成为“C 位
主角”。

曾经的黑家沟村是个无人问津
的贫困山村，由于没有支柱产业，不
仅村集体的收入薄弱，许多年轻人也
不得不到外地打工，村里的发展一度
停滞不前。眼看其他村子变得越来
越好，村“两委”成员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一谈起如何发展，大家也是

“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下手。
通过多地考察学习和反复论

证，他们发现村里自然条件适合种
植桃树，且桃园管理简单、经济效益
明显。于是，2015年开始，黑家沟村
将 500 亩土地流转给了金阳果业有
限公司，当年村集体的收入就增加
了 10万元。

“以前都得外出打工，现在到桃
园干活赚钱，也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

了。”今年53岁的村民王均花谈及桃园打开了话匣子。据了
解，现在村里已有40人在桃园工作。

随着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零零散散的桃林逐渐集中连
片，现已达到上千亩。2018年，离村只有五分钟车程的网红
景区——无极鬼谷正式开门营业，作为进入景区必经之地的
桃园，进入春天后，就成为小有名气的拍照打卡地。

能不能让途经地变目的地？来往的游客让村“两委”受
到了启发。“景区有人气，咱们有资源，要想想怎么吃上‘旅游
饭’。”“村里还有古村落，可以一起跟着发展。”村委会上的激
烈讨论，让小山村又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通过镇里牵线搭桥，黑家沟村与无极鬼谷景区一拍即
合，建立起区域发展共同体。凭借共同开发的新景点，借

“花”发展“颜值经济”，不仅让景区进一步扩大规模，巨大
的客流也带动了村里的产业发展，小山村的乡村游迈出了
第一步。

风景变“钱”景。“目前桃园每年利润近百万元，村集体的
收入也能超20万元，今年六月，依托桃园打造的特色采摘成
型后，村里的收入进一步提高，我们村里的发展亮点也会越
来越多。”黑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马德风对于村庄的发展信心
满满。

作为农业大镇，近年来，黄墩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
力培育壮大富民强村产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逐步形成，持续释放出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我们将把农旅融合新业态
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增长点，把黄墩镇打造为大家常来常想、
常来常往的生态小镇、文旅小镇、康养小镇、和美小镇。”黄墩
镇党委书记王志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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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
林下经济向全产业链延伸

近日，走进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食用菌栽培基
地，只见黑黝黝的木耳挂满菌包，大片摆放整齐的黑木耳长势
喜人，一袋袋挂满黑木耳的菌包鼓足了百姓的“钱袋子”。

今年，呼中林业局投资400余万元，新注册成立了大兴安
岭两山菌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菌包厂车间、生产设备等进行改
扩建升级，聘请东宁市液体菌专业技术人员，解决液体菌接菌
问题。计划年产食用菌菌包 445 万袋，将带动 150 名职工增
收，成为林业职工及家庭增收的重头戏。

呼中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杨辉说：“有了呼中林业局的投
入，2023年呼中区食用菌栽培达到了 586.1万袋，同比增长约
52%，其中木耳403万袋、蘑菇20.7万袋、灵芝162.4万袋。”

食用菌产业是呼中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食用菌栽培过
程从购买原料、打包、蒸锅、接菌、育菌到菌包下地、采摘，全链
条都要雇工用人，每人每天可增收100元左右，在采摘高峰期
间，收入也会有所上涨，可安置富余劳动力500人以上。

为保障黑木耳的收购价格，2022年，呼中区与黑龙江天锦
食用菌有限公司达成有机黑木合作协议，保证黑木耳收购价
格稳定，对推动食用菌产业升级起到良好的促进效果。

黑木耳让百姓增收快，高品质的松杉灵芝收益更高，已经
种了 14年松杉灵芝的兰春梅，栽培松杉灵芝技术非常娴熟，
可观的收益也带动了不少村民增收。

兰春梅高兴地说：“我每年都种 8万袋左右的松杉灵芝，
效益很可观，要比黑木耳赚钱多，而且我们附近的农户成立了
合作社，收购商想压低价格我们都不卖。”

好产品热销售是保障百姓增收的重要环节，呼中区重点
培育了最冷小镇蓝莓店、小霞霞山野产品旗舰店、云夕森林
风光养心谷等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电子商务孵化器重点培
育了小霞韦山产品旗舰店、森源山珍、岭上源山珍、呼中区
永辉山产品店、仁礼山珍等 10家电商企业，培养电商人才 16
人。颁布实施的《电商快递补贴办法》提高了呼中区电商营
业额，2023 年上半年 10 家电商企业网络零售额达 110.2 万
元，同比增长 10%，黑木耳、灵芝、偃松仁等林下产品成为网
上抢手货。

从种植黑木耳、灵芝、蘑菇到偃松籽、杜香、蓝莓、红豆等
林下产品深加工，呼中树立大食物观理念，以绿色为品牌，逐
步形成了集种植、采摘、加工、网络销售融合发展的产业链。

冯宏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岳海兴

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
党建联建共促农文旅融合

党建联建是党建统领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有效路
径。今年以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以“富美天路”党建
联建为抓手，联合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和家朋乡打造毗邻共富
示范带、共绘乡村共富“同心圆”，“联”出活力，“建”出成效。

岛石镇以党建联建为载体，统筹三地山水文化等旅游资
源，签订文旅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协同推进天路微改造项
目。荆州乡段完成改造节点35处，家朋乡完成梅干岭油菜花
基地建设，岛石镇完成阳光村美丽乡村设计。三地联合策划
举办绩溪县第十四届油菜花节等文旅主题活动，浙皖天路户
外运动圈初步打响。

同时，岛石镇深入挖掘浙皖天路沿线特色农产品，注册
“岛食屋”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山区特色农业产业化。
全方位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共富工坊、同心共富驿站建设，依
托腌黄瓜工坊、牡丹工坊建设，190余农户实现户均增收5000
元；依托共富车间、共富农场、共富茶厂、同心驿站等实现家门
口就业150余人。 任龙 周燕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143项合作协议，22.63亿元签约金额，这是
7月 8日落幕的宁夏冷凉蔬菜节暨全国知名蔬
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交出的成绩单。

自2016年起，宁夏连续八年成功举办全国
知名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邀请全国26个
省（自治区、市）近千名知名销售商走进宁夏，
从黄河之滨到六盘山下，感受自然环境，体验
风土人情，了解生产水平，开展订单生产，合作
共建基地。八年来，活动累计签订协议731项，
实现贸易总额109.13亿元。

硒砂瓜享誉全国，“宁夏菜心”“宁夏青”油
菜热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宁夏
已成为全国公认的优质蔬菜产区。作为宁夏

“六特”产业的冷凉蔬菜产业不断做大做强，结
出累累硕果。如今，从引品种、引技术、引标
准、引客商、引市场，到以市场倒逼品牌、品牌
倒逼品质、品质倒逼品种，冷凉蔬菜产业阔步
发展，实现了三大转变。

从跟风盲目种到先卖后种订单
式生产

盛夏时节瓜果香。瓜果是宁夏冷凉蔬菜
产业的重要板块之一。走进宁夏灵武市郝家
桥镇泾灵南北村，现代化温棚整齐排列，一股
香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泾灵南北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村，为增加村
民收入、带动村民就业，村里将 1500余亩土地
流转给宁夏夏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连栋
大棚，着力打造“莎妃”蜜瓜品牌，产品畅销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实现了从基地直接通关出
口泰国等东南亚市场。

如今，该公司种植蜜瓜吸纳周边村民 2100
多人从事种植、包装、冷链、物流等工作，季节
性用工3万多人次，带动当地农民户均增收3.5
万元以上。随着产业发展，宁夏夏能公司还创
新实现“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互动促销的

“O2O”经营新模式，让规模化订单生产不断提
高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宁夏坚持市场导向，走出去考察
市场、请进来对接销售，与全国大型批发市场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宁夏夏能公司的实践只是一个缩影。据
了解，宁夏先后引进了香港和广东、上海、浙

江、福建等省份大批客商在宁夏自建基地、合
作经营或开展订单生产，打通了市场，稳定了
销售渠道，引进了市场需求的品种，提升种植
标准和产品标准，提高了商品化生产水平，转
变了生产者观念，先找市场，再安排生产，促进
了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
效衔接，大幅降低了市场风险。

如今，宁夏冷凉蔬菜产业呈现全国大生
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

从一家一户分散种到经营主体
带动农户规模种植

眼下正是蜜瓜丰收的时节，在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月牙湖乡的穹顶（宁夏）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蜜瓜基地，又大又圆的各类蜜瓜挂满枝
头，长势喜人。这些蜜瓜承载着月牙湖乡搬迁
移民致富的新希望，公司不仅为他们提供大量
就业岗位，还通过普及蜜瓜种植技术，采取“政
府+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
模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穹顶（宁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入
驻月牙湖乡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实施蜜瓜种植
基地项目，累计流转 3383亩土地，建设 68栋连
栋拱棚，建成了集蜜瓜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

范、标准化生产、分级包装、冷链储运等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据了解，为帮助当地村民致富增收，该公
司 2021 年起探索实施“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承包分红+工龄补贴”的就业创业方式以及
“产量梯度兑现”等利益联结方式，实现土地流
转有“租金”、基地就业有“薪金”、承包管理大
棚有“酬金”、种植超产有“奖金”、参股经营有

“红利”，逐步形成村企联合、基地连户、责任连
体、股份连心的模式，引导村民深度嵌入产业
发展，分享更多红利，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不只在银川，近年来，宁夏各地坚持龙头企业
引领产业发展，山东水发、广东东升、福建永辉、海
南都知果、浙江吉园果蔬等全国知名企业在宁夏
各地落户，采取土地流转、股份合作、“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等利益共享模式，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发展订单75万亩以上。

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建立龙头企
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生产利益联结机制，如今，宁
夏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472个，21家被认定
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9家被香港渔农
署授予“信誉农场”称号，18家获批上海市外蔬
菜主供应基地，规模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相对可观的收入，吸引了当地村民就近就

业。马林山和妻子自九年前从固原市原州区
中河乡搬迁至彭堡镇后，一直在姚磨基地务
工。“从最基础的种植、采摘、装箱，到技术培
训，我们也逐渐从工人变成了技术员。”马林山
告诉记者，基地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元，他所
在的惠德村几乎95%的人都选择了在家门口的
冷凉蔬菜基地打工。

适宜的冷凉蔬菜种植气候，还吸引了许多
外商投资。上海孙桥溢佳农业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据该公司生产主管孟恒
宇介绍，其种植基地所种植的西红柿主要运往
上海市场，每斤可卖到20元以上。“固原的气候
冷凉、光照充足，适合冷凉蔬菜的培育，我们还
计划以订单销售的方式继续尝试种植更多高
端果蔬。”孟恒宇说。

从产地批发到“批发—直销—电
商”多元化发展

百果园、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店……随着
“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互动促销的“O2O”
经营新模式的推广，宁夏蔬菜销售格局逐步由
产地批发向多元化销售模式转变。

在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绿色高品蔬菜
基地，当地村民新鲜采摘的包菜不断装车运往拼
多多“多多买菜”基地，随即发往消费者的餐桌。

姚磨绿色高品蔬菜基地是当地冷凉蔬菜
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和产业绿色发展及观
摩、学习、培训的试验示范基地，其主推的零化
学肥料、零化学农药、零化学激素“三零技术”，
让“六盘山冷凉蔬菜”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而随着“触网上线”，不只是在拼多多，
消费者在百果园、叮咚买菜等许多线上销售渠
道均可买到最新鲜的六盘山冷凉蔬菜。

目前，宁夏建成各类农产品集贸市场 200
个，批发市场127个，大型蔬菜现代集配中心10
个，电商平台 8家，区外蔬菜外销窗口 9个，并
与北京新发地、上海西郊国际、广州江南、深圳
海吉星等全国重点蔬菜批发市场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扩大供应链“朋友圈”，销售市场由国
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

如今，宁夏每年出口蔬菜16种11.86万吨，
全区70%以上蔬菜远销全国各大中城市，出口13
个国家和地区，叫响了“宁夏菜心”“六盘山冷凉
蔬菜”“盐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品
牌，宁夏蔬菜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

宁夏冷凉蔬菜产业实现“华丽转身”

□□ 袁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八月初，绿树荫浓。漫步陕西省咸阳市旬
邑县土桥镇的村舍街巷，微风送清凉，鸟鸣穿
花径，一个个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
树成荫、繁花似锦，各种果蔬种植、庭院养殖生
意盎然，仿佛走进了美丽多彩的田园画卷。

今年以来，旬邑县将庭院经济作为有效
抓手，不断鼓励群众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充
分挖掘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资源，盘活沉睡资
产，通过发展特色农家乐、种植业、养殖业、手
工艺品加工等，促进群众就地创业、就业，扩

展增收渠道，将“一方土地”变为“一片宝地”，
让方寸小庭院成为增收“经济园”。

“来，带你们看看我家的院子。”在一幢
别致精美的乡间庭院内，土桥镇井坳村种植
户蒋奇昌热情地邀请大家参观自己的得意
之作——一年四季生机盎然的前庭后院。庭
院面积不大，但房前野生的灌木、花草正在舒
展着绿枝，屋舍旁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千朵万
朵压枝低，游人俨然走进了诗画之中。

蒋奇昌是远近闻名的勤快人，种养的行家
里手。去年以来，勤劳本分的他积极响应政
策，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土地发展庭院经济。

“2022年仅农家乐、庭院采摘、果蔬直送，我就
收入了 1万多元。我这小院子夏有凉风秋果
香，各种鲜花从三月开到十月底，满园蔬菜应
有尽有。在这里，能放松心情、感受采摘乐趣、
吃到美味佳肴、住农家土炕，一举多得。”蒋奇
昌笑着向游客推介他的美丽庭院，“后面，我还
要引导村里人和我一起发展庭院经济，让我们
的村子越来越美，乡亲们越来越富。”

未来，旬邑县将不断深化庭院经济内涵，
丰富庭院经济外延，引导村民实现“一户一
业、一户一味”，聚小庭院成大产业，激活乡村
振兴一池春水。

陕西旬邑县

方寸庭院成为增收“经济园”

海南琼海市
推动热带特色水果产业转型升级

近日，“自贸东风来 琼岛扬帆起”2023中央媒体海南行
采访团来到琼海市大路镇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了解到，该
镇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三级联动服务保障体系，摸索出了企农
共建共享协同发展新机制，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引擎”功能，
延伸热带特色水果产业链条，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
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琼海市发挥热带地区气候优势，利用博鳌亚洲
论坛的平台和影响力，加快基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高
产品知名度，打造全世界热带水果交流汇聚地，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琼海市在加大土地、种苗补贴等扶持力度的同
时，镇村两级政府协同发力，研究制定世界热带水果推广种
植方案，鼓励群众通过改种、套种等方式，推动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村党支部积极协调整合各类资源，引导村集体和
农户发展热带特色水果种植。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通过
向农户提供种苗、提供技术、兜底收购等措施，进一步扩大
种植规模。

大路镇政府依托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加快推进 1+N
模式，即“一个示范种植基地，N 个村级种植点”的产业布
局。采取“政府+企业+村集体”模式，政府支持企业牵头成
立琼海名优花果观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村委会以
村集体资金入股合作社发展热带特色水果种植，形成三产
融合发展态势。

琼海名优花果观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 6年来，为
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约 120个，其中 29名脱贫村民在基地
稳定务工，每人每月工资2500元以上。目前，已发展种植点6
个，种植手指柠檬、燕窝果、黄金果等新品种 20个，辐射带动
农户400多户，全镇种植面积近3000亩，预计丰产期产值将达
到2000万元。

通过 10 年的建设发展，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已成为集世
界新奇特水果引进选育、示范种植、科普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已建成国家热带植物资源库珍稀果树
分库，累计从中美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引进热带新奇特
水果 500种，其中燕窝果、冰激凌果、手指柠檬等 350多个品
种试种成功。

截至目前，琼海市已建设完成热带特色水果核心培育和
示范基地 700余亩，并在琼海、东方、乐东等市县成功推广种
植燕窝果、火龙果、无刺黄龙果、冰激凌果、手指柠檬等新品种
约 3万亩，还为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家提供水果种苗和技
术服务，开启热带特色果业新局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图为固原市隆德县联财镇蔬菜基地内，农民正在采摘辣椒。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