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及时雨”助力开辟产业新赛道

清晨，当阳光还未冲破云层，在河北省辛集市泊庄村辰牧养殖
场内，全自动化养鸡设施的阵阵运转声，打破了村庄清晨的宁静，王
占行正在组织工人们对新鲜的鸡蛋进行分拣、打包。

“2019年，辰牧养殖场养殖蛋鸡有6万只，我们想进一步扩大规
模，但蛋鸡养殖行业生产投入大，资金成了首要解决的难题。”王占
行回忆说。

恰逢邮储银行辛集市支行到泊庄村宣传“个人经营贷款”业务，
客户经理陈昊在了解到王占行有贷款需求后，实地走访其经营场
地，了解基本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成功授信50万元，为王占行送来
金融“及时雨”。

王占行将这些资金用于建造新鸡舍，配备自动化设备，目前蛋
鸡存栏达到了10万只。

2021年，邮储银行石家庄市分行根据王占行的经营状况，将辰牧
养殖场授信金额增加至146万元。目前养殖场日销售量达到了5万元，
产品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地区，固定资产达到500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为精准满足客户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
分析产业链金融场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广产业链经营
贷款。“其中50万元以下贷款，可直接实现纯信用贷款，客户可以直
接线上签署合同，并进行贷款支用和还款。”邮储银行辛集市支行客
户经理陈昊介绍。 李玉素 郝烨

民情办理机制让群众顺心满意

“谁能想到，在村里就能一次性完成 B 超等检查，家门口就
可以找专家看病，这是政府为老百姓干的大好事！”近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富阳区里山镇民强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里就医的张爱兰
高兴地说。

今年，富阳区大力推行“调研一件事”工作机制，通过线下建
立健全“微网格—网格—村社—镇街—区级”五级民情办理机制，
线上依托“村社智治”等数字化平台对领办事项进行跟踪管理，推
动各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里山镇与区卫健局结
对开展走访调研，发现民强社区卫生服务站仅能提供基础配药等
服务，无法满足附近村民多样化健康需求，随后将该站点建设列
入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已于 6月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

富阳区蓝天为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徐芝英表示，永昌镇党员干
部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失能失智老人的洗澡难题，经镇党委协
调，已联合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康养机构，构建了多方参与的慈善
助浴模式。

“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服务提升、基层治理三方面重点，
分层分类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蹲点调研，把接
访中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纳入检视整改问题清单。”
富阳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以来，富阳区累计调研
走访群众、企业 2.48万人次。 来肖 夏梦露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 解决群众关心问题

“ 我 家 两 个 小 孩 都 来 了 ，活 动 还 免 费 ，这 个 假 期 不 愁
了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环 山 乡 村 民 张 春 艳 为 当 地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点 赞 。 此 前 ，该 地 党 员 干 部 在 走 访 调 研 时 了 解
到 村 民 为 暑 假“ 看 娃 ”苦 恼 ，便 联 合 在 校 大 学 生 开 展“ 小
鲤 鱼 ”暑 期 反 哺 工 程 ，依 托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开 设 假 日 课
堂 ，50 余 名 中 小 学 生 受 益 。 据 了 解 ，当 地 湖 源 乡 、上 官 乡
等 多 个 乡 镇 均 有 此 类 服 务 活 动 。

近 年 来 ，富 阳 区 形 成“ 调 研 一 件 事 ”工 作 机 制 ，动 员
8400 余 名 机 关 在 职 党 员 干 部 和 3 万 余 名 村 社 、两 新 普 通
党 员 ，按 照“ 区 管 及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每 年 认 领 一 个 调 研 课
题 、普 通 党 员 每 年 办 好 一 件 民 生 实 事 ”要 求 ，以“ 昼 访
企 业 项 目 + 夜 谈 群 众 干 部 ”等 形 式 ，分 层 分 类 直 插 一 线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 为 提 高 问 题 解 决 实 效 性 ，线 下 健 全“ 微
网 格 — 网 格 — 村 社 — 镇 街 — 区 级 ”五 级 民 情 办 理 制 度 ，
线 上 依 托“ 村 社 智 治 ”等 数 字 化 平 台 进 行 跟 踪 管 理 ，通
过“ 双 线 联 动 ”，高 效 解 决 一 批 关 系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困
难 问 题 。

目 前 ，富 阳 区 各 级 党 员 已 累 计 调 研 走 访 群 众 、企 业
2.48 万 家 次 ，收 集 办 理 各 类 群 众 、企 业 诉 求 33.1 万 余 件 ，整
体 办 结 率 、满 意 率 均 达 98% 以 上 。 来肖 毛仙霞

多样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只要是团溪户籍，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到超市便民服务
点进行激活绑定，购买 50 元及以上物资，现场减免 30 元。”7
月 25 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两路口村红星慈善超市
开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所需的生活用品，心里乐开了
花。乡村开“慈善超市”，标志着两路口村开启了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的新篇章。

红星慈善超市位于两路口村两路口组，是该镇的核心枢
纽，占地 380 余平方米，日接待量超过千人。团溪镇党委、镇
政府在此建设超市，旨在以党建为引领，以商业服务为载体，
以慈善捐助为宗旨，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红星慈善超市除了具备为村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功能外，还是两路口村乡村振兴服务站，可为村民提供基本
的金融、医疗、民生等服务。两路口村以此为试点，不断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开创基层治理工作新局面，
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

下一步，两路口村将以慈善超市为切入点，全力建设好
乡村振兴服务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总结实践经验，把集
体经济做强、做实、做大，推动“三社融合”实体化、功能化、
便民化，助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赋能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 邹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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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邓卫哲 文/图

走进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鹅产业园，与传
统养殖方式不同，这里的鹅舍两边都配有

“运动场”，大鹅们可以在这里晒太阳、自由
活动和呼吸新鲜空气。每个“运动场”中间
都建有四方水池供鹅戏水，鹅舍自动控温、
自动清洗，全程自动化养殖。

东澳镇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养鹅历史
悠久，该镇裕后村早在清朝末年就有“鹅村”
之称，“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家”在当地已
成为一种习俗。

“东澳鹅吃起来无杂质、无粗糙、无肥
腻，且原味清滑、醇香可口。”万宁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唐敏智介绍，东澳镇养的鹅一般为
白羽肉鹅，全镇约有200多户东澳鹅养殖户，
每个村都会有养鹅户，多为小型分散养殖
户，年出栏约16万羽东澳鹅。

为推动东澳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在万宁市东澳镇创
建东澳鹅产业强镇。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积
极协调统筹整合财政专项补贴资金150万元
扶持项目建设，指导企业建设标准化养殖基
地，制定标准化生产规程、技术标准，按照

“统一种苗、农资、技术、销售，分户养殖”的
生产体系，为有意愿合作的养殖户提供从生
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支持，并保价回收，保

障养殖户利益。
唐敏智说，为确保东澳鹅产业强镇项目

顺利实施，万宁市农业农村局还帮助龙头企
业协调解决产业园建设用地指标和苗种资
源不足等问题，引导东澳镇成立东澳鹅产业
协会。目前，东澳鹅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
已出栏多批且效益可观，产业园年出栏量将
超过50万羽。

“今年 3 月首批肉鹅顺利出栏销往川
渝地区市场，销售额 160 万元，实现盈利
50 余万元。每只商品鹅均重 8.5 斤，每斤
售价 12 元，净利润在 30 元左右。”海南万
盛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辉告诉记者，
作为万宁市东澳鹅产业强镇牵头企业，
计划投资 5000 多万元兴建规模化和标准
化东澳鹅养殖基地。同时，企业与东澳
镇政府共同打造东澳鹅品牌产业，注册
东澳鹅商标，推进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通过品牌塑
造带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强
镇、产业富民。

李辉直言，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优
势，东澳镇养出来的鹅品质好、口感佳，目
前已经接到内地各大专业鹅屠宰场、食品
加工厂一年 1000 万羽以上的订单，而目前
的年产能远远不够，缺口很大。所以公司
在提升品质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充产能，

努力推进“公司+农户”的模式来发展东澳
鹅产业，计划带动 100 多户农民共同养殖，
可直接为农民增收 500 万元以上。

“企业进驻养东澳鹅，可以把规模做起
来，养的人越多，东澳鹅的影响力就越大。”
东澳镇大造村养鹅专业户林进文对东澳鹅
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据了解，按照“生产+加工+科技+品牌”
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万宁市东澳鹅产业园
针对当地种鹅繁殖率低、鹅绒产量不足等问

题，联合西南农大、中科院畜禽研究所等科
研院所，开展东澳鹅品种改良计划，通过提
纯、选育、三元杂交等一系列品种改良措施，
尽快培育出适合全国各地饮食习惯的东澳
鹅新品种，并推广至全国。

同时，在一产养殖环节稳定后，万宁市
东澳鹅产业园还将着手建设屠宰场和食品
加工厂，尽可能地延长东澳鹅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让更多收益留在当地，惠及更
多农民。

海南万宁：东澳鹅“挑”起产业强镇重担

广告

□□ 王晨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8 月以来，我国部分地区持续强降
雨，叠加台风的影响，爆发了洪涝灾害，
对养殖业生产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带来
了极大的隐患。暴雨过后，饲养环境遭
到破坏，养殖场畜禽圈舍受毁坏，围墙倒
塌，生物安全防护设施出现漏洞。病原
微生物在死亡禽畜尸体上滋生并扩散，
土壤中的病原微生物因暴雨冲刷而暴露
出来，易污染水源和周围环境。畜禽在
应激后免疫力下降，容易受到疫病的侵
袭。目前，多省出台相关应急措施，及时
做好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严防动物
疫病尤其是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确保“大
灾之后无大疫”。

8月4日，在河北省涿州市，洪水退去
的街头上可见一些动物尸体倒在路旁，
居民反映急需消毒用品。同日，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制定《洪涝灾害灾后动物疫
病防控九大举措》，重点落实死亡畜禽无

害化处理、消毒灭源、紧急免疫等各项灾
后动物防疫措施。据了解，7 月底，为防
止出现重大动物疫病，河北省共调拨强
免疫苗 639.25 万毫升/万头份，其中禽流
感疫苗 60万毫升、猪口蹄疫疫苗 97万头
份、猪口蹄疫合成肽疫苗40万头份、牛羊
口蹄疫疫苗190万头份、小反刍兽疫疫苗
130万头份、布病疫苗110万头份、炭疽疫
苗12.25万头份。

8 月 3 日-10 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组织开展动物疫病病原学紧急监测工
作，全力做好畜禽水产养殖管理和动物
防疫工作，2 个专家组分赴保定市徐水
区、涿州市、易县、邢台市南和区、隆尧
县开展灾后动物防疫工作督导，现场查
看养殖场受灾情况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场运行情况，并指导下一步动物防疫
工作。

截至 8月 5日，河北省检测样品 1786
份，其中非洲猪瘟样品 500 份、口蹄疫样
品 325 份、高致病性禽流感样品 450 份、
小反刍兽疫样品 268 份、炭疽样品 243

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下一步，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还将继续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洪涝重灾区、养殖密集区，指导养殖户
对受淹畜禽水产养殖设施进行消杀、修
缮，尽快恢复生产能力。指导做好畜禽
补栏、鱼塘补苗工作。对死亡动物严格
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疫病暴发。加强
产地和屠宰环节监督检查，严防病死畜
禽流入市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畜禽圈舍
处于高湿环境，细菌病毒更易存活，消毒
效果大幅度降低，动物疫情传播和发生
风险明显增大，炭疽等动物疫病也进入
了易发、多发期。为此，日前辽宁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紧急通知，加强全省汛期炭
疽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据了解，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全
省强化畜间炭疽病防控，对牛羊饲养密
集区、牛羊交易场点、牛羊屠宰场点等紧
急开展“地毯式”疫情排查和监测，严格
执行疫情监测报告和举报核查制度，对
沈阳、铁岭、鞍山、丹东等过去发生过炭

疽疫情的地区，切实做到全覆盖排查。
同时，辽宁省要求做好肉牛养殖密

集区的免疫工作，要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强化与卫生健康部门沟通协调，确诊发
现人感染炭疽病例后，要做到与卫生健
康部门同时到达现场、同时开展调查、同
时进行疫情处理。广泛开展炭疽防控知
识宣传，提高养殖、屠宰等从业人员的自
我防范意识和动物防疫主体责任意识。
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机制和收
集体系，严格执行病死牛羊不准宰杀、不
准转运、不准贩卖、不准食用和必须进行
无害化处理的要求，加大对私屠滥宰等
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防因私屠滥宰
等违法行为引发炭疽疫情。

此外，8 月以来，山东、黑龙江、北京
等多省市相继发布汛期养殖场安全生产
技术指导意见、受灾养殖场恢复生产建
议等，加大动物疫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力
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防控意识，严
防灾后动物疫病传播，确保“大灾之后
无大疫”。

多省加强暴雨后动物疫病防控

近期，华北、东北和沿海等地出现强
降雨、台风、洪涝等灾害，8、9月份仍是自
然灾害的多发频发期，畜牧业正常生产
秩序受到影响，动物疫情发生和传播风
险增加。为有效应对灾害天气影响，最
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稳定畜牧业生产，
推出以下技术和工作措施。

一、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物资储
备。加强重大天气变化预判预警，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短信微信、乡村大喇叭等
手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减灾技
术措施。提前组织对畜禽养殖场进行全
面安全检查，及时修补加固养殖建筑设
施漏水、不牢部位。重点防范丘陵山区
山体滑坡和低洼地区雨水倒灌灾害，必
要时提前将畜禽转移至安全场所饲养。
指导养殖场（户）贮备一定量的饲草饲
料、药品及防洪设备等物资，确保应急物
资储备充足。主动加强与气象、交通、保

险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做好防灾
减灾工作。

二、强化灾后畜禽饲养管理。受灾
的养殖场（户），要及时做好清理淤泥杂
物，修复加固养殖圈舍。关注灾后水源
地、饮水井和饮水管线卫生状况，按要求
开展饮水消毒，确保饮水质量安全。饲
料饲喂前应仔细检查，不用霉变饲料饲
喂畜禽，防止中毒。做好饲料营养调控，
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解质等抗应激剂
及免疫增强剂，减少应激反应。

三、全面落实消毒防疫措施。结合
“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灾
后动物防疫消毒制度和操作技术规程，
强化工作条件保障，扎实推进灾后消毒
工作。根据消毒对象，科学选择消毒药
品，突出抓好灾区畜禽圈舍、屠宰场点、
病死畜禽中转场所、无害化处理场、畜禽
交易市场等重点场所的消毒工作，严防

动物疫情传播，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四、抓好动物疫病防治。充分发挥

分片包村排查工作机制作用，加强灾区
动物疫病监测排查。发现畜禽发病和死
亡的，要及时报告、及时处置。毫不松懈
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组织做好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以及
布鲁氏菌病、炭疽等重点人畜共患病的动
物免疫工作。结合春防检查评估结果，对
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或较低的畜禽场群
及时开展补免，筑牢动物防疫屏障。

五、做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及
时打捞收集死亡畜禽，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养殖场（户）主
体责任，积极联合当地村民，组成打捞队
伍，全域及时打捞收集，确保无死亡畜禽
漂浮。加强死亡畜禽的运输管理，死亡
畜禽运输车辆应防水、防渗、耐腐蚀、易
清洗消毒，运输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经过

人口聚居区、畜禽养殖密集区。要严格
做好死亡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按照农业
农村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要求规范处理，尽可能选择无害
化处理场集中处理，优先采用化制等方
法，确因条件无法满足的，要合理选择深
埋地点，规范做好养殖场地及深埋点消
杀工作，严防病原外溢和污染环境。不
得买卖、加工、随意弃置因灾死亡畜禽。

六、加强畜产品产销衔接。针对灾后
可能出现的饲草料等投入品及出栏畜禽
调运困难，及时发布供求和价格信息，指
导做好产销衔接，畅通运输和销售渠道。
组织协调附近种畜禽生产企业与养殖场
（户）对接，保障补栏仔畜雏禽供应。积极
协调交通运输部门，优先保证饲草料、兽
药、种畜禽、仔畜雏禽物流畅通，维护畜牧
业正常生产秩序，保证市场有效供应。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畜牧业汛期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银王村农民宋前进流转了20亩土地，在其中3亩土地
上建20座大棚养殖蚂蚱，在其余17亩土地上种植墨西哥玉米草当蚂蚱的饲草，一年出4茬
蚂蚱，年收入23万元左右。图为8月6日宋前进在大棚里给蚂蚱喂草。 王毛生 摄

□□ 张美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8月伊始，走进陕西省礼泉县南坊镇
中峰村蝎子养殖基地，一个长约 30 米、
宽约 4 米的长方形土堆格外引人注目。
零散的杂草和深浅不一的小洞错落分布
在土堆上，每个洞口处盖着一块瓦片，成
百上千的蝎子翘起长长的尾巴，紧张地
向人们示威。

别看这是一只只令人恐惧的毒蝎，
如今却是中峰村村民袁海娃致富的“金
蛋蛋”。今年 52 岁的袁海娃，是土生土
长的南坊镇中峰村村民，当地群众说他
脑子活，挺能折腾。他的创业经历非常
丰富，干过代办，贩过水果，卖过蔬菜，种
过葡萄，加之 11 亩农田收入，小日子过
得挺滋润。

袁海娃一次无意中听人说起旁边的
淳化县有个农民养蝎子，效益十分可观。
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于是他从 2016
年开始，整整 4年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
考察，看到多种多样的养殖模式，最后决
定用最原始、原生态模式发展蝎子养殖，
走一条发展特色养殖的致富增收新路子。

袁海娃刚开始从事蝎子养殖的时
候，没人看好。因为东峰村地处偏远，群
众思想观念较为落后，致富增收主要依
靠传统的种养业，对于养殖蝎子这个新
兴产业，大家不以为然，众说纷纭。“养蝎
子还能赚钱？”“咱这没人养过，你能行
吗？”养蝎子的想法遭到了村里人的质
疑，袁海娃心里也没了底。

关键时刻，南坊镇党委、镇政府和村
两委给予了袁海娃鼓励和支持，袁海娃
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2021 年 8 月份，
他投资 17 万元建成了中峰村蝎子养殖
基地，现已发展蝎子30万只左右。

作为礼泉县的养蝎“第一人”，袁海娃
完全把这些蝎子当成了宝贝一般，悉心照

料，按时喂养，了解蝎子的生活习性，掌握
其生长规律。经过半年的努力，首批购买
的蝎子全部成活。看到效果的袁海娃扩
大了养殖规模。截至目前，养殖基地共20
亩，下一步准备再建设12亩。

“我采用大自然养殖法，这种养殖法
相较于室内养殖不仅省事、方便，而且蝎
子成活率高、成本低。每天通过喷水降温
增湿一次，3-5天喂食一次就足够了，蝎
子每年在10月至次年3月进行冬眠，不太
需要人照料。一个人就可以看管。蝎子
繁殖力强，除了第一次购买蝎苗和基础设
施，只需等着它自己繁殖就行。”提起蝎子
的养殖优势，袁海娃侃侃而谈。

“市场上，种蝎的价格不低于 1200
元/斤，商品蝎不低于600元/斤。蝎子养
殖投资比较灵活，可根据自己的资金来
决定，养上 100 公斤的蝎子一年就可以
变成 200 公斤，效益特别好。”袁海娃
说。蝎子既是上好的药材，也是最佳的
餐饮食品，多年来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行
情非常不错，一年下来，就有 30 万元的
收入。

随着养殖技术的日益成熟，袁海娃
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礼泉
县海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动本村 8
户群众抱团发展养殖蝎子，为群众提供
种苗、技术指导，并做好销售等工作。他
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富
才是真的富。”袁海娃不仅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近
年来，礼泉县在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全
县初步形成了以蝎子、梅花鹿、飞鼠、蟾
蜍、牛蛙等为主导的利益联结和抱团发
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
双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
实的产业支撑。

新农人袁海娃的养蝎“致富经”

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鹅产业园内，养殖工人正在清理水池。

□□ 王臻

笔者日前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今年以来，共和县、泽库县作为青海
省首批国家级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
点县，立足当地特色资源禀赋，坚持省
地联动，强化措施落实，深挖发展优势
和潜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模式，促进生产方式从传统放牧向暖季
适度放牧、冷季舍饲半舍饲转变，加快
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牦牛藏羊和
优质饲草基地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截至目前，2 个试点县已建成饲草
种子扩繁基地 1000 亩，一年生饲草基
地 5.3 万亩，藏羊牦牛标准化养殖场 60
处，藏羊牦牛保种场 2 处，饲草贮配送

中心 1 处，藏羊牦牛良种繁育供应基地
4 个等，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5 项，集成
先进适用技术 3 项，应用推广 3 项，牛
羊出栏量分别提高 5 万头（只）、3 万头
（只），肉 产 品 加 工 转 化 率 分 别 提 高
1.8 个和 1.2 个百分点。

下一步，青海省将继续围绕草原畜
牧业转型升级重点任务，以牦牛藏羊产
业为依托，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为抓手，加大示范带动引领，鼓励
每个州创建一个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示范县，通过发展饲草产业，推广牛羊
高效舍饲养殖、草料科学配比饲喂等
科学技术，培育优势品牌，深化产业融
合发展，全方位推动全省草原畜牧业转
型升级。

青海省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成效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