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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不断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各
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发展特色农业
助农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特早杨梅抢市场

这几天，开远市乐白道街道仁者
村委会的 7000亩杨梅进入采摘期。连
绵起伏的山坡上，青红相间的果实挂
满枝头，工人们忙着采摘、包装、发货。

这个杨梅种植基地由云南浙兴林
果种植有限公司承建，公司利用荒山、
荒地种植特早梅、早梅、中梅、东魁梅、
荸荠梅 5个品种，依托光照强、温差大
等条件，这里种植的杨梅比其他地方
提早 15天至 20天上市，通过时间差抢
占市场，且供应期长达两个月左右，主
要销往江浙一带，最早成熟的特早梅
特级精品果收购价每公斤 150元左右，
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2011 年 9 月，云南浙兴林果种植
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在仁者村委会八盘寨、卧龙邑、莲
花塘 3个村民小组和阿得邑村委会清
塘子村民小组发展杨梅种植产业。经
过 10多年发展，出租土地的农户不仅
每年能获得租赁收入，在参与管理过
程中每天还有 150元务工收入，基地最
忙碌的时候每天用工人数超过 300
人。今年，杨梅基地预计产量 400吨，
实现产值 3000万余元，提供临时就业
岗位 2万余人次。

“过去家里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全
家年收入只有 2万元左右。现在在这
里打工，我一人一年的工资就有 3万多
元，加上家里的种植和养殖业，年收入
有七八万元。”阿得邑村委会清塘子村
村民张惠芬说。

赏花摘果乐趣多

在鲁甸县桃源乡铁家湾村，漫山
遍野的樱桃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的
樱桃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其中体验采
摘乐趣。“这里的樱桃色泽红润，口感
非常好，推荐大家都来这里品尝购
买。”游客孔女士做起了推介。樱桃种
植能手马用用几年时间种植了 10余亩
樱桃。通过精心管护，他家的樱桃色
泽鲜艳、品质上乘，前来体验采摘的游
客络绎不绝，今年挂果的 50多棵樱桃
将为他带来 8万多元收入。

“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这一富民
产业，带动乡村旅游发展，铁家湾村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于
2018 年 9 月成立了合作社，为果农提
供技术指导、信息咨询、物资采购等服
务，帮助果农持续增收。”铁家湾村党
总支书记马勋达说，铁家湾村现有 800

多户农户种植樱桃，规模近 4000 亩。
为了让群众稳定增收，党总支在合作
社成立的基础上建冷库、帮销售，形成
种植、管理、采摘、销售、运输为一体的
产业链体系。

下一步，铁家湾村将聚焦乡村旅
游，完善樱桃园基础设施，吸引周边市
民到铁家湾赏花、摘果、体验采摘乐
趣。目前，鲁甸县樱桃种植主要分布
在文屏、桃源、茨院等乡（镇），面积
6000 余亩，年均产量 1500 余吨，年产
值 4500万元。

专业新农人上阵

随着柑橘陆续成熟，宾川县拉乌
乡的专业采果工人拿着剪刀、背着背
篓，穿梭在果树间。他们操作熟练、配
合默契，采摘效率非常高。“现在摘水
果用采果队比以前省心，价格也便
宜。”大次棚村果农鲜于科说。

柑橘成熟，让宾川县拉乌乡村民
金宏伟找到了新商机，他凭借多年的
采果经验和技巧，成了采果队的一名
小队长。“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在 200元
左右。”金宏伟说。

宾川县沃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
责人骆卫丹介绍，公司以前主要做劳
务派遣，在了解到农忙时节果农招工
用工难的情况后，成立了沃德人力采
果队。采果队现有 300多名工人，大家
凭借熟练的采果技巧、专业的服务得
到了果农、商人的认可。

近年来，宾川县不断调整产业结
构，像沃德人力采果队这类的果业新
农人不断涌现，在活跃市场经济的同
时，有效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务工问
题。宾川县人社局职工张春林说：“采
果队就地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务工问
题、增加老百姓收入、降低了果农生产
成本。”

2022 年，宾川县创建果业新农人
劳务品牌以来，通过聚人才、提技能，
培育了以铁余斌、张冬梅、曾靖宇等一
批新型职业农民为代表的果业新农
人，涌现出嫁接工匠、修果工匠、装果
工匠等专业技术人员共 7700余人，劳
务品牌直接从业人数达 7万人，其中脱
贫人口 4000人，劳务品牌带动就业人
数 14万人。

通过强辐射、惠民生，集中打造了
11 个绿色食品牌产业示范基地，县内
168 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 9451
户 35610 人增收。通过广推介、走市
场，与四川、新疆等地区建立长期稳定
的劳务输出渠道，每年到四川、新疆等
地开展水果产业务工输出的人员达
3000余人。

（云南网）

北纬38°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水韵灵动、波光潋滟的滹沱河、潴泷
河由西向东蜿蜒而过，广袤的冲积平原自古水土丰饶。这一切，让河
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具备了生猪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条件。生猪产业
已成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更为安平赢得了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地、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县等
荣誉。

近年来，安平县立足农业基础、秉承资源禀赋、发挥区位优势，对
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巩固生猪产业优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完善提升绿色发展“安平模式”，全力构建“种养饲加”一体化绿色循环
产业链，在支撑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富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全县生猪产业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出栏生猪70万头、种
猪10万头。安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产值达85.5亿元，带动5镇
3乡120个行政村2.5万农户实现持续增收；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8%。

高位推动 全面发力

安平县把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全县现代农业发展
和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上下一心、同频共振，举全县
之力进行打造。该县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全县 8个乡镇、各职能部门全部参与其中。抽调精干力量组
建了管委会，实行集中办公，专班推进、强化调度、加强督导。将产业
园创建列入了全县重点工作和考核体系，强化绩效管理、实行动态评
价，尽最大努力为创建工作提供保障。

目前，安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项目 23个，总投资达到
20.8亿元。通过引领带动，全县生猪产业优势持续巩固、链条更加完
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能力大幅提升。

巩固优势 提升水平

安平县立足生猪产业基础优势，坚持“引、育、繁、推”结合，大力推
行标准化养殖、数字化改造，全力构建“种畜场—配种网络—检测中
心”三位一体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成种猪繁育基地、原种母猪场等一
批产业提升项目，生猪育种能力持续提升。

该县强势打造了国家级龙头企业——河北裕丰京安养殖有限公
司，以及京安、浩源 2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通过引领发展，全县万
头以上标准化养殖场达到 22家，规模养殖场达到 79家，良种覆盖率
100%。与荷兰皇家农业集团合资打造的绿赛京安养殖场，拥有最先
进的养殖技术和理念，是全球领先的现代高标准智能化养猪示范基
地、人才培训基地。

同时，安平县还建设了饲料加工、生猪屠宰、肉制品精深加工等产
业链延伸项目，冷链物流中心、急冻库、低温冷藏库等配套工程，培育
了大红门、云海等现代加工企业。全县年生猪屠宰能力 100万头、肉
制品产能8万吨，生猪产品畅销30多个省市和地区，一直承担着国家
生猪活体储备和中央特需供应任务。

科技引领 再添引擎

安平县在生猪产业发展上，有着一流的科技装备，信息数字化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建有产业园大数据平台、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
制综合服务平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智能长效管护平台、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体系信息平台等，全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98%，养殖装备机械化率超过90%。

该县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河北农大、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 10余家科研院所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设立了实验基
地、现场教学基地、毕业生实训基地、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通过努
力，搭建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衡水综合试验站、园区实验中心、良
种繁育中心、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培训中心等 6家省级以上科创平台，
建成了国家级的“星创天地”。

安平县依托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针对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8
大课题开展了系列研究，近两年来，用于课题研究的资金达到了1015
万元，新增了 4项发明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和 54项实用新型专利，
其中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低温制沼技术等科研成
果，均在全国进行推广。

生态循环 绿色发展

安平作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年产农作物秸
杆45万吨、猪粪污93万吨，既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了农业产
业发展障碍。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安平县坚持绿色发展、突出绿色
强园，打造完善了集“绿色种植、生猪养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有机
肥制造、粪污利用、污水处理、秸秆发电”于一体的绿色循环“安平模
式”，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县、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县、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该县完善推进资源化利用“制沼、制肥、种植、制热、治水”五大工程，创新构建
“粪污收集、科技支撑、有机肥应用促进、以养带种、环保倒逼”五大机制，建设了生物
质热电联产、农村沼气资源开发利用、有机肥厂、无害化处理中心、污水处理厂等一
系列配套工程项目，实现了种养废弃物资源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绿色发展制度化、
生产生活低碳化。

目前，全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了
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保持在92%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8%。产业园
内实现了“三增两减”目标（增加沼气、电力、有机肥供应，减少污染排放、燃煤使用），
畜禽废弃物一律不剩、化肥使用量一律不增、煤炭能源一律不用，形成了生态闭环的
绿色循环产业链。

联农带农 打好“组合拳”

安平县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新模式，通过股份合作、产业帮扶、科技帮扶、资产入
股、创建联合社等有效举措，建立了农户与基地、农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关系，推动
农户实现降本增收。

该县全力打造了“财政资金折股量化，入社经营、资源共享，资产物化、保本分
红，订单种植、保底收购，粪污回收、资源化利用，秸秆回收、降本增效，替代化肥、政
策补贴，互联网+农业”8大农民增收模式，打出了联农带农惠农的“组合拳”。积极
开展了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建立商业保险、农民互助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相结合
的农业保险制度，产业园内农业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

目前，全县参与生猪产业生产经营企业83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28家，农户入
社比例80%。自产业园创建以来，共带动10.6万人投入产业发展，年人均增收3000
元，养殖业增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超过60%。

精准支持 集聚要素

为全面抓好产业园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生猪产业发展水平，安平县在全面落
实国家、省市土地、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撑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全县实际，制定出台
了《安平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管理办法》《安平县关于加快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对进入产业园的企业，优先享受国家强农惠农
政策、优先享受省市级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优先申报国家和省农业项目。

在资金保障上，安平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仅 2022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产业
园资金就达到了8.7亿元，占产业园总产值比重达10%。同时，注重加强资金整合，
建立了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农业项目资金向产业园倾
斜，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主导产业资金17.8亿元。

为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该县设立了融资担保风险补偿金，成立了安平县农投
公司、乡村振兴开发集团，实行市场化运作，为产业园创建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资
金保障。 （戚占江 周 繁）

莱阳梨又名莱阳茌梨，是中国的四
大名梨之一，分布在山东省莱阳市五龙
河及支流的清水河、富水河围合的油沙
地，历经400多年，因其久远而绵长的农
业生产历史、独特而珍贵的种质资源、
循环而长效的生产模式、显著而高效的
生态功能、深邃而厚重的莱阳梨文化、
香郁而壮观的梨花风情景观，形成了独
特的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莱阳
古梨树群系统。作为河沙沉积地综合
利用与长期保护的典范，莱阳古梨树群
系统在传承优秀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和
带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莱阳古梨树群农耕文化深厚，具有
丰富的文化价值。千百年来，劳动人民
在梨树生产管理与农业生产过程中，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技术，一株株古梨
树基部接口痕迹显示着我国古人农业
文明悠久的历史，一个个掐花伤口成就
了莱阳梨典型特征，在长期生产管理
中，农户根据莱阳梨风土气候、生长特
点，摸索及自创一系列生产技艺、农用
工具，也传承和发扬着莱阳梨文化。这
片土地孕育着五龙河畔纯美油沙生境，
诞生了无数千百年口口相传的历史故
事，见证着莱阳梨坚忍不拔、生生不息
的生命周期，养成了梨乡人民淳朴敦
厚、家国情怀的身体记忆，莱阳梨文化
早已融入到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血
脉中。

做好原态保护
让农业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

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耕文明的
载体，保护是前提，没有保护，开发利

用也没有平台，没有载体，也就失去
了根基。近年来，莱阳市通过品种、
品质、品牌“三品”提升，保护升级现
有莱阳茌梨老产区，以《莱阳梨老园
改造技术指导意见》和《莱阳梨栽培
管理技术》为主导，以保护莱阳古梨
树、提升莱阳梨品质为目标，以“抢救
管护、更新复壮、合理负载、配方施
肥、绿色防控、改良品种、提升品质”
为抓手，建立古梨树保护长效机制，
打造高标准古梨树提质复壮示范园，
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导经营主体做
好古梨树保护，促使古树更新复壮，
让莱阳梨古树焕发新青春、新活力。

近年，莱阳不断创新经营方式，发
展标准化生产，大力培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挥好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
用，建立健全共建共享的利益联结机
制，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采用集中投入、
集中技术、集中管理的“三集中”模式，
开展成方连片推进莱阳古梨树规模化
管理。引进优质新品种和先进技术打
造新产区，充分发挥青青大地、诚丰等
全国有影响力的莱阳梨龙头企业在生
产销售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继续培养
知名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提升莱阳梨
产业的标准化、现代化水平，实现莱阳
梨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
理，打造莱阳梨标准化生产基地。

加强活化利用
让农业文化遗产彰显“新内涵”

此外，莱阳还积极引导和支持新
型经营主体参与特色资源开发，推动

标准化生产，发展精深加工，通过现
代化手段，推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莱阳市不断推进
莱阳梨精深加工，围绕“饮、脆、膏、
药”四大主打品类，提升产品档次、工
艺水平、品牌影响力，提升莱阳梨深
加工能力。同时，加强政策倾斜，鼓
励企业改造升级加工设备，引进、吸
收、创新国内外先进加工技术，制定
高端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依托省出口
农产品产业集聚区创建、省农产品加
工业先行县建设、省农业产业强镇建
设、莱阳梨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等，开展莱阳梨深加工创新平台建
设，梨汁、梨膏、梨脯、梨干、脆片、梨
酒等深加工产品技术进一步提升，拓
展梨精深加工产品在医疗、食品、保
健品等领域的应用，提升产品档次和
附加值。提高“莱阳梨”品牌效应，建
立持续、长久、完整的产业链条，打造
一批全国叫得响的企业品牌，促进莱
阳梨加工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莱阳市不断加大对莱阳梨农业文
化遗产的宣传力度，扩大农业文化遗
产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莱阳梨区
域公共品牌的引领作用，依托国内主
流媒体，通过展览展示、教育培训、大
众传媒等手段，宣传、普及遗产知识，
提高公众遗产保护意识与文化自豪
感。近年来，莱阳市深入挖掘莱阳梨
文化价值，充分发挥万余亩茌梨园文
化景观资源优势，举办莱阳梨花节、
莱阳梨文化节等节庆活动,持续拓展
莱阳梨产业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非遗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

擦亮“中国梨乡”“莱阳梨”金字招牌。

推进业态融合
让农业文化遗产助力“新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发展乡村旅游
的重要资源，深入挖掘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等业态，

“梨文化”是莱阳地域文化中最为绚
烂的部分。近年来，莱阳依托莱阳梨
花、莱阳古梨树群、乡村旅游等资源，
拍摄《香雪海》《莱阳之春》等系列文
化旅游宣传片，通过多渠道、多维度、
多视角、立体性地宣传推介，不断提
升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价值，扩大社
会影响力。

芳菲四月，莱阳的梨花如约盛开，
一场“梨乡花语——梨韵国风”梨花赏
花季活动在梨乡风情旅游区拉开序幕，
依托莱阳古梨树群重点打造万亩梦幻
花海盛宴，设置嘉年华演出、梨韵大集、
梨文化展示区、预制菜展览区、非遗文
化手工制品展览区、恐龙文化流动博物
馆等，开展古装游玩、特色互动、国学讲
堂等活动环节，实现人、景、情的相互联
动，让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展
现莱阳市乡村振兴成果，推介“莱阳梨”
文化旅游品牌。

相关负责人指出，莱阳市将继续
扎实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多业态融
合，把莱阳梨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更为广泛和深厚的助力，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

（陈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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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孕育乡村活力

宾川果业新农人

山东莱阳：保护古梨树 传承梨文化 助“梨”新发展

5月 23日，阜南县平安小学落成
仪式在阜南县玉泉小学举行，国家乡
村振兴局副局长黄艳、平安集团董事
长马明哲共同揭牌。阜阳市委书记
孙正东、市长刘玉杰、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党委书记、理事长郭美荐，
省乡村振兴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许
光友、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永东等参
加调研、见证等有关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平安集团还联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阜南县平
安小学捐建了一间“小平科技创新实
验室”和一批科普图书；中国足协向
平安小学足球队捐赠了足球队服，并
正式启动“平安支教行动”。

在阜期间，黄艳一行还深入颍东

区正午镇吴寨居委会、安徽瓦大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冉庙乡产业园，
调研驻村帮扶、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产业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仪式当
天，黄艳一行又走进阜南县新村镇平
安集团党建共建点、芦蒿种植基地，
实地察看芦蒿加工车间、观摩致富带
头人培训班等。

自 2020年阜南蒙洼蓄洪区再次
蓄洪以来，灾后重建情况一直备受社
会关注，平安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捐赠 4000万元，参与援建了阜南
县平安小学。这是平安集团援建的
第 119 所学校，目前，学校已投入使
用，设有 6个年级，可容纳 2700名学
生就读。（安徽省乡村振兴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平安集团共同启动阜南县平安小学揭牌活动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平安集团共同启动阜南县平安小学揭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