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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许永军 □ 汪
兴）日前，安徽省公布 2023 年度安徽
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企业）
（100家），肥东县桥头集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项目一一安徽开垦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获其殊荣。

桥头集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当地的
“明星产业园”，该产业园以蔬果作为
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1.05万亩，涵
盖国光等 3 个社区，涉及 8550 户，2.6
万人。

走进安徽开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30多个温房，只见大棚蔬果畦上，一排

排绿油油的黄瓜、西红柿、甜瓜和丝瓜
挂满枝蔓，叶片之间点缀着盛开的白
的、黄的花朵，甚是喜人，丰收的喜悦
和美好的希望在这里弥漫升腾，一派
丰收图景。

“我们公司种植瓜果蔬菜 3000 多
亩，所产的叶类蔬菜和瓜果，都是订单
农业，大多销往合肥市周谷堆及市里
几家超市，不愁销售。日产瓜果蔬菜
40万斤，收入 60万元，都是订单农业，
不愁销售。还种了上海青、毛白青、笕
菜、生瓜、西葫芦等瓜果及各种时蔬。”
公司负责人胡建义高兴地说。

在种植户段士新承包的 2 个宽敞
明亮的黄瓜种植大棚里，青绿的黄瓜
挂满在藤蔓上。“我家大棚种植的黄瓜
品种优良，耐热，挂在藤蔓上的黄瓜长
得长，又清脆，生长周期短见效快，亩
产近 4吨，等这季蔬菜采摘完，除去成
本，估计两个月收入达 19万元。”段士
新如是说。

桥头集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
会。村民付立华今年 58岁了，她长年
在开垦公司里打工，每月可挣 3000多
元钱补贴家用。据胡建义介绍，为了
保证合肥市蔬菜供应，以及公司全年
果蔬生产，园区安排安徽省农科院科
技特派团成员和蔬菜技术人员，经常
深入到大棚蔬菜种植户指导蔬菜生
产，帮助种菜农户解决农业生产中遇
到 的 相 关 信
息 、技 术 和 销
售问题。同时
还邀请农技人
员深入温控大
棚 田 间 地 头 ，
开展种植蔬菜
换 茬 技 术 服
务 。 此 外 ，该
现代农业产业
园 的 蔬 果 ，还
源源不断地直
达长三角地区
群 众 的 餐 桌 ，
成为肥东现代
农业的一张闪

亮名片。最高峰时，产业园可带动周
边 610 多 人 就 业 ，月 均 增 收 3000 多
元。

近年来，肥东县桥头集镇依托区
位、交通便捷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优势，积极引导种植户发展特色种
植，采取“党建+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持续壮大农业产业规模，推动智
慧农业、产业多样化发展，逐步形成规
范化、品牌化的种植格局。全镇通过
技术创新，将温控大棚蔬菜种植与信
息化相结合，大大提高了种植户的收
入。据匡算，桥头集镇拥有专业种植
户 320 多户，务工农民 610 多人，通过
产销联建，带动 3370 多户实现了“三
个”增收，年增收约 5700 万元。大棚
经济拓宽了村民致富增收渠道，壮大
了村级集体经济，助力了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许永军 □ 单永才）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5月
28日，安徽省固镇县杨庙镇安集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今年第一茬大棚西
红柿采摘上市。在蚌埠市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里，放眼望
去，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藤蔓，个个圆润饱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筐。
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王贺是一名退伍军人，从部队退伍后选择回乡创业，2022年开始利
用大棚种植西红柿，平时都是他和妻子一起打理，收获旺季再雇人来帮
忙，一年下来，纯利润也有10多万元。王贺说：“刚退伍的时候也种过常
规种农作物，一年下来顶多挣个两三千块钱。农闲时还要出门打工，这
样一比较，我觉得还是搞特色农业挣钱多。我今年种植了 26个大棚的
西红柿，全部采用早春棚种植，再加上只施用有机肥和自制的农家肥，不
仅持续结果性强，成果率高，而且西红柿的口感特别好，酸甜沙糯汁多，
价格也在 5元左右，刚上市就供不应求。由于今年气候较适宜，西红柿
长得特别好，估计今年仅西红柿种植一项纯收入就能达到15万元。”

记者来到蚌埠市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冷库分拣处，只见地上放
满了刚采摘的大红西红柿，十多位村民手脚麻利地把个头差不多大的西
红柿挑拣进筐里，再一个挨一个摆放整齐，待装满一筐后，抽出一张身旁
叠放的粉红色纸盖在上面，打包完成后，装上冷藏车。一位从事销售的
负责人指着刚打包上车的西红柿说：“我们的西红柿采摘后，就立即送到
批发市场上进行销售，这样才能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吃起来口感更
好。”

近年来，安集村为打造富民强村的“新引擎”，立足“一村一品”的发
展思路，大力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果蔬产业，让广大村民依靠种蔬果，鼓
起“钱袋子”。2023年，该村以“支部+公司+农户”模式成立了由村集体
控股的蚌埠市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现有日光温室60亩，蔬菜储
藏冷库6000立方，露天种植土地资源3000余亩。目前以特色西红柿种
植为主，兼种豆角、香瓜等反季节蔬果，村集体每年可获得分红收益 30万元以上。
特色蔬果种植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吸纳了村里的富余
劳动力就业。现在公司常年可带动1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人年收入都在
3万元左右。

“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大特色西红柿种植面积，形成规模化生产，让过去的凭‘经
验种植’变为‘精准种植’，让‘粗犷种植’变为‘智能种植’，让特色西红柿种植，真正
成为实现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安集村党支部书记安壮壮对依靠发
展特色农业强村富民感到信心满满。

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下伙房乡哈巴气村梓灿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大
棚内种植的蔬菜绿意盎然。

“我们合作社种植青椒、大叶茼蒿、
芹菜、黄瓜等多个品种蔬菜，以订单的形
式销往北京，其中，大叶茼蒿每公斤卖到
7.6元，其他蔬菜价格也挺好。”合作社负
责人段立波说，合作社还吸纳村里30余
户农户打工，采收蔬菜每天能赚100元。

下伙房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精品蔬菜种植，不断促进
农业增效、农村增绿、农民增收，推动“小
蔬菜”成为富民兴村强乡“大产业”。该
乡充分发挥哈巴气村党支部的示范带动
作用，依托返乡青年段立波在北京一家
餐饮业的供货优势，种植大叶茼蒿、生菜
等多种火锅涮菜。去年投资 180万元，

发展蔬菜大棚 60个，占地 60亩，通过乡
村自筹、农户入股等方式，积极扩大种植
规模。在运营管理上，充分发挥村党支
部作用，吸纳和培育村积极性高、有种植
经验的党员群众组建运营管理组，拓宽
销售渠道，确保增加村集体和农户收入。

围场推动蔬菜产业发展稳步前行，
着力打造生产、经营体系更加完善，综合
生产、市场竞争、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突
出，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更加完善，群众就
业增收效果更加显著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做优蔬菜产业链，发挥毗邻京津、生
态良好、气候适宜等优势，按照“裸地菜
提品质、设施菜扩规模”的思路，坚持走

“产、加、销”一体化的发展路子，规模化
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

（人民网）

时下，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于堤村
百春种植园里的桑葚迎来丰收。一串
串熟透的桑葚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
香味，吸引了不少游客进园体验采摘乐
趣。“这里的桑葚太好吃了，又大又甜，
一股大自然的味道。”游客刘传花说。

“我们种植了 20多亩桑葚，分为 3
个品种。今年采用科学管理方法，有效
提高了产量和品质。”百春种植园负责
人介绍说，目前，种植园正在策划举办
采摘节，通过挖掘农村“乡土味”，为游
客提供沉浸式乡村游体验。

对于农业大省山东来说，大蒜、桑
葚、西瓜、山药等特色产业，已成为各地
的特色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培育“新
动能”。该省不断尝试新的种养模式，

“一村一业”探索特色品牌，让更多特色
产品充实“菜篮子”“果盘子”“鱼篓子”。

当下，青岛市平度市白沙河街道的
麻兰油桃迎来丰收。该街道有“胶东油
桃小镇”之称，目前，栽培油桃1.1万亩，
其中大棚油桃近 5000 亩、露天油桃
6000余亩，平均亩产 3500公斤，每年营
收近4亿元（人民币，下同）。

麻兰油桃果实表面光亮、甘甜脆
爽、香味浓郁，有“北国早春第一枝”的
美誉。白沙河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负责人段伟娜介绍说，白沙河街道自
1996年引种麻兰油桃，至今已有 28年

栽培历史。20余年来，该油桃品种经历
3次迭代，并从单一大棚种植，发展至大
棚和露天兼顾、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
植，有效拉长了销售周期，每年的3月至
8月都有新鲜桃子供应。

据介绍，近年来，白沙河街道发力
做大做强“土特产”，不断引进和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加快油桃产业升
级，用高质量的农产品帮助农户增收致
富。

连日来，农技专家奔波在聊城市茌
平区杨官屯乡杨北新村的山药田间，查
看山药抗重茬试验情况，同时指导种植
户管护技巧。田里一派生机勃勃，山药
种植让当地村民尝到“致富甜头”。

由于栽种和管理技术得当，杨北新
村村民高金城种植山药的收入，每年都
很可观。“我家种植山药有 4年了，种的
山药品种是铁棍山药，它的口感甜糯，
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年种植了150亩左
右，每亩产量能达到约 5000斤、收入 3
万元左右。”刚忙完麦收，高金城来不及
停歇，一头扎进山药地里，进行管护作
业。

为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
村民收入，近年来，杨官屯乡引导农民
调整种植结构，种植了 600余亩特色铁
棍山药，扶持成立“山药种植专业合作
社”，对山药种植户进行统一管理、销

售、技术指导，特别是在选种、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提高山
药质量与产量。

泰山茶是泰安市泰山区的特色产
业之一。借力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
壤，该区打造以泰山茶产业为主的特色
片区，创新统一供应茶苗、加工工艺、质
量标准等“五统一”机制，新发展泰山茶
种植面积1300亩。

泰山区每年举办茶艺表演、炒茶比
赛等茶事活动，先后开发了“祈福”小罐
茶、伴手礼等各类文创产品，让文化元
素更好融入茶产业。该区还通过茶旅
产业融合，将安心谷等旅游景点和泰山
茶核心种植区串联起来，推出茶旅精品
线路3条，新建茶农家乐4家。此外，当
地突出“泰山人文、田园风光、果蔬采
摘”农旅乡土特色，打造了“泰山茶乡”
小津口、“不老乡村”亓家滩等特色示范
村。

眼下，在聊城市东昌府区韩集镇的
芳香文化博览园，200余亩鼠尾草进入
盛花期，花香四溢。游客徜徉在紫色的
鼠尾草花丛中，仿佛置身于一片梦幻海
洋。紫色的花海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为
博览园增添色彩和魅力。

记者采访获悉，聊城芳香文化博览
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立足产业融合，
发挥农业科技优势，拥有种植加工、休

闲旅游及养生康养等板块，项目规划占
地3000余亩，种植有薰衣草、迷迭香、罗
马洋甘菊、鼠尾草等 100 余种芳香植
物。博览园还自主研发生产精油、纯
露、手工冷皂、香包等10余个系列的40
余种芳香植物衍生产品。

济南市商河县孙集镇卢家河沟村
则将种植西瓜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
要抓手。河沟西瓜凭借果瓤脆嫩、味甜
多汁等特点，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西瓜的品
种主要是 4K，瓜瓤细腻、汁多爽口，亩
产在5000斤至6000斤，销售价格每斤5
元。”卢家河沟村负责人卢朋说，河沟西
瓜种植面积 200多亩，总产量 100万斤
至 150万斤，亩均纯利润 5000元以上，
该村先后引进甜王、4K等多个西瓜品
种，能满足多层次消费群体的各类需
求，深受民众喜爱，河沟西瓜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畅销品牌。

除了河沟西瓜之外，孙集镇还把发
展特色农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
手段，打造了田湾哈密瓜、古城泡椒、房
屯西红柿等系列特色农产品品牌，积极
探索农旅结合发展模式，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该镇已建成高标准智能设
施大棚23个、高温棚3个，均已投产，实
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中国新闻网）

当前，我国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要阶段，乡村全面振兴正在稳步有力推
进。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
展动力的源泉，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只有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才能
不断完善农业产业链，培育农业产业新
业态，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在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推动乡村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注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最终实现以乡
村产业系统化、科学化、规模化发展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就是以农业为
基础和依托，借助产业渗透、产业交叉
和产业重组等方式，通过形成新技术、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来延伸农业产业
链，推动农业向二产和三产拓展，打造
农业产业综合体和联合体，进而实现农
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增收等
目标。

立足自身产业优势，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构建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

体系。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
能够不断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应立足
乡村资源特色，在做好农业初级生产、
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和规模、不断满足
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农业观光
旅游等产业，从而实现以农业为基础的
产业深度延伸。产业链条的延长，能够
让农产品产生更高的附加值，从而提高
农民收入；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
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有助于促
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单一的农业
向加工、制造、服务等多个产业领域延
伸，显著降低单一农业的经营风险。

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推动产
业横向融合。乡村特色农业产业具备
一定的规模，是乡村一二三产业实现纵
向融合的重要前提。如果农业生产的
规模小、品质低，也很难进一步向农产
品深加工产业延伸，农业观光旅游等产
业的发展也会因缺乏特色和吸引力而

难以发展起来。推进特色农业横向融
合是提升农业产业规模的有效手段，有
条件的乡村可以在做大做强本地特色
农业产业的基础上，把邻近区域乡村的
特色农产品加以整合并发展壮大，形成
农产品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
牌。

提升村庄资源整合能力，构建产业
融合发展长效机制。乡村产业实现融
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村庄能够有
效整合产业发展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提
升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地方政府应
积极搭建各类服务平台，为村庄构建产
业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在资金、政策等
方面充分保障乡村产业的有序发展，及
时将市场变化情况传递给村庄并引导
其有步骤地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社会
资本是产业发展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的
基础，需要充分探索合理路径，引导社
会资本支持农业发展，并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人才资源是联结产业融

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村庄要能够紧跟市
场需求，积极引进产业管理专业人才，
用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式整合资源引
导产业融合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培育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但仍然
面临农业科技创新不足的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农业科技
支撑，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
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农业科技创新是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手段。回溯农业的发展历史，
科技创新始终是驱动农业进步的根本
动力。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人们将新
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可以促
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催生出更多新业
态和新模式，带动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不断完善，提高农业生产率。当前，发

展新质生产力对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协同和乡村产业
链提质增效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进
步和创新恰恰能够在其中产生重要驱
动和引领作用。因此，促进科技进步和
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

应加快完善相关政策，为农业科技
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相比工业技术创
新，农业科技创新往往研究周期长、不
确定因素、地区差异大，仅靠市场竞争
机制难以形成显著的激励效果，需要更
多政策支持。政府部门需要担任好计
划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因地制宜构建起
支持和鼓励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框架，
为农业科技创新打造良好创新环境，激
发各相关领域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科技
创新不断涌现。尤其是提供好人才保
障和资金保障。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吸
引更多优秀科研人才和农业专家汇聚
在农业第一线，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

破，以科技的力量促进农业生产由大到
强；激活社会资本，在提升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农产品深加工水平等方面
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并在促进农业科技
转化方面发挥好资本的力量，开拓更广
泛的市场。

深化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发展中
的应用程度。数字技术作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不仅能够为乡村产
业技术革新提供平台支撑，还有助于乡
村产业生产力的提升。当前，数字经济
的发展通过平台企业、现代化物流等方
式，带动了很多地区乡村经济的发展，
吸引了人们对乡村旅游文化市场的更
多关注。但仍有不少地方存在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不足、农业科创体系发展滞
后、农业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不成熟等状
况，数字技术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潜力
尚未充分挖掘。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数
字技术在乡村产业中的应用程度，各地
应通过改善乡村数字技术应用环境、提
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数据要素
的共享效率、完善乡村数字人才体系建
设等措施，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地
驱动乡村产业振兴。（李庆霞 孙熙雯）

安徽省肥东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乡村振兴新引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山东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一村一业”赋能乡村振兴

河北围场：

发展特色精品蔬菜种植 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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