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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兴则国家兴，农民富则国家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紧紧围绕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依托区域资源禀赋，融合全产业链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黑龙江甘南

做强产业 富民一方

��������2018 年以来，甘南县累计投入

涉农资金 61029.19 万元，实施产业

项目 66 个， 其中种植业项目 9 个、

养殖业项目 24 个、 加工类项目 12

个、其他项目 21 个。 年均实现收益

2400 万元。 甘南县脱贫人口人均纯

收入为 14261 元，增幅达 15.1%。

甘南县积极推广应用大豆大

垄密植栽培技术模式，组织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参与

千亩示范方、 百亩攻关田创建，全

面提升大垄种植示范性和覆盖面。

2022 年，甘南县落实大垄密植栽培

千亩示范方 11 个、3.19 万亩，百亩

攻关田 45 个、1.42 万亩，引领带动

甘南县大垄种植面积达到 13.57 万

亩，有力推动了甘南县农业生产向

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发展。

据甘南县农技推广中心负责

人介绍，从 2022 年测产来看，“大垄

密植”栽培的大豆、玉米两种作物

平均增加产量 8%以上， 全面提高

了农业单产水平。 今年，甘南县“大

垄密植”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计划达

到 60 万亩。

甘南县还大力发展以农业生

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通过业务培训、政策讲解、效益

对比等方式，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到

土地托管工作中来，全面推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经乡村推

荐遴选，甘南县共备案农村土地托

管服务组织 27 家， 完成托管面积

40 万亩， 其中全程托管面积 23.1

万亩。 同时，在土地托管的带动下，

甘 南 县 土 地 规 模 经 营 面 积 达 到

151.1 万亩，经营单位增至 4327 个。

初春时节，兴隆乡兴鲜村大拇

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

棚里绿意盎然。 圆白菜、香菜、小白

菜、水萝卜长势喜人，大樱桃、车厘

子、火龙果等热带、亚热带水果陆

续开花结果，樱桃树上已是花团锦

簇。 工人正在大棚里忙碌，为樱桃

树进行人工授粉。“大樱桃四月中

下旬就可以上市了。 ”合作社经理

黎克忠说。

为发展精细农家菜园，深入挖

掘菜园潜在经济价值，甘南县引导

群众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土地，大力

发展以小浆果为主导的林果产业，

以赤芍等多年生药材为主导的中

药材产业，以黏玉米、勾勾黄豆角

等特色蔬菜为主导的蔬菜产业 。

2022 年，甘南县菜园开发利用户数

达到 3.6 万户， 面积达到 2.97 万

亩，户均增收 1800 元以上。 其中参

与中药材种植的脱贫户 462 户、面

积 0.04 万亩，年户均收益 2300 元；

参与菜园树莓 、蓝靛果、李子等林

果种植的脱贫户 489 户、562 亩；参

与菜园种植甜 （黏） 玉米脱贫户

2594 户、面积 2515 亩，户均收益达

2000 元。

甘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朱海

涛介绍， 甘南县充分发挥专业特

点，推动乡村产业集约、集中、集群

发展， 围绕富硒大米、 中草药、林

果、黏甜玉米等特色种植，黏豆包、

手工煎饼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以及

棚室蔬菜、肉牛养殖等各类乡村产

业发展方向，2022 年，培育“一村一

品”示范村 30 个，其中市级以上有

10 个，县级为 20 个。

如何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推动各类资源要素跨界融合、集成

集约，形成特色鲜明、丰富多样、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全产业

链？ 甘南县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朱海涛介绍，甘南县坚持粮头

食尾 、农头工尾 ，深入实施“百万

千”产业倍增计划，靠实抓牢“全链

条谋划、全方位推进、全要素提升”

工作机制 ，坚持专班推进 ，协同配

合原则， 先后启动奶乳、 肉食、大

豆、水稻、葵花、中央厨房 6 条农业

产业链供应链， 围绕产业链需求，

不断加快供给基地建设， 引导、鼓

励、 支持头部企业和龙头企业，不

断提高产业链加工规模。

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正在

甘南大地徐徐展开。 种下希望，收

获满满。 （刘伟林 岳海兴）

武乡涌泉乡：

托管养殖带着村民富

近日， 笔者走进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涌泉乡

涌泉村的同富养殖有限公司， 清脆悦耳的牛叫

声不断传来，顺声望去，绿色的饲喂车穿梭于牛

棚，牛儿们悠闲自在吃得甚欢。

“我们长期为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以

及个体养殖户提供肉牛育肥养殖托管、 半托管

服务。 ”公司负责人张宇介绍，由托管方自行购

牛，公司负责托底代养，保证每头牛每年保底收

益不低于托管方所投入资金的 8%， 若发生意

外， 公司按小公牛购买价加托管费总和进行赔

偿，托管方不受任何损失。 目前，公司已与寨上

村、西里庄村等 7 个村实现村企合作，托管养殖

肉牛 130 头。

公司以“托管养殖” 的模式， 实行统一引

种、统一防疫、统一采购、统一饲喂、统一保险、

统一销售， 从而辐射带动全乡肉牛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科学化养殖发展。 张宇介绍，通过

托管服务弥补了散养短板，实行统一采购，不但

解决饲草料配送不足的问题， 还能降低肉牛饲

养成本；实行统一销售，从牛场直接输送到终端

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一头牛可多赚上千元。

“我们村利用村集体产业发展资金在这里

托管肉牛 35 头，共投资 84.5 万元。 ”在涌泉乡寨

上村村委会主任殷东秀看来，托管养殖不但解决

了饲养技术、防疫的难题，主要是增加了集体收

益、 壮大了集体经济，“一头牛正常收益应该在

2500 元左右，35 头，年收益最少在 8 万元。 ”

“同富养殖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太行酒业的

酒糟资源优势，补齐养殖技术短板，采取托管养

殖模式，突破村企发展瓶颈，实现了村企互利共

赢。 ”涌泉乡党委书记王涛说，涌泉乡将坚持把

肉牛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产业，

立 足 资 源 优 势 ， 按 照 扩 量———提 质———增

效———创牌“四步走”部署，努力打造从养殖场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李全宏 赵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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