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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月柿”，广西恭城瑶

族自治县特产。 近年来，在县

委、 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广

大果农结合资源优势，加大低

产果园改造，把柿子产业做大

做强。 据了解，广西是中国柿

子主产区， 产量排全国前列，

而广西柿子主产区集中在平

乐和恭城两县。 当地柿子产品

远销海外，柿子种植和加工已

成为富农增收支柱产业之一。

图为游客在采摘柿子。

刘洪 陈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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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托管

成为农民致富增收新途径

��������土地是村民的“命根子”，如

何探索出一条“土地生金”的乡村

振兴之路？ 菜王村立足自身资源

优势，以粮食集中种植为突破口，

着力构建以党建为统领的“农户

土地入股、集体统一经营、保底加

二次分红” 的土地集中经营新模

式，成立合作社，服务小麦、玉米

等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

实现农业托管“一条龙”。

托管初期， 王付亭和乡亲们

抱有一丝顾虑。 后来，他们了解到

每年每亩地不仅有 800 元保底收

益， 还有土地增值收益的二次分

红，效益越高分红就越多。 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2021 年秋，他将自家

4 亩耕地全部参与托管。 自此以

后，耕作不误农时，除草、施肥、灌

溉等工序由菜王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全包， 期间还有专业农技人员

来到田间地头“把脉”，依据苗情

随时“开方”。 托管第二年，王付亭

家便收到了 5000 余元的托管费。

“以前种地都可忙了，也没有

劳力，托管以后，年轻人可以腾出

时间出去打工，再增加点儿收入。

而且产量相比以往每亩会多个百

八十斤，很让人省心。 ”王付亭告

诉笔者。

从土地托管中得到实惠的，

不仅局限于村民个人， 还有村集

体收入。 作为菜王村首批参与托

管村民组之一的小赵庄村， 依托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顺利完成

全村 290 余亩耕地的托管。 该村

民组通过整合土地， 利用边角土

地和之前的公共区域土地， 扩大

有效种植面积，让小田变大田。 原

来 100 余户村民的地块整合为一

块大田后，为村集体增加了 30 亩

左右的种植面积。

“土地托管以后，耕、种、管都

是统一的， 每亩花销相比个人种

地会降低 50 元。 就像犁地，原来

俺村犁完得三四天， 现在一天就

可以完成，省时省工。 乡亲们不仅

拿到每亩地保底 800 元， 而且每

亩地会增收 200 元左右， 再加上

国家补贴， 一亩地收入 1000 元以

上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除此之外，

村集体还有 1 万元的进账。 ”菜王

村第七村民组组长张景召说。

清清楚楚的账单、实实在在的

收益，彻底打破乡亲们多年来的传

统种植观念。 2022 年，菜王村农户

每亩收入为 1000 元至 1280 元。 借

助土地托管，村里还成立了牛牛务

工队，将村民集中在一起参与农田

管理，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目前，我们村托管土地 1750

亩，采取的是‘三三四’分红模式，

村民每亩地保底 800 元。 合作社收

益的部分按照村民小组和村集体

各三成、农户是四成的方式进行分

配。村集体收入我们用在每年的水

利设施维护和边缘开荒等方面 ，

2023 年开荒大概有 30 亩地。 土地

托管后，各项成本降低了，粮食产

量高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扩

大托管面积，延长产业链，进一步

让土地生金、农民增收。 ”菜王村

党支部书记刘红伟说。 （王帅杰）

眼下正是田间冬管时节，在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菜王村，看着眼前来回穿梭的农

用车辆，干了半辈子农活儿的王付亭满脸笑容。虽说他现在站在地头当起了“闲人”，地里

庄稼的收益却是有增无减，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菜王村实施的土地托管服务。

中药材牛市继续演绎，部分品种继

续高歌猛进 ，部分品种开始回头，高位

入手的已经套牢 ， 低位入场的仍在赚

钱，2024 年怎么发展中药材， 推荐几个

寻找商机的思路。

一、中药材市场大宗品种，亩收益

较好、可长期发展种植品种：射干、旱半

夏、桔梗、板蓝根、白术、黄芩、党参、远

志、黑柴胡、红花、知母、紫苑、北沙参、

瓜蒌 、金银花 、黄芪 、黄柴胡 、黄精 、苍

术、牛夕、白芷、急性子、连翘、威灵仙、

川芎等。

亩收益比较平稳、价格比较稳定的

种植品种大黄、蒲公英、荆芥、苦参、山

药、枸杞、鸡冠花、薏米、当归、太子参、

丹参、徐长卿、沙苑子、生地、蛇床子、白

鲜皮 、紫苏 、附子、藿香 、皂角 、白花菜

子、赤芍、甘草、茜草、穿山龙、芦巴子、

决明子、杜仲、菊花等。

二、中药材价格为什么上涨？ 未来

涨不涨？ 看看 30 年的价格变化，每个品

种都在上涨， 比如苍术从 5 元 / 公斤一

路上涨到 150 元， 牛黄从几万元上涨到

130 万元，需求量加大就是主因。 广东经

济强省产值 1980 年 300 亿元，1990 年

1500 亿元，2000 年 1 万亿元，2010 年 5

万亿元，2022 年 12.9 万亿元。 药材为什

么涨，特殊商品，消费跟进，螺旋上涨趋

势。 我们不能以刻舟求剑的思维看某个

中药材品种价格未来走势，选择总体趋

势看好的中药材品种发展就很稳妥。

三、如何寻找大牛品种？ 从过去的

多年历史价格走势图分析，寻找高低价

差大的品种，牛市的价格高点一波比一

波更强。 典型品种如射干，已经几轮牛

市行情， 高点依次是 30 元、70 元、130

元、180 元， 未来仍有再创新高的机会。

类似的品种有：旱半夏、金银花、五味子

等。 历史会重演，牛市会再来，及时入手

实现致富。

四、 反其道而行之。 避开热点品

种，防止一拥而上 ，那么可选种冷门品

种，市场关注度弱 、价格比较低迷的品

种。 冷门变热门需要时间，部分冷门品

种会持续多年，做好心理准备。 但若受

天灾减产、需求暴涨等影响 ，冷门变热

门价格大涨时间也很快。典型品种如沙

苑子，原来一直维持 20-30 元，而后上

涨到 80 元，再飞涨到 350 元。 每个品种

都有亮眼的时候。

五、关注投资收益比。 部分品种价

格暴涨，投资过大，比如白术、北沙参，

种子加肥料等生产成本 6000 元左右

了， 在普通年份， 白术的收益才这么

多， 虽然今年的收益能到 15000 元，明

年不知道价格走向何方。旱半夏投资大

也是几千元，但适合长期种植，自己繁

育发展， 以此来减小投资达到高收益。

暴富机遇少 ，理性看待价格涨跌 ，合理

投资发展。

六、 中药材种植注意什么？ 中药材

生长需要合适的光照、温度、水分、空气

和风，需要肥沃的土壤、肥料，需要及时

处理病害、虫害、除草，合理的喷施农药

杀虫杀菌除草， 收获后产地初加工，贮

藏要注意防虫防潮。 实践来看，一个方

面或几个方面处理不好，都会导致功亏

一篑。

时代在发展 ，信息更灵通 ，新老药

农更应胆大心细，因地制宜发展地道药

材，发展优势品种。

（赵帅 郭凤）

2024 年中药材种植发展什么品种好

江苏江阴:

花山村里花山居

远看水清岸绿， 近听鸟语禽鸣， 在江苏省水美

乡村花山浜 ，漫步河岸 ，观休憩亭、景观桥错落有

致，农房墙上村民手绘的水墨画与周边的花草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江阴市云亭街道花山村以“千万工程” 经验为

鉴， 将环境卫生整治与绿色生态家园建设紧密结

合，6.4 平方公里的村域内，6380 亩森林公园 、2134

亩原始山林、1000 余亩水域、31 公里生态绿道……

一系列数据无不彰显花山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良好发展势头。

2023 年以来，花山村坚持党建引领，以“三清三

治 ”专项行动为抓手 ，清理各类垃圾 、清理违建违

放、清理家河家塘，治理农村厕所、治理农村污水、

治理农田风貌，推动村容村貌提档升级。

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是花山检验工作的根

本标准。 村“两委”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推

动花山浜幸福美丽河湖建设、 朱家宕农房翻建项

目、 老年活动室提档升级等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

见效。

花山村既要有“颜值”，更要有“内涵”。 一大批

草根书画家，笔耕不辍；村里的书画社，让群众变

“主角”。 花山村不仅成为全省第一个走进江苏省美

术馆举办画展的乡村，更是走进了中国美术馆成功

举办画展，书画已然成为花山弘扬传统文化的一张

亮丽名片。 （卞佳奇 李文博）

浙江永康：

现代社区为民生幸福“加码”

日前，成人“双证制”高中学历提升培训在浙江

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平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开

展，百余名社区居民开启“集体充电”模式。

把课堂“搬”进社区，不仅提升了学员的知识技

能水平，也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便利，而这得益于平

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 在这里，各类便民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城市阅读吧、托育中心、居家养老

中心、 多功能活动室……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

文体娱乐、医疗卫生、邻里互动等一系列服务。

在东城街道， 现代化社区建设深入人心。 近年

来，东城街道以党建统领整合资源力量，全力推动

现代社区建设，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的

服务功能，激活多元主体破圈融合、合作共治，破解

“一老一小”服务堵点，推进社区服务和治理提质增

效，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绘就居民生活“幸福底色”。 截至目前，辖区内 7 个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顺利完成升级改造，2 个社区入

选省级现代社区创建名单，累计开展各类社区服务

活动 3000 余次，惠及辖区居民 10 万余人次。

接下来， 东城街道将继续探索现代社区建设的

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全力打造“舒心、省心、暖心、

安心、放心”的幸福生活共同体，把居民的美好愿景

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共富实景。 （王佳涵）

广西恭城：

柿子丰收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