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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农业

山东滕州

发展智慧农业

近日，在山东省滕州市信华新发展智慧农业

格林高效现代农业产业园，26 万株蝴蝶兰进入瓶

苗的分瓶和接种阶段， 工作人员加紧管护培育作

业，为销售旺季打基础。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智

慧农业， 以精品果蔬、 花卉和脱毒种苗为核心产

业，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特色新模式， 促进农业增

效、助力乡村振兴。 王海滨 / 摄

浙江湖州

太湖蟹迎来丰收季

11 月 5 日，在位于湖州吴兴高新区的杨桂珍

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和志愿者打捞太湖蟹。

随着近期气温降低， 浙江省湖州市太湖南岸

太湖蟹大规模上市， 蟹农们也迎来最忙碌的丰收

季。 湖州市毗邻太湖，有着独特的太湖

溇

港系统。

近年来， 湖州市吴兴高新区凭借这一地理位置优

势，通过“党支部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民” 模式， 统筹盘活村中土地、 池塘等闲置资

源，推进现代化养殖基地、蟹加工厂、蟹宴馆、未

来农场等建设， 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增收致

富。 曹正平 / 摄

江西遂川

井冈蜜柚喜获丰收

近日， 江西省遂川县雩田镇的井冈蜜柚喜获

丰收，陆续开园采摘供应市场。 近年来，当地的农

业产业基地采取“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

的运营管理模式，种植井冈蜜柚、脐橙、油茶等经

济作物 2000 多亩。

图为雩田镇农民在采摘井冈蜜柚。

肖远泮 / 摄

黑龙江绥滨

做大牛产业 过上好日子

党建引领，牵住“牛鼻子”

“以前我们家家户户就靠种点

玉米地，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也就一

两万元的收入。 ”绥滨县东方村村

民刘伟泽说。 随着农业机械化、土

地规模化不断发展，传统农业模式

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农民从“面

朝黑土背朝天”的农活中解放了出

来，开始找寻别的“来钱道儿”。

“我们东方村地处于黑龙江、

松花江的两江交汇处， 占地面积

40 平方公里， 是绥滨县最大的行

政村，有着临水、草多、地广的地

缘优势。 玉米是作为肉牛养殖的

主要饲料来源， 刚好就是我们村

种植的主要农作物， 占到总耕地

面积的 97%， 具备了发展肉牛养

殖产业的‘先天条件’。 ”东方村党

支部书记姜喜春说。

2022 年，东方村建立了“党支

部 + 养殖小区 + 农户” 多元化发

展模式， 开始大力发展肉牛养殖

产业。 绥滨县东方村村集体投资

160 万元，建设打造了占地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红胜屯散户肉牛集

中养殖小区。 小区内配备 9 栋牛

舍、9 处管理用房和专业的粪污集

中收集点，采取统一场地、统一管

理、统一防疫、统一采购、统一销

售等集中经营方式， 有效解决散

户无固定养殖场所、 无标准粪污

处理设施、无专业管理条件的“三

无”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肉牛

品质和产量。

创新模式，探索“牛路子”

多年前，东方村里的肉牛养殖

户有 20 多家， 因为没有固定的养

殖场地，他们大多是在房前屋后搭

建个简易牛棚，经管着自家的十几

头牛。 人还在村外，就闻到了牛粪

味。走进村，更是三步一泡牛尿，五

步一堆牛屎，严重污染人居环境。

这不行， 这样养牛不长久，也

无法做大牛产业。

在耀晖肉牛养殖合作社，负责

人李明对牛粪是爱若珍宝：“我这

合作社肉牛存栏 150 余头，一天产

生的牛粪非常多，但是，一点都不

浪费。 ”

那牛粪去了哪里？

原来， 李明除了养牛还种了

300 多亩的玉米， 牛粪做堆肥，转

化成有机肥，全用在这 300 亩玉米

地里，为绿色玉米种植提供了优质

营养来源。

除了种养循环模式，东方村还

有一种肉牛托管养殖模式。

莹腾肉牛养殖合作社是位于

绥滨县东方村的另一家养牛场，他

们专门为那些有意愿养牛，却没有

经营场所、没有养殖技术的农户提

供全程托管养殖服务。

也就是说， 农户出资购进牛

犊，莹腾肉牛养殖合作社提供更为

专业、精细的养殖服务技术，双方

签订好详尽且明确的合作协议，当

肉牛出栏后，统一结算分红，确保

双方的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目前已有 11 户养殖户与莹腾

肉牛养殖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计托养肉牛 93 头。 今年以来，养

殖户实现收益 2 万元，莹腾肉牛养

殖合作社产值达 53 万元。

扩产延链，做强“牛产业”

“普通肉牛的价格是 20 元到 30

元一斤， 而和牛则是通过‘分区定

价’，西冷、眼肉、上脑等部分的价格

非常昂贵， 一头成年和牛的价格是

普通肉牛的两倍。 ”王永强介绍。

据了解， 和牛的分级由品种等

级和肉质等级决定。 去年，王永强

的公司从新西兰引进了 600 头安格

斯繁殖母牛，采用优质和牛冻精进

行杂交，产出的第二代改良和牛肉

质优良。 今年下半年，存栏和牛将

突破 1000 头大关。这些和牛不仅生

长迅速 ，而且肉质上乘 ，足以媲美

顶级和牛，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每

年 95 万元的集体积累。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三盛牧业

集团有限公司二期牛舍扩建项目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计划建

造屠宰场和冷冻车间 ， 成为集繁

育、屠宰、分割、冷冻 、品牌销售一

体化的养殖企业。 采取“企业 + 合

作社 + 散户代养” 的经营模式，与

农民利益共享 ，逐渐形成“分散育

犊 、集中育肥 、统一销售、技术共

享、品牌共创”的产业格局，绘就绥

滨县高端肉牛养殖“新画卷”。

（刘希曼 岳海兴）

走进位于黑龙江省绥滨县东方村的黑龙江省三盛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院子， 恬静悠

扬的钢琴曲就从两栋宽敞的牛舍传来。 公司负责人王永强介绍：“我们平时不仅给牛听轻

音乐放松心情，还在建造牛舍的时候通铺了地暖、放置按摩机，这样对牛的生长速度、肉

质、口感的提升都有好处。 ”

经过多年发展，东方村的肉牛养殖产业越做越大，拥有存栏千头以上的肉牛养殖企业

1 家，存栏百头以上的养殖合作社 3 家。

而这之前，河止村却是另一番

景象。由于土地大多是圪芦湖上游

沿线的河湾地，土层薄，农作物产

量不高，不少村民选择外出打工。

“除了河止村，紧挨着的乌苏

村、 后沟村等村都存在这样的状

况。”册村镇党委书记卫杰说，让村

民留下来， 并通过这些“薄田”增

收，寻求新的产业成为振兴乡村的

方向。

得知县里的众强农贸公司计

划连片种植甘蓝和线椒后，有着水

源优势的册村镇决定引入该企业，

带着村民干，帮着村民赚。 经过商

议，村民以每亩 800 元的价格将河

湾地流转给企业。

同时， 册村镇拿出 20 万元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购置了 1 台拖拉

机、2 套喷灌设备、30 条消防水管、

2000 米电缆等固定资产，发展大田

蔬菜。 由全镇 28 个经济合作社联

合成立沁县富裕农村集体经济有

限公司进行经营，与众强农贸公司

合作，每年把 10%的分红作为村集

体资金。

今年，册村镇的大田蔬菜种植

面积扩大到 1700 亩，覆盖 5 个村。

甘蓝、青梗菜、圆包菜、胡萝卜等种

类全面开花， 从 3 月到 11 月轮番

上市。

“这里的胡萝卜色泽橙红，口

感脆甜， 不仅在本地市场受欢迎，

甚至远销河北、河南、新疆等地，部

分产品出口韩国和日本。 ”众强农

贸公司负责人秦永刚说，“由于精

细化种植管理，现在采收的胡萝卜

亩产能达到 8000 多斤， 每斤收购

价 0.6 元。 ”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 开 展 集 中

化、规模化种植 ，有效促进了产

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过科学种

植和精细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了

种植收益 ，昔日的“薄田 ”变成了

良田 。

规模化种植也给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 据

介绍，蔬菜种植基地一天平均用工

量达 100 人， 吸纳 37 户脱贫户务

工。 每年能为村民带来土地租金、

劳务薪酬收入近 200 万元。

“今天在这一片收胡萝卜的村

民有 50 多人，按件计算，村民人均

一天能收入 120 元。 ”负责带领其

他人务工的村民王萍孩说。

“把 3.6 亩河湾地流转给企

业，一年流转费有 2880 元，一年务

工能收入 2 万余元，这两笔钱够自

己和老伴儿生活开销了。 ”村民杜

国伟说。

（王艳 马玉）

山西沁县

带着村民干 帮着村民赚

时下，山西省沁县册村镇河止村的 500 亩胡萝卜进入收获期，村民们一边忙着采挖、去

缨、装袋、装车，一边迎接着来自新疆、山东等地的客商，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