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农业

13

MARKET��INFORMATION

2024-11-27���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静利 制作 杨静利 电话：0351-�4132512

今日农业

湖北秭归

“早红”脐橙采销忙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6 万多亩“早红”

脐橙丰收上市，当地果农抓紧采摘、转运、包装、

供应市场。 秭归县作为“中国脐橙之乡”，持续改

良脐橙品种， 一年四季有鲜橙上市。 脐橙已成为

该县果农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图为秭归县郭家坝镇百日场村果农用田间单

轨运输车转运脐橙（无人机照片）。 郑家裕 / 摄

浙江杭州

“阳台菜园”

成为都市农业新风尚

近日， 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的“勿忘农集

团科研中心”，杭城市民代表、杭州市农业农村局

的农技专家参观“阳台菜园”品种展，查看“阳台

菜园”各类蔬菜品种。

近年来，围绕阳台种植、果蔬全培育成长周

期的产业链在杭州渐成雏形，“阳台菜园”的配套

种植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徐昱 / 摄

湖南安乡

“稻稻菜”轮作

冬闲田变增收田

近日，村民在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康乡安

兴村“稻稻菜”示范基地采摘蔬菜。

近年来，常德市安乡县推广“早稻 + 晚稻 + 蔬

菜”轮作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蔬菜播种

面积常年稳定在 20 万亩以上，其中采用“稻稻菜”

模式的产业规模达到 5 万亩， 通过不断提高土地

综合利用率，使冬闲田变成增收田。 周勉 / 摄

山西临猗

养好大闸蟹 迈上致富路

��������临猗县薛公滩地处黄河流

域， 水体 pH 值和泥沙含量适中，

富含微生物和微量元素， 养殖滩

下水草丰茂， 可满足大闸蟹生长

需求。 加之这里大都是沙土地或

盐碱地，土壤不易板结，大闸蟹爬

行更为舒适， 品相更佳。 10 月 25

日，2024 河蟹产业（上海）博览会

上， 拿到“河蟹产业模式新锐企

业”“河蟹产业模式领军企业优秀

奖”等奖项。

为了壮大特色产业， 当地不

断完善养殖基地， 在打造专业化

蟹塘的基础上， 又投资 800 多万

元，建成标准的尾水治理系统。 同

时，种植藻类、荷花，既可以中和

盐碱度，又可为螃蟹提供食物，形

成莲蟹共生的养殖模式。

薛公滩养大闸蟹，已有 12 年

历史。 2012 年， 安徽芜湖人张俊

来到薛公村，承包了 1000 亩河滩

地。初来乍到，张俊曾尝试种植莲

藕。 后来发现河滩地是得天独厚

的宝地， 更是养殖大闸蟹的理想

之处。 2015 年，张俊正式开启“养

蟹之旅”。

“这里天好、地好、水好，我的

基地已经从最初试养 30 亩发展到

如今的 600 亩了，而且亩产也从开

始的 15 公斤、25 公斤， 提高到现

在的 100 公斤左右。 产品除在当地

销售外，还销往北京、上海、西安、

太原等地，销售利润近 30%。 ”张俊

难掩自豪。

在张俊的带动下，薛公村 4 户

人家也加入了大闸蟹养殖行列，共

发展养殖面积 500 亩，大闸蟹养殖

渐成气候。 截至目前，薛公村黄河

滩共有 1000 余亩蟹塘 ，20 多家农

户在这里养殖大闸蟹。

“2017 年，我们成立了山西薛

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养殖黄

河大闸蟹、小龙虾和鲈鱼、罗非鱼

等， 现有黄河滩涂养殖面积将近

2000 亩，2023 年获评‘国家级水产

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薛

公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俊

怀说，“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发展，我

们注册的‘薛公黄河大闸蟹’‘品极

鲜大闸蟹 ’等品牌 ，已经在全国市

场占有一席之地，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认可。 ”

每年的大闸蟹开捕时节，薛公

滩都要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威风锣鼓、舞狮表演、管乐

演奏等轮番上演，带动当地农文旅

融合发展。 据程俊怀介绍，薛公滩

已连续举办了多届黄河湿地荷花

旅游节 ，今年的大闸蟹、小龙虾等

线上线下销售异常火爆。 下一步，

薛公村将加强政产学研的村校合

作， 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200 亩的苗

种培育基地，1000 亩成蟹标准化基

地，新建黄河大闸蟹博览馆 ，不断

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杨红义 杨琳）

“这里养殖的螃蟹，膏黄饱满，肉质细嫩，入口没有泥腥味和湖腥味，品质高、口感好！”

近日，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虾蟹体系淡水蟹生态系统养殖科学家成永旭

到山西省运城市考察时，对临猗黄河大闸蟹啧啧称赞。

今年以来，临猗县聚焦以农促游，依托黄河资源和大闸蟹优势，加快补齐旅游产业短

板，让这一“隐藏款”特产化身为推动地方经济、提升地域知名度的强劲引擎，助力县域产

业版图精彩“换装”。

村民致富金钥匙

红菇娘丰收的季节，在铁力市

满江红村集英中药材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将

红菇娘剪根、去皮、取果、装筐，一

片繁忙景象。

据介绍，红菇娘皮具有清热解

毒的功效，是市场价值很高的中药

材，红菇娘的果实可以作为饮料的

原材料， 根部也可以作为种子销

售。 今年，集英中药材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种植

了 10 公顷红菇娘。

“我们满江红村最有名的是平

贝，红菇娘是我们在 6 月下旬平贝

收获结束后，利用土地轮作的方式

种植的，可以实现‘一地双收’。 ”

村民说。

满江红村是铁力市远近闻名

的平贝种植村，近年来，满江红村

鼓励农户发展新型庭院经济，在房

前屋后种植平贝药材，让方寸空闲

地巧变增收小药园。

平贝种得好， 也要卖得好，满

江红村以精深加工、打造品牌为重

点，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开展

品牌建设行动。探索成立了满村红

贝中药材有限公司，注册了“道地

龙贝”“满村红贝”商标，提升了市

场集聚力和产品知名度，推进平贝

产业品牌化发展。

产业发展新潮流

拜泉县采取“村集体+ 合作社 +

种植能手 + 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户

积极参与合作社运营， 种植经济作

物和绿色有机蔬菜，施行统一品种、

统一管理、 统一质量和全程溯源管

控，全县签订小院蔬菜包年订单 200

多份，菜园认领订单 30 多份。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利民村为

扩大销售渠道， 提高经济收入，打

造了庭超对接、庭食对接、庭展对

接、庭商对接 4 种对接销售途径和

“化零为整”的销售模式，并利用农

村电商进行网上销售，有效解决了

蔬菜滞销问题。

饶河县依靠产地直供畅通农

货进城渠道，由饶河县农业农村局

与家乐购、远东、大福园等超市签

订合作协议，由种植合作社统一收

购农户多品类当季蔬菜运往各大

商超，确保村民种得出、卖得好。

美丽乡村新名片

春季花香飘百里，秋季硕果挂满

园。“菜园革命”不仅鼓起了村民们的

钱袋子，也让村里的面貌大变样。

若是盛夏时节来到黑河市爱

辉区西岗子镇坤站村，盛大的玫瑰

花海定会让人惊叹。 据介绍，爱辉

区秉持农村“小园地”是菜园也是

景点的发展理念，结合玫瑰产业项

目打造文化产业特色驿站，在驿站

产业园、全村房前屋后菜园及道路

沿线扩种玫瑰花。

嘉荫县朝阳镇永安村积极发

展乡村文旅经济，将蔬菜生产和乡

村旅游挂钩，让村民自发参与把农

家院变成“绿化地”，破解了村民群

众房前屋后杂物乱堆难题，极大地

提升了村庄颜值。五常市充分开发

利用乡村农户庭院露台、房前屋后

空地资源 ，杜绝荒废 、闲置 、杂乱

地，提高农户自家菜园的土地利用

率，创新菜园利用方式，实现了菜

园变花园。

一个个“特色园”“创意园”“艺

术园”的涌现，带出了一批批“文化

村”“特色村”“旅游村”，如今的乡村

不仅越富越美，人气也越来越旺。

“拿出一亩田 ， 增收一万元。

‘四小园’ 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中药材

发展处（经济作物处）处长修国辉

表示，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坚持突出

重点、亮点、优势和特色，依托龙头

牵动、 典型带动、 政策促动等“10

动”发展路径，坚持统一供种、统一

订单、统一田管、统一标准、统一品

牌、统一销售“六统一”管理模式，

打造一批专业村、特色屯，整村推

进“四小园”建设，让小庭院真正发

展成大经济。 （唐海兵）

黑龙江种好“四小园” 绘就新图景

村头巷尾、房前屋后的空闲地能有多少？ 利用其发展小菜园、小药园、小菌园、小果园

能产生多少效益？ 笔者日前从省农业农村厅中药材发展处（经济作物处）了解到，黑龙江省

坚持以村为单元，突出当地优势、特色和基础条件，充分利用“四边两地”（路边、沟边、田

边、林边和房前屋后用地、村集体公共用地），挖潜力，扩规模，放大优势，打造寒地果蔬、寒

地食用菌、寒地龙药等特色品牌，拓展增值增收空间，做精做优庭院经济。 截至目前，全省

共有“四小园”5470 个，面积达 53.81 万亩，创造产值 33.8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