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清晨采摘黄花。

7

月

3

日， 山西省阳城县

横河镇水头村的晋城市晋岳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桑黄种植基地

一片繁忙， 农民工们紧张有序

地进行桑黄种植管护工作。

桑黄是一种名贵中药材，

利用桑枝、 杜仲树木屑及中药

材废料等材料进行培育。 近日，

该基地的淡黄色桑黄从菌袋中

破袋而出，长势喜人。 这一成功

的种植技术由晋岳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引进。 自去年以来，公司

建立了占地

30

亩的

28

栋桑黄

大棚，每棚可放置菌棒

3000

个，

预计总产量可达

2

万多斤。 作

为全省首家桑黄种植基地，该

基地为阳城县的蚕桑综合利用

创新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近年来， 晋岳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依托当地蚕桑产业资源

优势， 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

展的理念，推广清洁能源，发展

循环经济。 在开发桑叶面、茶、

酒等蚕桑系列产品的基础上，

公司利用废弃桑枝培育桑黄，

延伸了蚕桑产业链， 使大量废

弃桑枝变废为宝， 成为助农增

收的大产业。 公司每年转化废

弃桑枝

126

万公斤， 并为周边

30

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下一步， 晋岳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计划在推广桑黄种植的

同时建设桑黄全自动菌包生产

车间， 并加大与科研院校的合

作，开发更多桑黄系列产品，真

正打响山西桑黄品牌， 带动百

姓增收， 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

新活力。

卫晋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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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200个乡村产业示范村

助力群众就业致富

牦牛肉、青稞、藏系羊肉、枸杞、藜麦……记者日

前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充分挖掘资源禀赋，

做优做精特色产业，青海打造了

200

个乡村产业示范

村，创建了一批乡村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助力农牧民

群众就业致富。

今年以来，青海立足资源优势，发挥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建

设田头贮藏、预冷保鲜、烘干晾晒、分级包装、冷链物

流、城市配送等产地初加工设施，推进“生产

+

加工

+

科技”一体化发展，加快产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

值，打造引领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平台和载体。

为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青海

按照“农业

+

”多业态发展模式，积极盘活闲置农房、

宅基地等资源，发展旅游民宿、农家乐，培育休闲采

摘、草原牧游、农耕体验、休闲露营、森林康养等新业

态，推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目前，青海全省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超过

1.7

万个和

2

万个。 各地以

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

务为支撑，建立一批“企业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

的联合发展体， 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

能力。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海多举

措做优做强特色劳务品牌， 对接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的用工需求，拓宽农牧民群众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

同时， 青海各地把以工代赈作为促进农牧民家门口

就业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道路建设、小型

水利等项目中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 为农牧民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 （邢生祥）

山西大同：

月夜采黄花

盛夏，随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在天际，山西

大同市云州区唐家堡村的一片黄花菜田渐渐被柔和

的月光覆盖。

夜风轻拂，万籁俱寂，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与远

处村庄的灯火交织成一幅宁静的乡村夜景。 此刻，这

片占地数万亩的黄花地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繁忙也最

独特的时刻———夜采黄花。

夜色如墨，黄花地里闪烁着点点星光，那是采摘

工们头上佩戴的射灯，他们全副武装，长袖长裤、雨

靴、雨衣、防虫帽、头灯一应俱全。

唐家堡村村民唐万手法娴熟， 只见他轻巧地捏

住黄花的底部，轻轻一旋，一朵完整的黄花便落入篮

中，动作既迅速又小心翼翼，生怕损伤了这些娇嫩的

花朵。“为了确保黄花的品质，采摘工作必须在夜间

进行。 因为高品质的黄花是未开放的花蕾，一旦见到

阳光，黄花会迅速盛开，其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都会

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需要与时间赛跑，赶在黄花绽

放前完成采摘任务。 ”唐万边摘边对旁边的新手解释

道。 夜深了，但田间依旧热闹非凡，村民们的谈话声、

欢笑声此起彼伏。

“今年的黄花长势喜人，看来咱们的分红能比去

年多不少呢！ ”唐家堡村民郭秀青的话语中充满了喜

悦，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期待。 旁边，唐万接过了话

茬：“是啊，今年这分红绝对比往年高，你看，今年这

黄花长得真好看，一会回家用黄花菜炖只鸡，想想就

馋呢！ ”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自豪。“再喝点黄花啤

酒，润润嗓子。 ”不知是谁的一句话调侃话，引起了村

民们的哄堂大笑。

采摘结束后，村民们聚集在村口的大树下，开始

清点今天的收获，经过称重、分级后，村民们迎来了

最期待的环节———结算工资。“王叔，您儿今晚上摘

了

300

斤 ，按每斤

1.5

块钱算 ，这里是

450

块 ，您数

数。 ”会计逐一结账，确保每位采摘工都能及时、准确

地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 拿到钱的村民们笑逐颜开，

讨论着用这笔钱添置家用或是给孩子买些学习用

品。

夜采黄花，不仅是一场农事活动，更是村民们情

感交流、团结协作的体现。 在这片被月光照耀的云州

区黄花田里， 每一朵黄花都承载着村民们的汗水与

希望，每一次分红和结账，都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肯

定与回馈。 （马静波 蒋京 文

/

图）

山西阳城：废弃桑枝育桑黄 循环经济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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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

“数据池塘”

养出百万斤生态鱼

近日，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镇

龙泉社区，夏日晴空下，鱼池连

片纵横，池中青鱼、草鱼、鲢鱼、

鲤鱼翔游欢跃。

这是一片“数据池”，在鱼池

看得见的生机之下，有一套“看

不见”的智慧养鱼系统。

在鲁渝协作的支持下，龙泉

社区与山东省浪潮集团合作，共

同开发了“鱼慧养”平台，帮助当

地 养 殖 基 地 的 产 量 增 长 近

10

倍。

数据成为“鱼饲料”

水产养殖历来是龙泉社区

的特色产业。 早在

10

多年前，傅

祥水产养殖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傅永祥就在当地打造了

200

多亩水产养殖基地，但年产量仅

20

余万斤。

去年，傅永祥的基地产量一

举达到

200

万斤。 这近

10

倍的

增产秘诀，就是“鱼慧养”平台。

该平台通过配套建设物联

网等基础设施，实现水产养殖过

程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并

生成数字模型，指导渔业养殖。

“我们前期部署了传感器等

物联网设施，结合相关的专用分

析软件和通讯网络，组成智能化

系统，实时对养殖数据进行量化

分析，进而采取相应措施调控水

质。 ”该平台技术人员介绍，通过

“鱼慧养”平台，养殖户可以通过

电脑或手机观测设备运行情况。

“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的‘鱼

饲料’。 ”傅永祥用手机打开“鱼

慧养”平台程序，上面记录着鱼

池中的水溶氧值、水温、盐度等

各项数据，“一旦某个数据指标

出现异常，系统立马弹出预警信

息 ， 这 极 大 减 少 了 鱼 儿 的 病

死 率。 ”

依托该平台，龙泉社区目前

已打造渔业核心基地

200

亩，实

现年产值

2000

万元以上。 项目

完全建成后 ， 预计将形成占地

300

余亩，年产商品鱼

150

万斤，

年产值突破

2500

万元的数字示

范基地。

为鱼群打造“瘦身跑道”

结合“鱼慧养”平台，龙泉社

区还在渔业养殖技术上进行创

新，建立“跑道鱼池”，让鱼群自

然瘦身。

“我们在鱼池中安置有水体

增氧设备 ，采取‘地下山泉水

+

高溶氧注入

+

水流循环推动’的

高密度瘦身养殖模式，建立‘跑

道鱼池’，让鱼儿‘跑步瘦身’。 ”

长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方

式养出来的鱼脂肪含量低，肉质

紧实，达到生态鱼的标准。目前，

龙泉社区年产生态鱼超 过

50

万斤。

该负责人介绍，除高密度瘦

身养殖外，龙泉社区还探索形成

了阶梯式循环水生态养殖、池塘

内循环微流水养殖、特色脆皖鱼

养殖等多种养殖模式，最高亩产

值能达到

10

万元。

形成微山湖四鼻鲤鱼

全产业链

在万州区北滨路江来好礼

品烤鱼店，几盒烤鱼产品吸引了

游客的注意。 礼盒上，除了印有

“万州烤鱼”字样外，还有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微山湖四鼻鲤鱼”

的标识。

这是江来好（重庆）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来好公司）

生产的烤鱼产品，融入了万州烤

鱼的制作技艺，并以微山湖四鼻

鲤鱼为食材 。 在万州 ，这一鲤

鱼种苗的供给 ，不是来自微山

湖所在的山东济宁 ，而是在龙

泉社区 。

2021

年，济宁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魏昌彦被

选派到万州协作支援 ，挂职万

州区政府党组成员 、农业农村

委副主任 。

魏昌彦了解到，万州是中国

烤鱼之乡，

2008

年万州烤鱼还被

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食

材以鲤鱼为主， 但大多来自湖

北。 这让他联想到家乡的微山湖

四鼻鲤鱼。 这种鲤鱼不仅肉质细

腻 ， 蛋白质含量比猪肉还高出

30%

以上。

于是，这一年万州区引进了

40

万尾微山湖四鼻鲤鱼鱼苗 ，

并在龙泉社区建立微山湖四鼻

鲤鱼种苗繁育基地。

一年后，龙泉社区成功繁育

出

300

万尾微山湖四鼻鲤鱼苗。

长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依

托“鱼慧养”平台，力争到

2025

年将龙泉社区打造成为“万州烤

鱼”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基地。 同

时，助力推动“万州烤鱼”与“微

山湖四鼻鲤鱼” 两大

IP

的深度

融合，着力打造集繁育、生产、加

工、营销为一体的微山湖四鼻鲤

鱼全产业链。

（苏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