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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

甜樱桃育种联合攻关

取得突破性成果

8 月 4 日，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由大

连市绿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牵头、 多家科研院

所和高校参与的国家重要特色物种（甜樱桃）育

种联合攻关，今年以来在种质资源收集、杂交育

种评价、杂交育种攻关、砧木育种攻关等多方面

取得了重要突破性成果。

据介绍，两年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国家育种

联合攻关总体方案》，确定了国家重要特色物种

育种联合攻关名录。 其中，大连优质特色农产品

甜樱桃入选国家重要特色物种育种联合攻关名

录，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特色物种育种品种。 今

年，联合攻关取得多项标志性成果：成员单位大

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自选的优系

“9-70”已完成 DUS 测试，拟申请植物新品种

权， 而且对甜樱桃 Sweet 基因家族成员进行系

统发育分析， 鉴定出可能调控不同甜樱桃品种

间糖累积效率差异的候选基因。

据悉，辽宁省将进一步加快甜樱桃育种进程，

培育一批高产、优质甜樱桃新品种和抗逆性好、适

应性强的砧木新品种，为促进甜樱桃产业发展、丰

富百姓“果篮子”、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

胡海林

)

皖北绿色食品产业

集群建设跑出“加速度”

从日前召开的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

推进会上获悉， 安徽省充分发挥皖北八市广袤

的地域空间、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坚持种养

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抓，做好“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 增值大文章， 加快

建设结构合理、链条完整、布局优化、规模巨大

的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推进长三角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高质量发展， 构建全省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新格局。

今年以来，皖北各地组建“大兵团”、实行

“阵地战”，截至

6

月底，品质粮食、优质蛋白、绿

色果蔬、徽派预制菜、功能食品等皖北绿色食品

五大产业集群新增“双招双引”项目

774

个、投

资总额

1731.43

亿元。 在项目牵引拉动下，上半

年皖北五大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达

1445

亿元，同

比增长

13.4%

。 全椒小龙虾、淮南牛肉汤、符离

集烧鸡、亳州药膳、怀远糯稻、灵璧食用菌等细

分领域产业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安徽省建立了由省直相关单位、皖北八市、龙

头企业、重点科研院所、绿色食品商协会共同参与

的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智慧系统。 省农业

农村厅谋划“三个

100

”计划，即推介

100

个重点

招商项目、省市县联动拜访

100

家行业领军企业、

邀请

100

家行业头部企业来皖考察。 在省里五大

产业集群、

17

个细分赛道总体布局下， 各地进一

步明确产业序列清单和发展规划。 蚌埠市怀远县

主攻糯稻全产业链建设，目前产值突破

100

亿元，

成为全国糯稻市场的风向标。 淮北市烈山区因地

制宜发展石榴产业，从石榴采摘、石榴果汁、石榴

酒的生产，再到石榴文化旅游，多种“吃法”促进

一、二、三产融合。

皖北各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

持遵循市场规律，研判市场需求，调整完善生产

体系。 滁州经开区按照“龙头企业—产业链—产

业集群—产业业态”的产业发展规律，围绕绿色

食品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集聚各类食品

企业

1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31

家。

目前，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已形成“目标

在高端”“活力在流量”“生机在品牌”“未来在科技”

等显著特点。五河县开发氮气锁鲜包装手撕鸭脖、单

品年销售过亿元；霍邱县鹅肝产量占全国

1/3

以上；

太和县仅“太板一号”一家电商公司合作的网红达人

就有近

1000

人；亳州市花草茶占据网销八成市场，

近百家企业加入“亳州养生”品牌；六安市打造“皖西

白鹅”区域公用品牌，羽绒及制品经营主体

1000

家

以上；“徽牛云” 数智平台让每头牛都拥有一个电子

身份证，实现养殖交易全程溯源。

皖北八市将立足全省全域，形成“集群在皖

北、链条联全省”的“大皖北”产业矩阵，同时遵

循市场规律， 形成地方政府统筹协调服务、“头

部企业

+

科研院所

+

产业基金

+

经营主体

+

园区（基地）

+

集体组织

+

农民群众”联合联动

“大兵团”作战模式，集中最优势兵力攻坚皖北

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为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

省作出新贡献。

(

罗宝

)

盛夏时节，沿着广东省博罗县柏塘镇小洞村入村的柏油路一路前行，约

10

分钟后，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出现在眼前，一座现代设计感与自然风格完

美融合的民宿掩映在绿树间，穿过民宿前的林间栈道，满目苍翠的草坪绿地让

人心旷神怡，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 池塘边，家长和孩子们搭起幕布帐篷，笑

声此起彼伏……

挖掘乡土资源

做强特色经济

———广东博罗县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析

谁能想到， 几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荒芜，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

常住人口只有

200

人的小村庄通

过整合零散资源、盘活存量资产，

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3

万多元增长

至如今的

112

万元。

通过创新模式、 因村制宜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案例在博

罗县比比皆是。 位于福田镇的百

年古村落徐田村引入社会力量支

持， 进一步挖掘和传承古村落文

化， 通过文旅融合让徐田古村焕

发新生机； 而石坝镇乌坭湖村通

过大力发展三黄胡须鸡养殖产

业， 在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不

断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农户致富。

博罗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

该县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

2023

年已实现

9

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超

1000

万元，

48

个村超

100

万元，

300

个村突破

20

万元，

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4.12

亿元。 近日，记者前往博罗县多个

村庄，探索其联农带农、壮大村集

体经济背后的故事。

让闲置资源“活”起来

柏油村道平坦干净、特色墙绘

栩栩如生、古建筑群游人如织……

罗浮山下，徐田河畔，山清水秀的

徐田村正在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新

晋文旅打卡点。 这座有着

300

余

年历史的古村曾经一度空心化，

如今却焕发新生。

从空心村到典型村， 得益于

博罗县和福田镇把徐田村作为

罗浮山下的特色文旅典型村打

造 。“徐田村名气比较大的就是

客家围屋风格的古建筑 ，有五经

魁 、 四德堂以及徐兆麟故居等，

300

多年间培育出了

17

位武官 。

福田镇虽然有很多村都还保留

着这些古建筑 ，但是徐田村的古

建筑群是现状保存较好，规模较

大，而且历史底蕴比较厚重的。 ”

副镇长梁保军介绍。

不过，历经岁月变迁，仍有一

些建筑出现破败和坍塌的情况 。

与此同时， 由于背靠经济较为发

达的新圩镇， 很多村民都选择了

外出打工， 村里出现了空心化的

情况，这一度愁坏了梁保军。

为了让资源“活 ”起来，为村

集体和村民增加一份收入， 徐田

村与泰康集团开展村企合作 ，投

入了

600

多万元对古建筑进行修

缮和再利用。“你看，这就是维修

时在屋顶青砖缝间发现的！ ”梁保

军指着现场展示的两份宣纸手抄

笔墨房契说。 五经魁经过修缮，已

经成为乡村文化“博物馆 ”，每年

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 带动了乡

村旅游和农家乐等业态发展。

与此同时，徐田村又引进了罗

浮山经营公司， 双方以民房盘活

租赁等形式合作开发民宿项目，

探索“政府引导

+

集体为主

+

企

业运营”的整村经营模式。 徐田村

委整合兰门小组的闲置房屋后 ，

上述公司在镇交易平台统一租

用，房屋被改造成罗浮山下·兰门

村精品民宿， 每年给徐田村交付

租金

16

万元。

而在小洞村，无人居住的民房

同样也被盘活。“全村有

7

个村民

小组

268

户共

1090

人，但常住人

口只有

200

人， 且都是老人和儿

童， 有一些农房无人居住。

2021

年， 我们村引入了悠居·谷也民

宿， 民宿经营方租赁了闲置农房

进行改造， 闲置资源的盘活给农

民带来了流转租金、固定分红、入

股分红等多种收益。 ”小洞村党支

部书记练惠衡表示。

悠居·谷也民宿店长姚江南告

诉记者 ，民宿共

16

间房 ，除了可

以住宿外，还可进行亲子娱乐、烧

烤露营等活动， 暑假期间一房难

求，客单价在

1000

元以上。

让特色产业强起来

不同于徐田村和小洞村，乌坭

湖村壮大村集体经济依靠的是发

展当地特色产业———三黄胡须鸡

养殖业。

三黄胡须鸡因其嘴黄、 脚黄、

毛黄、颔下有须而得名，肉质嫩滑

不腻、皮脆适口，味道鲜美。 乌坭

湖村养鸡历史悠久， 当地山地林

地广沃， 可以为三黄胡须鸡生长

提供自然生态的山野环境。 近年

来，乌坭湖村开始走规模化、集约

化养殖道路， 构建“龙头企业牵

头， 家庭农场和农户参与” 的机

制，不仅实现产业发展联农带农，

还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增长。

“我们镇里有

6

家农业产业化

省级龙头企业， 其中

4

家是我们

村里‘养’出来的！

4

家农业产业化

省级龙头企业年出栏鸡

1600

多

万羽， 三黄胡须鸡养殖产业年产

值达

6.8

亿元， 带动农户

3000

多

户。 ”乌坭湖村党总支书记黄文辉

自豪地说。

博罗县石坝乌坭湖思源养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源公司”）

就是村里“养”出来的企业之一，

董事长黄文祥从事三黄胡须鸡养

殖已

30

余年。

2020

年，思源公司

与省农科院合作， 加强科技孵化

养殖， 从种苗开始提升三黄胡须

鸡的品质。

走进思源公司的种鸡室，公鸡

高亢的打鸣声和母鸡的“咯咯哒”

声此起彼伏 。“我们要先进行配

种， 产下的种蛋经雾化消毒后进

入孵化室，需要经过

21

天才可孵

化出鸡苗。 ”思源公司技术总监郑

桂平娓娓道来。

孵化出的鸡苗被送到疫苗室，

在这里完成鸡苗断喙、 注射疫苗

等工作。“这是我们花了

30

万元

购买的全自动疫苗机， 现在给鸡

苗注射疫苗已经基本实现自动

化。 ”郑桂平表示。 完成上述工序

后，成箱的鸡苗被送上运输车，送

到农户手中进行后续养殖工作。

“这些企业的创办人，都是乌

坭湖村的养鸡能手， 不断扩大养

殖规模，最后发展成公司。 ”黄文

辉介绍 ，这些公司“产自 ”乌坭湖

村、总部在乌坭湖村，真正实现事

业从村里走出去、 产业扎在村里

头。 如今，乌坭湖村已是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亿元村， 三黄胡须鸡已

成为该村的一张“金名片”。 产业

发展也壮大了村集体“钱袋子”，

2023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约

51

万元， 预计今年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可达

60

万元。

让农民钱包鼓起来

在 进 一 步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迅速壮大的同时 ，博罗县各村也

在持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

机制，积极探索助农增收致富新

路径 。

在乌坭湖村，随处可见的除了

大大小小的养鸡棚， 还有拔地而

起的一座座小洋楼。“我们村几乎

家家户户都养鸡。 其中比较常见

的一种模式是夫妻俩经营家庭农

场，流转村里的山地养鸡，两个人

可以管

2

万

~3

万只鸡。 除此之

外， 一些养殖大户也逐步扩大规

模，建起养殖场，可以养

10

万

~30

万只鸡。 ”黄文辉介绍。

“我和老伴以

200

元一亩的价

格租了村里的山地养鸡。 鸡苗由

思源公司提供， 每只鸡苗

3.8

元。

因为我们村本来就有养鸡的传

统，所以管理起来也不难，每天去

鸡棚喂两次饲料， 还要定期观察

鸡有没有生病。 ”乌坭湖村村民老

吴是经验丰富的“养鸡好手”，靠

着养殖三黄胡须鸡， 家里的日子

越过越好，还盖起了二层小楼。

在小洞村的村委会门口，挂着

5

块合作社的牌子。“除了成立小

洞村经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外，我们还分别成立了乡村劳务、

置业、资源开发服务和旅游

4

个农

民合作社。 流转土地租金、合作社

入股分红、 村企合作收入提取利

润分红，村民多了三笔收入，参与

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动力足、 积极

性高。 同时，小洞村把引入的项目

建设和运营创造的就业岗位留给

农民。 ”练惠衡表示。

源源不断的游客不仅带旺了

相关产业，也为徐田村的村民创

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梁保军告诉

记者 ，以民宿为例 ，目前民宿的

工作人员有

70%

是周边的村民 ，

除了设置服务性岗位，采摘园还

聘请农民种植蔬菜，每个月工资

为

4000

元。 该民宿还计划将当

地农耕特色体验式场景与农特

产品结合 ，在旅游路线上设置绿

色超市，打通徐田村特色农产品

的产销渠道。

(

祖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