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主动

融入全市基层党建“一廊一带一片一道” 建设，大

力发展坚果产业。着眼坚果产业发展中存在品质不

高、价格不稳等问题，探索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企

业、合作社、种植户三方“协议绑定”机制，不断提

升坚果种植技术、 强化利益联结、 拓展销售渠道，

切实将坚果产业打造成当地实现乡村振兴的“致富

树”、建设美好家园的“生态树”。 目前，全乡共有坚

果

16.3

万亩。

大雪山乡紧盯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持续将坚

果产业作为全乡支柱产业来抓，着眼坚果产业发展

中存在品质不高、价格不稳等问题，建立市场收购

均价结算机制，最大限度保障果农收益，促进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通过党组织搭台“合作社

+

企

业

＋

农户”唱戏的联合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乡村两

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以党员、 种植大户带头，推

动澳洲坚果规范化、规模化种植。

在乡党委的对接下， 乡合作联社与

5

个坚果

加工企业达成合作协议，种植户负责提质增效巩固

“基地端”，合作社负责组织协调保障“供给端”，企

业负责提档升级拓展“产销端”，企业以“零利润”

供给方式集中采购优质农资降低生产成本，以“最

高价”核算方式确定收购终价保障农户利益，并以

“每吨

50

元标准” 的让利方式反哺合作社壮大村

集体经济等

3

项关键举措，拓展了村集体经济增收

渠道， 稳定了种植户收益， 提高种管护积极性，保

障了企业的利益， 有力推动了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实现企业发展、集体受益、果农增收三方共赢的生

动局面。

大雪山乡党委高度重视坚果提质增效工作，

把坚果提质增效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通过打造

临沧坚果科技服务“责任林”， 推动三年科技服务

提质增效，实现临沧坚果“质”和“量”的双提升。 目

前，全乡打造市级核心示范点

1

个，县级示范点

1

个，乡级示范点

7

个，村级示范点

8

个，并通过市、

县、乡三级科技服务队为种植户送教下乡，在田间

地头向种植户答疑解惑， 从坚果的种植、 施肥、修

剪、嫁接、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全方位进行技

术讲解， 实现科学化种植， 更好的提高了坚果质

量。 （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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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红寺堡

戈壁“黄花”分外香

正是黄花菜采摘季， 凌晨

4

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黄花菜田里， 村民们头戴探

照灯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一束

束灯光指引下， 大家快速熟练地

采摘着鲜菜，直到艳阳高照。

时值正午， 经历了数小时采

摘，村民们聚在地头等待称重。

48

岁的柳泉乡柳泉村村民周玉春告

诉记者，以前在外地打工，现在家

门口就有活儿干。“我从

6

月中旬

开始摘黄花菜， 一天能挣

100

多

元。 ”他说。

“

40

多天时间，我们要雇佣周

边村庄

400

多人来采摘黄花菜 ，

每人至少能挣三四千元。 如果农

户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一年一

亩地还有

700

元的流转费。 ”谈及

发展黄花菜产业给当地群众带来

的好处， 柳泉缘（吴忠市红寺堡

区）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苗军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当地一

些村民在自家地里也开始试种黄

花菜， 由合作社为他们提供全程

技术指导。“不愁种，也不愁卖。 ”

周玉春说。

“前段时间国外客商主动联

系我们购买干黄花菜， 目前产品

已顺利出口。 ”苗军说，今年市场

价格不错， 一斤干菜能卖到二十

六七元，出口价格就更高了。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

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 居住着

20

多万来自西海固的搬迁群众。 经

过多年的发展， 原是一片戈壁滩

的红寺堡， 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

的新家园。 枸杞、黄花菜、中药材

和肉牛、 滩羊等特色农业提质增

效，让搬迁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的黄花菜已形成以种

植、收购、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

条融合发展的优势产业， 这离不

开一系列惠农政策与机制创新的

助推。 ”红寺堡区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副主任王锐说。

据王锐介绍， 近年来， 政府

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黄花菜产

业：对新种植黄花菜的农户、合作

社等，每亩补贴

200

元；持续投入

专项资金建设公共晾晒场、冷库、

杀青房等； 鼓励合作社等加工冰

鲜黄花菜，每斤补贴

0.5

元……

柳泉乡柳泉村党支部书记张

娅梅说， 以前村民自己用小型锅

炉蒸熟黄花菜， 常因掌握不好火

候损耗大量鲜菜。 现在有了杀青

房， 合作社积极收购鲜菜统一进

行加工销售， 村民只负责种植和

采收，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

低了损耗。

2023

年，红寺堡区黄花菜产

业带动

3

万余人就业， 实现劳务

创收

9550

万元。 今年，当地黄花

菜鲜菜产量预计达

7.3

万吨，综

合产值有望达

4

亿元。

含苞是菜， 盛开是花。 小小

黄花菜， 既富了百姓， 也美了乡

村。 张娅梅告诉记者，种植了黄花

菜的土壤颜色往往更深一些 ，因

为它锁住了土壤里的水分， 让昔

日黄沙漫天的戈壁滩变了模样。

聚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培育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等。 据了

解， 红寺堡正积极推动特色农业

发展， 建设农特产品分拣包装及

电商孵化中心，培育龙头企业、新

型经营主体，强化枸杞基地、黄花

菜联合社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

制，为乡村振兴赋能。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是带动

乡村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发力点。 下一步，在打造特色

品牌、 借助其平台优势拓宽销路

的基础上， 红寺堡将谋划建设黄

花菜文化主题休闲农业示范园，

探索一条‘以花促旅、以旅带花 、

花旅共融’的文旅发展之路。 ”王

锐说。

（徐海知）

云南罗平

小黄姜长势喜人迎丰收

盛夏正浓，万物生长。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大暑

时节，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种植面积

20

余亩的小

黄姜进入了中耕管理的关键期， 成片的姜田里，一

株株小黄姜青翠葱茏，茁壮成长，阳光下随风摇曳，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罗平县地处滇东北高原的东南部，气候湿润，

雨量充沛，土壤沙质，最适宜种植生姜 ，自古素有

“姜之乡”的美誉。 今年，小黄姜种植面积达

20

余

万亩，多年位居云南省

10

大种植县之首，是云南省

生姜产业区域发展龙头， 全国知名生姜主产区，小

黄姜种植至今已有

300

余年历史，从种植、加工到

销售已形成完整产业链。

家住罗平县腊山街道大水塘村的方聪林这几

天一直在自家的姜地里忙着除草、施肥、开沟培土

……经过中耕管理后的小黄姜充分吸收水肥后，枝

繁叶茂，满眼墨绿，相较于周边其他姜地里的小黄

姜长势更加旺盛。

“我家这片小黄姜长得好， 主要得益于这片姜

地去年栽种过烤烟，所以土壤具有充分的肥力。”方

聪林说，烟杆和不成熟的烟叶打碎还田，确保土壤

养分充足，来年轮作油菜籽或小黄姜非常好。

利用烤烟地种植小黄姜的方聪林， 只是当地

姜农们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罗平县大力推广“烟叶

+

小黄姜”的种植模式，不只小黄姜产量高，品质更

好。 据初步统计，今年有近几千户姜农利用烤烟地

种植小黄姜，种植面积达几万亩。

据了解，该县采用“烟叶

→

油菜

→

小黄姜

→

烟

叶”的轮作种植模式，不仅烟叶病虫害大幅减轻，小

黄姜、油菜长势都非常好，产量也比利用其他土地

种植出的要高。 此外，该县还探索利用闲置烟叶站

点改造成小黄姜分拣、收购、物流场所，为合作社小

黄姜产业提供支持。

经过多年的发展， 罗平县不断扩大小黄姜种

植规模，加大科技指导力度。 姜农们的种植水平不

断提高，小黄姜产量和质量呈现双增长，罗平小黄

姜的金字招牌声誉海内外，越擦越亮。同时，该县始

终将小黄姜作为精品产业、 特色产业进行打造，目

前已发展成为与烤烟、油菜并重的支柱产业，在全

县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刘景威 唐伟）

云南永德

“党建红”引领坚果产业兴

闽北火龙果喜丰收

河北晋州

葡萄成熟季 果农采收忙

河北省晋州市马于镇北冻光村一家

葡萄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在果园采摘葡萄。

近日， 河北省晋州市的

4

万多亩葡

萄进入成熟期，果农们开始适时采摘，供

应市场。 近年来，晋州市规模化发展葡萄

种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杨世尧 摄

今位于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

元坑镇福峰村的顺昌县佳园果蔬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火龙果进入最

佳采摘期， 红绿相间的色彩与沁

人心脾的果香使人陶醉， 种植户

许江峰正与合作社的果农们有条

不紊地挥动着剪子采摘， 不一会

儿， 一桶桶新鲜采摘的火龙果整

齐地摆在眼前， 种植地里呈现出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据介绍 ，目前火龙果种植基

地共种植了

8

亩， 品种叫软枝大

红， 整个采摘期可以产出

6

至

7

批果。 今年已采摘了

3

批火龙

果，七、八月份是盛果期 ，也是采

摘旺季。

由于夏季温度较高， 光照充

足，生长条件适宜，再加上基地采

取科学灌溉施肥、 人工除草等措

施，产出的火龙果果实皮薄、果肉

鲜红，软糯多汁，很受顾客青睐。

“今年销量不错。 ” 许江峰开

心地对记者说。

2003

年许江峰退伍创业，投

身果蔬种植与销售行业， 与村民

合伙种植， 成立顺昌县佳园果蔬

农民专业合作社， 并在他的带领

下，先后被评为无公害果蔬基地、

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福

建省城市副食品调控基地及福建

省“百佳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目前，许江峰表示 ，其种植

火龙果已迈入第

7

个年头， 除了

火龙果种植， 大棚里还有吊瓜 、

葡萄、 西红柿、 雍菜等大众化果

蔬。 通过果蔬产业促进村集体经

济发展， 带动群众致富， 促进乡

村振兴。

合作社成员肖元平介绍 ，合

作社

2018

年引进试种台湾红心

芭乐、软枝大火龙果、番茄千禧果

等一系列果蔬品种， 均取得不错

的成果，加上原有的瓜果蔬菜，社

员们一年到头都能有收成。

近年来， 佳园果蔬农民专业

合作社党员在村党支部引领下，

成立果蔬特色党小组， 利用党建

促进脱贫攻坚，发展设施农业，年

产各类果蔬

700

吨， 产值约

200

万元，带动百余名社员增收致富。

近年来， 元坑镇把产业发展

作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以“特色

产业促发展”为思路，结合地理位

置优势和自身资源情况， 通过流

通助理指导“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共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草

莓、西红柿、火龙果、吊瓜、荸荠等

四季果蔬特色产业，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李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