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

调整冬季瓜菜种植结构

为提升冬季瓜菜产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还鼓励海南岛中部市县

种植雷公笋、树仔菜等“野菜”。

雷公笋并非市面上常见的竹笋。 它的学名叫闭

鞘姜，是海南特有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树仔菜即守

宫木，嫩茎和嫩枝叶炒熟后清香脆嫩。 近年来在科

研人员的帮助下，上述野菜均已“驯化”出可以批量

种植的品种，登上了许多消费者的餐桌。

因优越的光温条件，海南是全国冬季瓜果蔬菜

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海南计划

在

2024

年至

2026

年的三年内进行调整，以实现全

省冬季瓜菜种植结构合理、布局科学、特色突出、销

售渠道畅通的目标。 冬季瓜菜种植面积保持

300

万

亩左右，产量在

500

万吨以上。

按照“稳瓜、增豆、减椒和扩种水生蔬菜”原则，

海南计划稳定瓜类面积在

153

万亩，西甜瓜种植面

积保持在

70

万亩左右；增加豆类面积

6

万亩左右；

2024

年

-2026

年调减椒类种植面积

8

万亩； 扩大

本地水芹、空心菜等水生蔬菜种植面积，引进试种

茭白等。

在特色产业方面，全省适度扩种四棱豆、黄秋

葵等特色瓜菜；在海口、三亚、琼海等市县种植全球

同纬度引进的蔬菜品种；在陵水、万宁等市县种植

黄灯笼辣椒；在五指山、琼中、白沙和保亭等市县种

植雷公笋、树仔菜等。

在新增产业方面， 如每年

1

月

-3

月针对江浙

等市场需求，在海南岛北部或中部种植茭白等水生

蔬菜， 在南部或西南地区种植蚕豆、 毛豆。 瞄准

3

月、

4

月全国鲜食玉米上市量较少的空档期， 在乐

东等市县种植鲜食玉米。 （刘阳禾）

甘肃民勤：

“三链同构”助推

葵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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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下“石榴红”

8

月，“塞上江南”天高云淡，

第一场秋风轻轻拂过六盘山东

麓，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各族

群众在秋意中， 共享着时和年丰

的美好生活。

日前， 记者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采访团走

进固原各地，进乡村、访社区、入

校园， 深入采访近年来固原市紧

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主线， 促进各民族群众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凝心聚

力谋发展、 团结奋斗共富裕的生

动实践。

早熟马铃薯 挖出致富路

秋天是一般农作物收获的季

节，然而在固原市西吉县，马铃薯

种植户却在几个月前提早迎来了

丰收。 西吉是国家区域性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享有“中国马铃薯

之乡”的美誉。 在西吉县马莲乡马

莲村， 早熟马铃薯已形成独特的

品牌效益，影响力辐射周边地区，

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生长周期短、上市时间早，是

马莲乡马铃薯的优势。 农户种植

早熟马铃薯， 比普通品种提前

3

个多月上市，每棚产量达

1800

公

斤以上。“早熟马铃薯是我们的优

势产业，

6

月初就可以上市，提前

抢占了市场。 ”马莲乡党委书记张

志高说。

马铃薯的早熟特点， 让当地

政府与群众共同“挖”出了致富新

路径。

2022

年以来，马莲乡实施

了日光大拱棚以工代赈项目，总

投资

990

多万元， 规划总占地面

积

18

余万平方米，建成日光拱棚

260

座。 项目建成后，拱棚由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运行管理， 农户自

主经营， 合作社为拱棚设施购买

产业保险、提供技术服务。

项目实施后， 承包农户可在

头茬马铃薯收获后， 自主种植第

二茬、第三茬蔬菜，通过多茬种植

的方式， 平均每棚年创收

2

万元

以上。“我们马铃薯上市早，能卖

到一斤

5

块钱。 ”种植户苏发强告

诉记者，“收获后再种些生长周期

短的蔬菜，现在地里种的是辣椒、

油麦菜和甜玉米。 ”

除早熟外，块大质优、口感独

特、 营养成分高的特性让马莲乡

马铃薯闻名于周边地区。 张志高

告诉记者， 马莲乡种植的马铃薯

上市后几乎全部销往周边地区 ，

一个月便可销完。“以前家里穷得

很，有一年我兄弟考上了大学，父

亲要把粮食全部改种成胡麻凑学

费。”苏发强笑着说，“现在种马铃

薯日子好过了。 ”

如今， 马铃薯产业效益已辐

射带动周边更多乡镇共同发展。

2023

年，西吉县以新营、红耀、吉

强、火石寨、田坪、马莲

6

乡镇为

主，带动全县种植马铃薯

54.2

万

亩，单产

1560

公斤，总产

84.5

万

吨， 实现产业总值

17.7

亿元，人

均马铃薯产业纯收入

1890

元。

五融工作法 建好幸福居

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茹河街

社区是县内“十三五”劳务移民规

模最大、人口最多的集中安置区，

有常住人口

1.37

万人，脱贫户占

辖区居民总数的

24.2%

。 对搬迁

到社区的各族群众来说， 新旧生

活习惯的差异、 情感的难转变和

对就业渠道的不熟悉等成为融入

新生活的难题。

“例如移民群众以前在农村

生活 ，没有物业费、暖气费的概

念。 我们做社区工作就要多了解

群众的心声 ，帮助他们从各方面

融入。 ”茹河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天德说 ，他们在社区工作中摸

索形成了身份、职业、习惯、思维

和情感“五融”工作法，想方设法

让移民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 、能

致富。

为解决移民群众就业渠道

少、门路窄的难题，社区整合多方

资源打造就业帮扶车间， 带领各

族群众进车间、稳就业、促增收。

“社区与

2022

年引进的厦门泉祥

包袋制品有限公司， 为移民群众

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吴天德

说 ，“目前吸纳

100

余人就近务

工，也为‘宝妈’们提供了时间较

为灵活的工作， 员工月平均工资

在

2400

元左右。 ”

“哒哒哒……”走进社区就业

帮扶车间， 缝纫机工作的声音不

绝于耳， 员工们正熟练地操作机

器为背包锁边、装拉链。“我之前

就是老农民啊！ ”员工张兴玲自豪

地说，“现在孩子也看了， 老人也

照顾了， 每个月能拿到四五千块

钱，多劳多得，特别开心。 ”

近年来， 茹河街社区坚持服

务群众理念，运用“五融”工作法

做好产业融入、就业融入、社会融

入

3

件事， 累计帮助

300

余名移

民群众就近上岗， 落实转移就业

960

人，以产业发展为纽带，推动

各族群众在幸福生活中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行走的思政课凝聚团结情

“学校持续

29

年‘行走的思

政课’， 每次往返

54

公里的红色

之旅， 使各族学生深刻体验到革

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今天的美好

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换来的， 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得来的。 ”固原市第二中学校长

何成江说。

早在

1995

年，固原市第二中

学原校长韩宏带领老师们设计了

徒步

108

里山路到任山河烈士陵

园祭奠英烈的综合实践活动。 那

时，学校还和当地村属小学“一对

一”结对子，与当地学校共同完成

实践体验教学， 并由周边村子的

学生邀请学校师生在自家居住。

“

1995

年上初二时走过一

遍，那时候自己带着干粮，路上全

都是砂石，同学们都穿的布鞋，走

一趟脚底全都磨出泡。 ”回忆起学

生时代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张

红梅感到受益终生，“毕业后到母

校任教，就是受了这堂‘思政课’

的影响。 今年是我任教第

23

年，

徒步前往任山河的路已经走过

7

次了。 ”

在何成江看来， 最好的教育

就是言传身教， 引导学生在徒步

行进中用脚步丈量革命道路的艰

辛， 将民族团结之情根植在内心

深处，“每次看到归来后学生们带

着思考与感悟书写的文章， 作为

教育者、作为他们的引路人，我很

欣慰。 ”

“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不抛

弃不放弃’，中间有一段路特别艰

辛，当时感觉前途渺茫，全靠大家

相互激励、相互帮助，最终一起走

了下来。 ”高二学生兰玉卓说，参

加了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后，才

更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先烈的伟

大，“我们现在走这段路程都这么

不容易， 他们走的时候不知要比

我们难上多少倍。 ”

如今 ，这堂“行走的思政课 ”

已成为固原市实施青少年学生夯

基育苗工程的重要载体和内容 ，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 在各族学

生内心深处培育“团结花 ”、厚植

“中华魂”。 （高杨）

河北青龙

“莓”好时节采收忙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山子镇

大汇河村百亩树莓基地迎来采摘季，一

排排枝繁叶茂的蔓藤上，结满了犹如小

灯笼般的鲜红树莓，阵阵果香让人垂涎

欲滴。 当地果农正忙着采摘，一派忙碌

景象。 近年来，青龙满族自治县依托野

生树莓资源， 引导群众发展人工种植，

目前全县树莓种植面积近

5000

亩，实

现每亩增收万元以上。

(

据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通过葵花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对葵花产

业进行全产业链谋划，实现“三链同构”全力发展

关联配套产业，真正把“民勤葵花”打造成为引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让小葵花开出“花

样”致富路，挑起乡村振兴的“金扁担”。

在民勤县红沙梁镇上王化村葵花种植示范基

地，金色葵花如海，葵花盘似饱满笑脸低垂，展示

丰收硕果。 一辆大型收割机轰鸣驶过，葵花盘接连

被卷入机器当中，脱粒、筛选一气呵成，尽显现代

化作业高效风采。“

2024

年， 红沙梁镇积极推进土地整合以及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引导农民走集约化、规模化

种植道路，成功实现了种植、收购、生产、销售的一

体化运作，构建起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格局，有

效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优质葵花品种，为当地探索

出一条充满希望的向日葵“黄金”产业链。

红沙梁镇大力发展连片葵花产业，仅仅是民勤

通过“三链同构”全力助推葵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民勤县聚“链”赋能、抱团发展，

以完善葵花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从抓生产到

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

夯实种植链，完善技术链，拉长“价值链”，因地制

宜统筹区域葵花产业布局，推动“产

+

销”贯通、

“农文旅”融合，拓展葵花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助推

乡村振兴。

同时，建设葵花仓储物流、购销电商平台、精深

加工、提萃研发、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以及配套基

础设施，采取“政府扶持引导、龙头企业主导、合作

社为有效载体”的发展模式，解决葵花籽的销售问

题，促进葵花产业向中下游的延伸，推动民勤葵花

产业形态由“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空间布局

由“平面分布”转型为“集群发展”，主体关系由“同

质竞争”转变为“合作共赢”。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芳介绍， 下一步，

民勤县将持续强化对葵花种植产业的扶持，着重加

强农业技术指导，全力提升葵花的品质与产量，为

种植户开辟出一条“花样”致富之路。 积极探寻多

元化发展模式，大力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充实集体

经济，让“钱袋子”真正鼓起来。 此外，以葵花种植

为核心引擎，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奏响产业兴

旺“新曲子”。 （马爱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