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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

西寺头村丹西龙鑫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 一筐筐青椒正在装袋、

过秤， 即将销往各地。“

2024

年

园区青椒产量高，价格好，带动

周边

500

多农户增收。 ”园区负

责人李强介绍。

青椒产业是长子县特色产

业，当地因地制宜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 目前青（尖）椒播

种面积累计达

6.3

万亩， 带动全

县

70%

的农民增收致富， 创建

“长子青椒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西寺头村的大棚里， 拼盘、

浇水、盖膜、嫁接，农民正有条不

紊地育苗。“苗好五成收，我们采

用的嫁接育苗和嫁接覆盖技术，

能确保根系直立健壮，出苗率有

保障。 ”李强说，“这里的每批种

苗都有编号，可追溯生产每个

环节。 ”

一座大棚集合一批科技成

果。 种植管理创新模式、新品种

试验示范、物联网实验室、气象

监测站等新技术，在园区

200

多

座大棚得到集成应用。

科技赋能， 提高蔬菜种植效

率。 如何在夏季高温种青椒？ 园

区采用“利凉”涂料、遮阳网、滴灌

等降温技术，形成“夏错峰”青椒

种植模式，淡季上市，行情看涨。

打造循环农业， 节本增效。

“引进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生产

线， 把秸秆和畜禽粪便制成有机

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提升土壤

肥力。 ”长子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股工作人员程旗开介绍。 园区推

广水肥一体化、病虫无害化防治、

增施有机肥等，年可生产绿色农产

品

4400

吨 ， 实 现 产 值

1000

多

万元。

建成高标准覆被式大棚、高标

准日光温室大棚

200

亩， 建成旋

转型大棚

300

亩， 建设蔬菜加工

处理车间、制冷库……科技创新助

力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长子县打

造

100

多个示范种植园区， 蔬菜

标准化生产、绿色化循环水平不断

提升。

走进宋村镇东郭村蔬 菜 交

易 市 场 ， 工 人 们 忙 着 打 包 、 搬

运 、装车 ，一派繁忙景象。“每天

有八九万斤蔬菜从这里运往各

地。 ”正在忙碌的蔬菜经纪人杜

婷婷说。

蔬菜冷藏仓储 、物流等链条

不断完善 。“村里建起冷库 ，蔬

菜住进‘大冰箱’ ，延长保鲜期 ，

错峰上市。 交易市场投入运行 ，

客商从四面八方赶来 ， 销路不

愁 。 算下来 ，这两项能让每户农

民增收

1

万元 ， 带动村集体增

收

50

万元 。 ”东郭村党支部书

记杜旭东介绍。

蔬菜加工产业蓬勃发展。在宋

村镇北李末村的浩润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运转

井然有序。“我们依托长子县丰富

的蔬菜资源， 引进智能加工设备，

开发蔬菜干制品等产品，提高附加

值， 产品远销俄罗斯、 加拿大等

地。 ” 公司负责人王洪州介绍，公

司年生产加工蔬菜干制品

8000

多吨， 直接带动蔬菜种植户

7000

多户。

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长治

万亩农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尖）椒

加工项目投产后， 可加工辣椒粉、

干辣椒、礼品菜等产品；丰鑫源农

业产业集团不断完善集育苗、种

植、加工 、冷链、销售等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目前全县以青椒为主体

的蔬菜产业产值达

22

亿元。 长子

县委书记郭强介绍，将加强政策扶

持， 精心培育品牌， 不断延链补

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青椒产

业成为富民支柱产业。

（刘鑫焱 郑洋洋）

山西长子：小青椒长成大产业

“村咖”飘香发展旺

在海南省定安县新竹镇次滩村的橘红咖啡

馆，竹林、石头墙、旧瓦房营造出美丽的田园景

致。在这里，

2024

年新出品的“生态咖啡”颇受欢

迎。“我们村提倡‘零污染’生活方式，日常用来

浇灌咖啡树的营养补剂是由果皮、菜叶等厨余垃

圾与水等密封发酵做成的，适合咖啡树的生长习

性 。 ”次滩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胡诗

泽说。

“我们希望将本地文化、风景、农特产品等

元素与咖啡融合在一起，让顾客在品尝咖啡香醇

的同时，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乡村风情。 ”胡诗

泽说， 结合当地特色的橘红产业，

2024

年

10

月

正式在次滩村推出橘红咖啡馆。合作社联合定安

县城的定安故城等旅游资源，打造故城游、琼剧

游、乡村游等不同游览路线，让游客实现“喝着

橘红咖啡游定安乡村”。

近年来， 随着海南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 定安因地制宜深挖特色， 发展旅游经济，

以“原产地特色

+

原材料加工” 的消费驱动模

式，按照“三产带一产”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将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使乡村品质持续优

化，生态环境更加宜居，“咖啡经济”在定安得以

大放异彩 ，“村咖 ”产业成为当地的一张亮丽

名片。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陈彬

彬介绍，

2024

年以来，在原有

7

家“村咖”的基础

上，定安又陆续建成

8

家各具特色的“村咖”。 有

的主打原生态的咖啡体验，让游客从咖啡豆的采

摘、烘焙到冲泡全过程参与；有的则结合当地的

文化特色，将咖啡与书法、绘画、音乐等相结合，

让游客更轻松地融入乡村独特的咖啡文化，体验

“村咖” 业态与乡村风光的结合。 在定安县南丽

湖畔，湖水澄碧，远处的蓝天、绿树、白云与近处

以白色为基调的简约咖啡屋构成一幅精美图景。

“这里乡野气息浓郁， 可以品尝咖啡和定安特色

小吃，是难得的休闲度假好地方。 ”

此外，定安县从

2023

年开始培育“定安大

咖”特色劳务品牌，并组织开展村咖产业技能培

训。 陈彬彬说，他们还积极推广“咖啡

+

民宿”的

模式， 将闲置的农房改造成具有特色的民宿，让

游客在品尝咖啡的同时还能享受乡村的宁静与

舒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生活，带动

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开“村咖”打造网红打卡点，当“乡村

CEO

”

赋能文旅新业态，耕耘农田当上新农人……随着

“村咖” 产业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青年选择返

乡、 入乡， 定安这场乡村与青年间的“双向奔

赴”， 正在不断赋能乡村新业态， 为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新活力。

（王伟）

万州烤鱼香飘四海

重庆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中国烤

鱼之乡”。 万州烤鱼因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深受

海内外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当地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万州烤鱼标准化、品牌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目前，万州烤鱼门店遍

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百亿元。

产品创新，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在不断完

善《渝菜·万州烤鱼烹饪技术规范》的同时，万州

区鼓励支持企业开展烤鱼菜品创新、预包装食品

和调味品开发，破解了产品单一、保鲜期较短等

问题， 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万

州区拥有烤鱼调料等烤鱼产业相关国家专利

100

余件，打造烤鱼味型

57

种，其中泡椒味、香

辣味产品的消费占比超过六成。

链式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万州区实施

“烤鱼产业链条延伸计划”， 构建起涵盖渔业养

殖、辅材种植、餐饮旅游、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

环节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

2024

年，万

州区的辣椒、葱、榨菜等烤鱼辅材播种面积超过

74

万亩，产值超过

30

亿元。

商旅文融合，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万州区打

造了天生城烤鱼体验街区，将烤鱼文化与城市景

观深度融合， 实现万州烤鱼餐饮门店提档升级，

形成“餐饮娱乐

+

民俗文化

+

夜间休闲”的复合

业态，并通过举办烤鱼美食文化节，以特色美食

促进文旅消费市场繁荣。

万州区的烤鱼餐饮门店已超过

3000

家，各

类烤鱼食品品类超过

20

种。 当地还通过鲁渝协

作， 引导企业在山东济宁建设了万州烤鱼产业

园，万州烤鱼的产业规模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

强。 接下来， 万州烤鱼还应在标准化体系建设、

品牌认证、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只有持续练好内

功，才能让万州烤鱼更好走向世界。

（刘已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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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冬日稻田捕起鲜活小龙虾

随着锣鼓敲响，

8

位湖北省

潜江市虾农跳进水深半人高的

虾稻田中，拉着小船向田中心走

去 。 他们用力从水下扯起地笼

网，不停抖动，将小龙虾尽数倒

入船上的白色虾筐。

不到

5

分钟，虾农段晓燕便

抱着满满两筐小龙虾率先走上

田垄。 暖阳下，半个手掌大小的

小龙虾纷纷伸展双钳，看起来生

龙活虎。称重后，这批重达

43

斤

的小龙虾便由一家餐饮店老板

以

108

元一斤的价格抢购一空。

??

“我是今天第一个上岸的虾

农，这是个好兆头，希望我在新

的一年能有更多收获。 ”段晓燕

满脸笑意。

若在夏天，这样的场景可谓

稀松平常，但这是记者

12

月

28

日在潜江后湖虾稻共作立体模

式试验示范基地见到的一幕。 当

天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田里的水

稻也早已收割完毕，只剩微微高

出水面的秸秆。

这是小龙虾养殖大市潜江

第一次举办小龙虾冬捕仪式，标

志着潜江“四季有虾”养殖技术

的突破。

小龙虾是季节性水产品，夏

天是其生长和销售的旺季，冬天

则是其筑洞冬眠的时间。“广大虾

农和从业者大多面临赚四个月、平

四个月、亏四个月的状况。 ”潜江

市小龙虾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杨运刚说，这样的“先天不足”严

重制约了小龙虾产业的进 一 步

发展。

2023

年，为突破季节壁垒，湖

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

7

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研发出池

塘精养虾、温棚土池养虾、工厂化

养虾、冬季稻田养虾等多种模式。

杨运刚说， 冬季稻田养虾模

式最大的难点在于秸秆的处理。“

9

月，第二季再生稻收割后，需要快

速将秸秆进行矿物质化处理 。 随

后，需要运用生物絮团技术，将秸

秆变成适宜冬虾养殖的优质饵料，

为小龙虾提供营养。 ”此外，还需要

在虾稻田中设置隔离网，防止小龙

虾爬进田埂筑洞；种植特定的低温

水草， 模拟春夏季的生态环境；并

依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水位。

杨运刚说，潜江现有“四季有

虾 ”精养池塘

1.5

万亩、冬季稻田

养虾试验田

300

亩。随着关键技术

的突破，明年就可大面积推广冬季

稻田养虾模式。

喧天锣鼓中，一筐接着一筐鲜

活小龙虾被送到

60

岁的小龙虾养

殖户关财章的手中。 他逐一称重，

并张罗着排队等候的餐饮店老板

购买。

“往年旺季时，一斤小龙虾才

卖十几块钱，现在一斤中青至大青

规格的小龙虾能卖到

40

元至

70

元不等，价格翻了好几倍。 ”关财章

说，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色

泽鲜红的小龙虾因其红红火火的

寓意，完全不愁卖。“全国各地的商

超和餐饮店都来订货，好卖得很！ ”

田垄上，专程从龙湾镇赶来观

摩冬捕仪式的虾农江平山心动不

已。“我们很多人都准备来学习新

技术， 期待明年我们也能卖上冬

虾。 ”他说。

（乐文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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