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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菜 菜 粕 蛋 白 质 含 量 高 达 36% 至
38%，其营养价值与大豆粕相近。除生产菜
籽油外,油菜籽在机械、橡胶、化工、塑料、
油漆、纺织、制皂和医药等方面都有广泛的
用途。

由此可见，油菜籽深加工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十二五”期间，随着消费者对食用
油的营养、健康等功能性需求越来越大，消
费环节“多出油、出好油”的要求倒逼整个
榨油行业加速做大做强、转型升级的步伐。

记者在江西调研过程中发现，菜籽油
行业转型升级还面临许多挑战。挑战之一
是 油 菜 种 植 缺 乏 高 出 油 率 良 种、单 产 不
高 。 未 来 若 大 规 模 加 工 ，原 料 必 须 有 保
障。不少农户反映，移栽油菜劳动投入大，
需推广以直播为主的轻型栽培技术，要从
根本上提升国产油菜产量和效益，还要在
单产、规模和精深加工上狠下一番功夫。

挑战之二是多数菜油企业采取就近加
工、就近销售，不利于拓展市场。江西省南
昌县一家油菜籽加工厂负责人万义进告诉
记者，虽然现在各种调和油、精炼油的品种
越来越多，可当地不少农民还是更愿意吃
鲜榨的菜籽油。像他这样的小型榨油厂年

榨油 2500 公斤左右。油料加工作坊产出
的油，主要是为农户提供来料加工，只收取
一定的加工费，榨出的菜油仍归农户。“全
县农民收获油料作物后，通常是在本地小
榨油作坊加工，这样自种自销已经形成习
惯。在这类作坊式加工厂内，一般只一台
小型榨油机。在长江中下游的油菜主产
区，这样的小型榨油厂还有很多。”南昌县
农业局局长章运新说。

产销“就近”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油
菜本身的保质期问题。二是运输成本问
题。三是整个油料加工业受到进口大豆
和豆油的挑战。因此，菜籽油加工企业要
想扩大市场，必须优先考虑仓储保鲜期、
运输成本等因素，让菜油的运输销售渠道
能够顺畅。

“单论品质，与进口转基因大豆油和廉
价棕榈油相比，国产精炼菜籽油绝对更优
一筹。但目前国内食用油产不足需，60%
以上依赖进口。同价格相对较低的进口油
料作物相比，油菜籽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油
料加工企业的青睐。”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
级分析师陈艳军介绍。统计显示，目前在
食用油结构方面，豆油占比高达 40%，而菜

籽油仅占 20%。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专家表示，要

改变现状，一方面必须挖掘油菜的优质产
地，加快建立国家优质油菜产业示范园区；
另一方面，下大力气重点扶持优质菜油品
牌，打造核心菜油产品。同时，推动菜油企
业和种植基地的协作，发挥产地优势，推广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油菜花“开遍”饲料
业、食用油业、食品加工等行业，让油菜的
种植效益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下节
节攀升。

针对菜籽油加工企业多而不强的问
题，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健全产业链条，
从政府规范、行业专家指导、企业合作等多
方面入手，整体提升行业精深加工能力，最
终目的是用好用足油菜资源。在加强国内
菜籽油加工龙头企业实力的同时，还应加
速培育大型菜粕饲料加工企业，力争打造
油料作物加工的优势品牌，充分利用好菜
籽油的各方面价值。从目前情况看，菜籽
油加工要高起点、严要求，走出行业发展的
新路，应避免因重复性建设造成产业过剩，
避免打价格战和原料战，要向纵深延伸，向
产业链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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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籽要走出小油坊
本报记者 周 琳

油菜是潜在的仅次于豆

粕的大宗饲用蛋白源，加工潜

力巨大。油菜籽除生产菜籽

油和饲用菜粕以外,还能生产

菜籽浓缩蛋白、生物柴油、菜

籽分离蛋白、菜籽磷脂、菜籽

油脂化工产品等菜籽深加工

系列产品。大力推进我国油

菜籽深加工产业完善产业链,

将大幅提高油菜籽产业的生

产效益和竞争力，从而推动我

国油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眼下正是苹果挂果的关键时期，记者
在山东蓬莱、栖霞等苹果主产区地看到，成
片的果林在微风中摇曳，穿着果袋“外衣”
的青果挂满了枝头，林间的果农们正在为
今秋的好收成忙碌着⋯⋯

从 果 园 到 餐 桌 ，一 个 看 似 寻 常 的 苹
果，却牵动着果农、农技服务、农药化肥、
物流仓储、零售商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
的利益。

“过去，农民种什么，消费者就吃什么；
现在不同了，消费者想吃什么，农民才种
什么，才确定怎么种！”蓬莱市大辛店镇大
二甲村村委会主任邹广利的一席话，说出
了众多胶东果农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在
苹果从产到销的产业链上，至少要算好

“三笔账”。

精打细算的“投入账”

一个果园要投入多少成本？虽说每个
果农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但很少有人
会去算算整个村、整个合作社的“大账”。
而在蓬莱鑫园标准化示范园种植部经理
彭永波的心里，却有一本明明白白的“投
入账”。

“俺们果子的品质没得说，出口到十多
个国家，但每亩园子的成本却比以前节省
了 500 多元，靠的啥？靠的是‘黑麦草’和

‘微喷灌溉’两大宝。”彭永波笑着说。
记者看到，示范园的果树下长满了茂

盛的黑麦草，而传统果园为了不影响果树
生长，不光不能种草，而且还要定期锄地

除草。
“黑麦草非常适合果虫天敌的生长，天

敌多了，果树病虫害自然就减少了，过去一
年要喷七八次杀虫药，现在只需三四次。”
彭永波告诉记者，这些黑麦草还具有保墒
功能，减少了水分蒸发，冬季腐烂后还可成
为有机肥料，实现了循环利用。“每亩地 2
斤种子，再加 20 元的人工成本，省了农药
还添了肥料，你说划算不划算！”

更让彭永波“得意”的，还是埋藏在土
下的“微喷灌溉”系统。

“过去我们示范园浇一遍水要 15 天，
有了微喷后只需一周时间，省时省力，还避
免了滴灌不均匀的弊端。”彭永波介绍道，
一亩果园需安装 44 个喷头，使用寿命在 10
年左右，投入成本约为 1000元。

“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时推进‘水肥一
体化’操作，微喷延长了浇水时间，不仅节
水 50%，而且还提高 30%的肥料利用率。”
彭永波给记者算了算账：如此下来，一亩果
园可节约种植管理成本达 30%，苹果质量
还有了大幅提高。

稳中有增的“产出账”

在山东烟台，一棵 7 至 10 年树龄的苹
果树，年产苹果约为 300 斤。然而，当地果
农并不一味地主张提高果树产量，通过提
高质量来提升效益已成为共识。

“高质量带来的附加值，远高于高产量
带来的收益，这方面俺们尝到了甜头！”大
辛店镇大二甲村村民邹仁合对此颇有体

会。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家两亩果园纯利
达到了 4 万元，如不出意外，今年的收成会
更好。

像 邹 仁 合 这 样 的 苹 果 专 业 户 ，在 大
二 甲 村 还 有 360 多 户 。 4 年 前 ，作 为 好
日子果品合作社的成员，他们共同参与
到 一 个 名 为“ 食 品 链 合 作 伙 伴 ”的 项 目
中。合作伙伴中，有负责植物保护的拜
耳作物科学公司，有提供农技服务的北
京艾物生物科技公司，有知名果品流通
企业深圳鑫荣懋，以及下游大型零售超
市等。

“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病虫害测报，
拜耳制定了苹果的全年植保方案，艾物生
物则负责帮助农民提高水肥与安全管理，
农民什么时候该打什么药、打多少，会按计
量分好包装，配送到他们手中。”项目负责
人陆元丁介绍说，借助果品流通企业鑫荣
懋的平台，通过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方
式，当地果品销售有了保障，而且通过品牌
化运营，减少了流通环节，提高了果品的附
加值。

“有了食品链，俺们种苹果没了后顾之
忧，收入也上去了，年轻人现在都不愿出去
了！”邹仁合说。

绿色发展的“生态账”

在蓬莱市臧家夼村，一本名为“农民护
照”的小册子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这其实是一本用来记录农药使用情
况的记录本。未来，果品在进入超市前，必

须向超市方提供详细的用药记录，作为农
作物管理与源头追溯的档案。”深圳鑫荣懋
公司经理白峰说。

当前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这本小小的“农民护照”究竟能起到多大作
用？“别小看了这个小本子，最复杂的管理
环节在小农户这个源头上，管好了源头，品
质就有了保障。”艾物生物科技公司经理孙
津安说。

有了这个“明白纸”，果农不再为买农
药犯愁。“过去都是在村口小商贩那里买农
药，他们说哪个好我们就买哪个，还时常买
到假药。现在配好的农药不仅送到果园
里，连农药包装也全部回收走了。”村民邹
仁合说。

“在培训中，我们要求果农用药后反
复 3 次清洗空包装，并将其放入回收池内，
以减少农残带来的面源污染。”食品链项
目专家、拜耳作物科学产品及环境安全经
理苏青云博士介绍说，项目还研发了农药
减量使用技术，引进了防漂移喷头，通过
提高农药使用效率，减少了对邻近土壤、
水体的污染，从长远看，这是一笔实实在
在的“生态账”。

据悉，“食品链合作伙伴”项目实施 4
年来，已覆盖烟台 110 个村、800 个农户的
2000 多亩果园，越来越多的果农正改变以
往的做法，成为“国际良好农业操作”的实
践者和受益者。

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伙伴的共同努
力下，这一项目的成功实践，为破解小农户
种植模式下的食品安全难题、促进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探索。

苹果园里的“三笔账”
本报记者 顾 阳

“土不出沟、水不乱流,一亩坝地抵得上六亩坡地。
以前在坡地种玉米,赶上好年成一亩才能收两百来斤,现
在沟坝地上种玉米,亩产随便就能超过 1400 斤。”58 岁
的郝康生兴奋地形容山西省永和县白家崖小流域治理后
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悉，通过治理，该流域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加 2500多元。

永和县白家崖小流域治理给山西 105 个革命老区
群众带来了希望。武乡县砖壁村村民李效说，“以前种
地全靠撞大运，能收多少是多少。我们都盼着能快点
治理，让昔日的荒滩烂沟变成高产田和生态沟，吸引更
多的游客”。

砖壁村因百团大战而名声大振。抗日战争时期，八
路军总部曾三次驻扎于此，砖壁村是名副其实的红色老
区。然而，深山沟壑、水土流失，恶劣的生态环境严重制
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李效家有 10 亩耕地，其中 7 亩是
荒凉的坡耕地，光靠种地难以养活全家 5口人。

不仅是武乡县，在山西 105 个属于革命老区的县区
市，当地群众不得不面对山区丘陵区大面积水土流失带
来的自然环境恶化、农业发展滞后的现实。在曾是 1935
年红军东征主战场的永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909
元；左权将军英勇牺牲的麻田镇北艾铺村，农民人均纯收
入仅有 2590 元⋯⋯如何脱贫致富成了老区民众心头一
个难题。

永和县是小流域治理的先行试点县，通过坡改梯工
程，原来坑洼的山表和沟壑都修整成了平缓整齐的梯田，
河滩里铺着规划好的沟坝地，放眼望去，山山水水，呈现
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项工作对永和这样的贫困县意
义重大，”县长梁秀娟说，“我们召开过专门的淤地坝安全
运营会，中央和水利部的领导给了很多支持和指导，使我
们有了信心，大胆探索，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

永和县根据当地地形地貌特点，开展了坝滩联治、坡改
梯、核桃林建设、荒山造林等多项水保措施；建立了一套综
合治理体系，沟坡上种植水保林，缓坡耕地建水平梯田，沟
底打坝、淤地拦泥蓄洪，从而有效地阻止水土流失。“陡坡上
是松柏缠腰、梯田垄间是核桃戴帽、山脚是淤地坝拦沙蓄
水。”梁秀娟描绘了当前该县生态环境的崭新面貌。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产出自然大幅增长。山西省
水利厅党组成员、水土保持局局长张江汀表示：“实践证
明，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快速有
效的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村面貌的一项根本性技术
性工作。”

通过深入调研、科学规划，山西省拟用 10 年时间投
资 20 亿元，开展 100 条老区小流域治理，加快老区发
展。目前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根据治理目标，到治理期
末，100 条小流域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470 平方公里，
增加梯田、坝地、滩地等基本农田 11573 平方公里，建设
林草 1354 平方公里，生态效益显著；每年增加粮食产量
4.7 万吨，果品产量 9.4 万吨，木材蓄积量超过 21 万立方
米，一年直接经济效益近 5亿元。

“这不仅仅是我们当前受益或者 10 年以后受益的问
题，实实在在说，是造福子孙后代。”在山西小流域治理座
谈会上，左权县代表邢晓寿表达了群众对这项民生工程
的拥护。

据悉，今年山西省将在武乡、左权、永和等地首批
启动 10 条小流域治理，并逐步推广，最终全面惠及老区
人 民 。 文/本报记者 李 力 实习生 赵 无 双

通讯员 邹 红

荒滩地变生态沟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西山乡林丰村的田间地头，村
民们正忙着摘掉葡萄多长出的叶子，来自县、乡农业部门
的技术人员不时地在旁边指导。“种植葡萄、桃树等经果
林对我们增收有很大的帮助，全组人都特别欢迎。”该村
水岭沟村民周珍群开心地说。

今年，息烽县规划将贵遵高速公路息烽收费站至息
烽集中营老贵遵路周边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涉及西山乡
林丰村和永靖镇阳朗、老街等 9 个村，集中开展将种植传
统粮食改种为经果林、蔬菜等经济作物的“退粮进经”工
程，大力发展城市大通道两侧观光农业带。

消息传来，居住在县城老贵遵路周边的村民都积
极踊跃地加入到产业结构调整行列中。“政府免费提
供苗木和技术，我家种了 4 亩多的经果林呢！”西山乡
村民吴道付开心地说，我们借此机会搞观光农业、发
展乡村旅游，这是老百姓致富的新途径，全村人都特
别支持。

“全乡共栽种核桃、杨梅、李子、桃等 34000 余株经
果林木，占地 500 余亩，涉及 3 个村子。”息烽县西山乡林
业站站长张昆介绍，该乡退耕户在县、乡林业部门的统一
指导下组成施工队，仅用 1 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林
木的打坑、种植工作。目前，西山乡还组织村民们在果树
种植的行间栽种速生蔬菜 400 亩，并提供了适当的资金
补助。

走进阳郎片区，随处可见大片新开发的荷塘，翠绿娇
嫩的荷叶铺在水面，十分美丽。根据规划，阳朗大桥两
侧，将种植莲藕 300 亩。在息烽县永靖镇农业中心的组
织下，阳朗村、老街村村民齐聚一堂，仅用两个星期便完
成了全部的栽种任务，不久之后，这里将是荷叶田田、莲
花吐芳的美景。永靖镇还将种植叶类蔬菜 1000 亩，通
过土地流转，引进蔬菜种植大户种植番茄、黄瓜等经济作
物 300亩。

引导老百姓栽种经济作物既可以增加农户收入，又
让田间景色更加靓丽，真是“一举两得”。据悉，该项目总
投资 700 余万元，预计今年 8 月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可
实现年总产值 5500 万元以上，年新增产值 1000 万元以
上，带动农户 1100户，户均增收 4500元左右。

贵州省息烽县：

打造观光农业带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张照娣 徐天国

本版编辑 刘 佳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廿五站村的二层别墅（左图），廿五站村即将拆迁的破败泥草房（右上），廿五站村村民冯永春（右）与妻子

在新房里看电视（右下）。

黑龙江省兴安镇廿五站村距离中国最北县份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 200 公里，走进这个 2010 年末国家电网才进驻、结束村民自发电

历史的村子，如今看到的是一排排颇具现代气息的小楼。在村民的新家里记者看到，电脑、液晶电视等现代化电器家具一应俱全。廿

五站村有 80多户村民，现在已经有近 70户搬进了新房，农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今年上半
年，渔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水产品市场
交易活跃、价格上升，全国渔业经济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据全国20个渔业主产省
统计月报数据显示，1月至 5月全国水产
品产量1893.40万吨，同比增长4.90%。

养殖生产形势良好。1 月至 5 月，全
国水产养殖产量 1354.21 万吨，同比增
长 6.61%。据全国海淡水养殖渔情信息
监测，1月至 5月海淡水养殖生产投入与
各品种出塘单价均同比上涨，海淡水产
品出塘单价同比分别上涨 213.26%和
84.75%，渔民生产积极性较高。

捕捞生产形势稳定。1 月至 5 月，全
国海洋捕捞产量 539.19 万吨，同比增长
0.86%。据海洋捕捞动态信息网监测，
今年上半年，黄海和东海海域水温回升
较慢，整体渔业资源状况较差，仅有一些
小型鱼类出现一定量的渔汛；南海传统
经济鱼类没有明显渔汛，预计上半年海
洋捕捞产量同比相对稳定。

远洋渔业生产总体平稳。1 月至 5
月，远洋渔业产量 42.53 万吨，同比增长
约 4.06%。预计上半年远洋渔业产值将
达 54 亿元，总产量 50 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约 5%和 3%。其中，大洋性渔业约 27
万吨，同比增长约 4%；过洋性渔业约 23
万吨，同比增长约 3%。

上半年全国渔业经济形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