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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黄芪，产地：甘肃，单价：28 元/公斤，
成交量：3000 公斤。”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农产品加工园区内，中药材天地网的大屏幕
上不停滚动显示着交易信息。

“在这里建基地，看中的是优质中药材产地、
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政府大力扶持农业的决心。”中
药材天地网副总经理贾海彬说，“线上每交易一公
斤，政府给买卖双方补贴五角钱，引导药农订单生
产，极大促进农副产品交易的信息化发展。”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虽有豫鄂湘
黔结合部的地理区位优势和锰矿、中药材等自然
资源，但“养在深闺人未识”，是国家首个连片扶贫
试点，交通不便是最大制约因素。秀山县当地人
白文强还记得，就在三五年前，到成都还需要三天
时间，有时候甚至要借道贵阳再折回。

这也是多数民族自治地区发展遇到的普遍问
题。“目前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3
个，一是基础设施不足，突出的是交通落后；二是
地方财政缺钱，发展无后劲；三是缺乏人才。”国家
民委经济发展司副司长张志刚说。

秀山县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重点
扶贫项目等政策支持，交通条件的改善释放了发展
红利。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十大项目之一，渝怀铁
路纵贯县境，并建有设计能力为300万吨的惟一战
略装卸车点。国道319和326线在县城交汇，目前
高速4小时可到重庆主城或湖南长沙。

有交通作支撑，秀山县农业发展驰入快车道，
初步形成了以30万亩金银花、1000万只土鸡、7万
亩茶叶、10 万亩油茶和 3 万亩高端猕猴桃的特色
效益农业体系。县培育龙头企业 71 家、专业合作
社306家，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15个。

如今，秀山县已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金银
花产业基地，并建设武陵山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良种
种苗繁育中心、种植加工基地和物流中心。

农产品信息化是秀山县发展农业的另一着力
点。秀山县加快建设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采集发
布和预测预警机制，金银花在重庆农畜产品交易
所实现远期交易，被农业部首批授牌为“全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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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野生蓝莓已进入挂果期。来到我
国野生蓝莓的主产区，驶过一片片茂密的白
桦林，漫山遍野的“矮树丛”跃入眼帘，一
颗颗珍珠似的蓝莓果挂满枝头，十分诱人。

“这就是野生蓝莓，已经开始挂果了，再过
20 天就可以采摘。”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阿木尔林业局党委书记广远介绍说。

野生蓝莓是大兴安岭地区得天独厚的生
态资源。据了解，野生蓝莓对生长环境要求
十分“苛刻”，大都是生长在北纬 50 度左右
的原始森林中，其根部要常年在零下 27℃
以下、海拔 1400 米以上，年平均温度在零
下 1.2℃ 至 零 下 5℃ 左 右 ， 气 候 形 成 的 雪
被、湿地、枯叶落叶层是野生蓝莓生长的关
键因素。

“采蓝莓现在已经成为林区职工和群众
增收的重要渠道了。”广远说，每年的夏秋
采摘旺季，每天采摘野生蓝莓的人数多达
几千人。“去年，有两口子用一台摩托车一
个采摘季就收入了近 3 万元。”他坦言，野
生蓝莓在大兴安岭地区已经有很多年了，

“以前不重视，也没看到蓝莓的经济价值，
蓝莓收购价每斤才 6 元，现在每斤涨到了
30多元”。

近些年来，随着生态资源保护意识的深
入人心，木材采伐量逐年调减，“蓝莓产业
还让林区职工获得了生态红利”，广远说。

野生蓝莓价值虽高，但最大的缺点是不
易保存。“野生蓝莓只有黄豆粒那么大，非
常‘脆弱’，外皮特别容易破，采摘、运输
的 时 候 要 特 别 小 心 ， 否 则 价 格 就 大 打 折
扣。”与野生蓝莓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农艺
师田福和告诉记者，以前，由于没有实行
集约化经营和规范化管理，不少野生蓝莓
都浪费了。

“要利用好野生蓝莓资源，获得最大收
益就必须延伸野生蓝莓的产业链。”广远表
示，近年来，为了用好野生蓝莓资源，加快
蓝莓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不断探索研发蓝莓
精深加工业，一方面要解决蓝莓难储存问
题，另一方面又要提高蓝莓附加值，从而变
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坐落在阿木尔林业局生态植物园内的北
极冰蓝莓酒庄就是阿木尔林业局发展野生蓝
莓产业的典型，是集产品研发、果酒生产、
窖藏销售、文化展示为一体的欧式蓝莓酒
庄。自 2010 年正式运营以来，引进加拿
大红酒酿造工艺，酿造出了蓝莓冰酒、蓝
莓白兰地系列红酒达 34 种，填补了中国北
极野生蓝莓红酒发展史上的多项空白，已成
为大兴安岭地区发展蓝莓产品精深加工的

“龙头”。
“蓝莓的精深加工是蓝莓产业今后发展

的一个趋势。”北极冰蓝莓酒庄负责人于浩

淼告诉记者，一瓶 375 毫升蓝莓酒平均销售
价格在 2000 元左右，需要 5 斤至 10 斤的野
生蓝莓果酿造，每斤蓝莓果的收购价格 30
元左右。“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蓝莓的附
加值，也解决了蓝莓鲜果不易存储运输的问
题。”于浩淼说。

“受气候变暖、不规范采摘等因素影
响，野生蓝莓的面积正在逐渐缩减。”田福
和介绍说，野生蓝莓生产“靠天”，口感酸
涩不适宜鲜食，人工种植蓝莓弥补了野生蓝
莓的“短处”。

据了解，人工培育的蓝莓，虽然花青素
含量不如野生蓝莓，但是口感好，果实大，
耐存储、不易磕破，而且产量高。田福和
说，野生蓝莓单株产量约 50 克，而人工种
植的产量能达到 1500 克。目前，阿木尔蓝
莓园里人工培育、引进的蓝莓品种有 33
种，“而且人工种植能错开野生蓝莓的上市

季节”。
我 国 从 1983 年 开 始 引 进 蓝 莓 种 植 品

种，到 2006 年农业部 948 重大项目将蓝莓
列入，全国从南到北有 17 家科研单位、大
专院校进行蓝莓的选育和驯化。近两年，蓝
莓产业发展迅速，规模栽培最高的企业达到
上万亩，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
目前，全国蓝莓种植面积已达 18万亩。

在优良品种和充足供应的基础上，蓝莓
的产品开发也得以拓展延伸。目前，我国市
场蓝莓产品类型已非常丰富，包括果酒、果
汁饮料、果酱等十大类几百种产品。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林管局局长单增
庆表示“发展蓝莓特色产业，既要保护野生
蓝莓资源，也要大力发展人工种植”。目
前，蓝莓等山特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总值占
整个林区经济的比重，由两年前的 30%增
加到如今的 70%以上。

从刚结束的夏收来看，超过90%的夏收

作业由农机完成，许多农民甚至无需下地，

只在地头等着收粮换钱就好。

随着国家农机补贴的发放，全国农机

保有量增加，农机手队伍迅速壮大，他们从

农机作业、农田托管到主动流转农民的土地

实行规模经营，还要搞粮食储藏及加工。农

机队伍已经不仅是农田作业主力，发挥的

作用还延伸到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链条。

这种延伸不是简单地介入、参与，而是

对农业产业的提升和发展。一方面，农机

队伍解决了生产力的问题，化解了农村无

人种地的尴尬，并将农业生产引向机械化

高效生产；另一方面，农机队伍促进农业发

展越来越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在农机

队伍的作用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土地

流转、技术入田、产销对接、现代经营等正

在加速实现。

农机队伍具有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特

质，使其适合发展为现代农业带头人。

首先，在农民纷纷从农村走出去，寻求

企业打工的时候，只有农机手与农村的联

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坚定地通过为农业打

工赚取利益。有专家表示，未来农业生产

将越来越机械化，农机手将会成为农村主

要劳动力。

其次，农机队伍能很好地将科技和农业

相结合，是职业农民的代表。农机手操作农

机的同时，也是一项或者多项技术入地的过

程，他们是许多先进技术扎根田间的实践

者，科技种田的思想意识和运用能力比一般

农户更进一步，如果他们成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会大大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三，农机队伍本身就有类似企业的

内部分工，一台车有司机、会计、后勤等“标

配”，现在有些农机队伍更是增加了驻村联

系的“业务员”、协调调度的管理员等“岗

位”，整个队伍有了更完善的内部体系。农

业要产业化发展就需要系统性地经营、运

作，对此农机队伍有天然优势。

现在，有各类人群带着各自的优势走

进农村发展农业，农机队伍没有这样的优

势，但是却比他们更适合作为农业经营主

体。因为农业是投资长、见效慢、风险高

的行业，一些经营者短期投资不见收益就

果断撤出，真正做农业又能坚持下来的为

数不多。而农机手是与农村、农业捆绑在

一起的群体，他们长

久扎根农村，真正务

农而又有能力发展现

代农业，因此，应该

积极鼓励和帮助农机

手成为现代农业的带

头人。

鼓励农机手成为

现代农业带头人
杜 芳

制图 夏 一

目前，大兴安岭由原来以造林、伐木为主的林业经济，发展成为

以蓝莓产业等为主的特色“林下经济”、“林边经济”。蓝莓等山特产

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总值占整个林区经济的比重，由两年前的 30%增加

到如今的 70%以上。

基 层 连 线

爬上绿树掩映的石坡，走进汀溪水库的小铁门，眼前豁然是另
一番景象：四面青山环抱着一大片湖水，蓝天白云映衬其上，碧波
粼粼⋯⋯

同安汀溪水库位于汀溪镇内，肩负着为同安、翔安两区 60 万
城镇居民生活及工农业生产原水供应的重任。

曾经的汀溪镇随处可见养殖大户，仅水库保护区就有养殖户
2081 户以及 22.1 万平方米的猪舍，毗邻汀溪水库的西源村就有
700 多户在养猪。这么多的猪粪便和生活污水排放污染汀溪水
库，两个区的原水因此告急。

2012年 8月 30日，同安区养殖退养工作全面打响。为了保证
退养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保障村民利益，汀溪镇实行了“优惠的生态
补偿政策”，西源村副镇长黄文堞介绍道。

一是货币补偿措施的长效化；对于退养后按规定没有再养殖
的村民，从 2012 年 8 月 1 日起，每人每年给予发放 1300 元的生态
补偿款，补偿时效为 20 年。且补偿额会随着生活水平变化调整，
2013 年增长到 1500 元。另外，畜禽类等建筑物拆除补偿最低标
准达每平方米 242 元。二是针对汀溪水库保护区 12 个行政区的
村民统一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办理养老保险。

补偿费 6390 万元、退养清退生猪约 11.7 万头、拆除猪舍等建
筑物 22.23万平方米⋯⋯正是这些还汀溪水库以青山绿水。

养殖大门关上之后，另一扇绿色致富大门正在为村民敞开。
各村利用自身优势转产转业。西源村村民的房前屋后、猪圈

拆除地种上了茶花、三角梅、桂花、降香黄檀、火焰木、龙柏等，花香
四溢、绿树葱葱。村民更加富足了。

文/本报记者 殷陆君 实习生 王雪燕

厦门同安区——

共建生态文明家园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是全国重点林业区县，该区积极引导

扶持农民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有效促进了城乡绿色生态经济发
展和农民生活的富美。

近年来，黄山区以“保生态、促发展、增产值，提升绿色质量”
为切入口，紧紧围绕“三绿、三宜”总体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支撑，
优化林业产业升级。在推动项目的进程中，采取政策扶持和技
术引导等措施，大力发展林业产业。一是鼓励以林禽、林茶、林
菌、林药、林果、林蔬及生态旅游等模式发展林下经济；二是通
过“绿色质量提升、竹业富民工程”等项目推动，加快林业发展
方式的转变，推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林
业新型产业；三是通过发展新型林业产业优先林业贴息贷款
和国家林下经济政策上予以扶持，尤其是对林下产业发展突
出贡献的企业、个人予以一定的资金扶持；四是在调整优化林
业产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培植和壮大一批新的龙头企
业，因地制宜地建设一批竹林、杉木速生丰产林、油茶林、林下
茶及苗木繁育等特色林业基地，充分发挥森林综合效益，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推动生态林业经济又快又好发
展。仅 2012 年全区实现新增产值 9000 万元、净增加农民收入
1500万元，完成林业总产值 18.2亿元。黄山区还发挥茶资源优
势，推出“茶业富民”工程，发展林茶经济，林茶农综合产值超过
9亿元。

自 2012年，黄山区开展森林村庄创建活动，力争实现“春天
看到花，夏天享到荫，秋天赏到叶，冬天尝到果”的效果，创建一
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森林村庄，加快了美好乡村建设。

（汤慰平）

安徽黄山区——

发展绿色生态经济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所在地的河南省淅川县，为防治和减少丹江口
库区的面源污染，近年来大力推广生态肥，降低化
肥、农药的施用量，目前实现年减少化肥施用量
410多万吨，有效保护了水源地的水质。

据南阳市委常委王新会介绍，为实现“一江碧
水送京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以生态经济为
主线，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
态城镇。去年以来，先后有 50 多家企业进驻淅
川，全县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面积已达 13 万亩。为
防治和减少丹江口库区的面源污染，淅川县成功
研发生产了“渠首神”系列生态肥，获得 3 项自主
研发专利，并拿到“中国肥料业科技创新奖”。“渠
首神”生态肥把肥料的利用率由 34%提高到 60%
以上，每年减少化肥施用量 410 多万吨，有效保护
了水源地的水质。

河南淅川

每年少施化肥410万吨

进入 7 月以来，西藏各地雨水充足，光照良好，青

稞、油菜等作物长势优良，丰收在望。

上图 西 藏 日 喀 则 地 区 江 孜 县 境 内 的 农 田（7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家庭牧场”在拉萨市林周县发展多年，如今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和发展模式，它让牧民的小康梦不再遥远。

据林周县农牧局云旦副局长介绍，1988 年拉萨市林周县承担

了农业部“种草养畜家庭示范牧场建设”项目，经过 25 年的不断发

展，目前全县种草养畜家庭牧场共有 2432 户、14592 人，包括牦牛专

业户、黄牛专业户和绵羊专业户等。据统计，2012 年林周县家庭牧

场户人均纯收入达到 7257元。

西藏：

家庭牧场圆牧民小康梦

下图 近日，林周县甘曲镇举荣村家庭牧场的牧民在放牧。

刘 坤摄（新华社发）

日喀则农作物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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