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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聚焦三农

进入 10 月，青海省湟源县的小麦、青
稞等大田作物基本收获完毕，早些天还
是一片金黄、翠绿的农田露出了平展展
的地貌。湟源县波航乡上泉村村委会主
任颜增连告诉记者，今年可是好收成，村
里 400 亩旱地完成“坡改梯”之后，小麦亩
均增产至少 200 斤，这一项全村就增产好
几万斤。

坡地改梯田是青海省近年来强力推动
的土地整治项目之一。“通过省上基本农田
整理项目的带动，我们这里风景美了，生态
美了。最为重要的是，群众的生活也越来越
美了！”提起土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湟源县
波航乡副乡长赵鑫言语中满是骄傲。青海
省国土资源厅土地整理中心主任薛洪栓介
绍，青海省是全国率先发布土地整治规划的
几个省份之一，这些年在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的支持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持续
时间 10多年、涵盖 138个子项目、涉及农田
近100万亩、年增产粮食3.2亿斤、年新增效
益近3.8亿元的综合整理项目。“我们要通过
持之以恒地推进土地整治这个大项目，打造
青藏高原‘最美农田’。”他信心满满地说。

提及“最美农田”带来的生活美，与农
田朝夕相处的农民们，最有发言权。赵文
炳，这位 53 岁的妇女，是波航乡上泉村一
社的村民。当被问到“坡改梯”之前农地里
的收成时，她扬了扬手中黄色的蛇皮袋：

“以前种一亩油菜，收到的菜籽能装满这个
袋子就不错了，也就 200 来斤吧。”如今，地
平整了，水引来了，农田产量也提高了。“种一
亩菜籽，能收400多斤呢！”说到“400斤”，赵
大婶突然提高了音量，生怕记者听不清。她
还告诉记者，以前，她最担忧的是“地里的庄
稼没有好收成”，现在，她最担心的是“长势这
么好的庄稼，却没足够人力来收割”。

青海化隆县水车村党支部书记潘伍成
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村耕地不多，没有改
造 前 ，大 多 属 于‘ 望 天 田 ’。”何 为“ 望 天
田”？就是指着老天爷下点雨，给点好天
气，才能有些收成。土地整理后，村上的

“补丁田”变成“成片田”，耕种收割方式也
由 原 来 的“ 二 牛 抬 杠 ”升 级 为“ 铁 牛 增
效”。潘伍成说，当地大田作物主要是小
麦、青稞和油菜，改造前，小麦亩产 500 来
斤，改造后，亩产达到 800 斤，油菜亩产由
300 斤增加到 400 多斤。到了收获时候，
收割机突突地开进了地里，几小时就把原
来几天的活干完了。“好耕地给我们带来了
机械化。”他笑了起来。

如果说生活美是“最美农田”带给村民
的直接变化，那么，生态美则是“最美农田”
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薛洪
栓向记者介绍了土地整理的 3 大生态效
益：蓄水、护土、增草。记者在与湟源县比
邻的两块山坡上见到：一边，即将成熟的庄
稼长势喜人，紧挨着农田的，是成片的绿
草，成荫的绿树，一派田园和谐景象。而另
一边还没有整治的山坡，仿佛蒙上了一层
薄纱，小草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山坡上。由
于山体缺乏足够保护和缓冲，不少地方因
雨水冲刷，已经裸露出片片黄土，纵横交错
的雨沟从山顶延伸至山脚，在山体上留下
道道黄色痕迹。

实实在在的数据，或许有说服力：经过
25度以上坡耕地整治等一系列土地整治项
目的实施，青海省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

“三化”草地严重地区治理取得明显进展。
其中，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 67.68%，治理
沙地面积 1520 公顷，植被覆盖指数更是增
加至 20.38%。10 多年来，全省新增耕地约
15 万亩，土地生产能力普遍提高了 10%至

20%，年增加粮食 1.4 亿斤以上，年增加收
入 1.34 亿元，惠及 40 多万农民。当地群众
总结：生活美、风景美、生态美，每一种美都
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

“最美农田”来自持之以恒的努力和科
学规划。青海省从 2002 年开始实施第一
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平安县 109 国道
两侧村庄整理项目，10 多年来，在项目选
择上，他们坚持面向“两边”发挥示范效
益、集中连片突出整体效益、以水定地注
重经济效益；在项目管理上，纵向上实行

“省级监管、州级协调、县级实施”管理模
式，横向上实行“政府领导、国土搭台、部
门联动、农民自主参与”的组织方式；在项
目的实施上，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
制、合同制、监理制和审计制，确保了项目

质量和资金安全。
现在，70多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国土上，

打造“最美农田”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一项总投资预估达 30亿元、建设 120万
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并新增30余万
亩耕地的项目正在全速推进；在黄河谷地，总
面积为 114.33 万亩、受益人口达 30 万的土
地整治项目已效益初显。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厅长刘山青说，青海是一个面积大省，生态大
省，却并不是耕地大省。每一寸土地都要充
分利用好，更要充分保护好。只有通过土地
整治，提升耕地质量，才能把准利用与保护的
最佳契合点。“现在，青海省已经完成规模逾
200万亩的湟水流域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重大
工程项目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只待批准开工，
将把青海‘最美农田’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打造青藏高原“最美农田”
本报记者 瞿长福 胡文鹏

“进入 6 月以来，由于降水偏多、菌源
充足、感病品种面积大，马铃薯晚疫病在全
省 11 个市州发生，发病面积 628 万亩，其中
严重面积 118 万亩。”9 月 27 日，甘肃省农
牧厅副厅长韩临广在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说。据了解，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马
铃薯晚疫病防控工作，专门安排 2000 万元
资金，用于晚疫病防控。

甘肃是全国马铃薯主产地之一，全省
14 个市(州)的 60 多个县均有种植。今年种
植面积 1042 万亩，预计鲜薯产量 1300 万
吨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已初步形成
了中部淀粉加工型、河西沿山冷凉地区及
沿黄灌区全粉加工专用型、陇东南早熟菜
用型以及脱毒种薯生产四大生产基地。

据韩临广介绍，在甘肃省安排专门防
控资金的同时，省农牧厅制定下发了《2013
年马铃薯晚疫病防控方案》，并启动马铃薯
重大病虫害发生防治周报制度。截至 9 月
6 日，全省累计完成防治面积 1169.8 万亩
次，其中重发区普遍防治 2 次，制种田防治

6 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今年发病面积减少
24.2%，严重面积减少 63.3%，预计挽回鲜
薯损失 200万吨。

位于陇中地区的定西是全国重要的商
品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工基地。一、二级
种薯扩繁基地扩大到130多万亩，生产水平
和规模总量均位居全国第一，良种化程度达
到 95%以上。今年全市播种马铃薯 320 万
亩，种植面积较大的安定区农民人均产业收
入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同时，定西
市万吨以上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已发展到
27 家，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2 家、省级
16家，规模加工能力发展到 68.6万吨，占甘
肃省的85.7%、全国的13.7%。产品由精淀粉
发展到高档休闲食品、新型工业产品及废渣
废水综合利用、生物有机肥、水基性农药等
产品，形成了良性循环。

“考虑到晚疫病等减产因素，预计到国
庆节集中上市期前后，鲜薯销售价格将保
持在 0.7 元/斤左右。”定西市市长唐晓明分
析说，今年内蒙古等主产区受去年价格走

低的影响，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去年有所下
降，从已上市情况来看，国内主要市场价格
比去年普遍上扬，目前鲜薯销售价为 0.75
元/斤，而去年同期为 0.65元/斤。

唐晓明认为：“从马铃薯产业看，农民
利益与马铃薯加工企业的效益密切相关。”

在保证农民利益方面，定西市政府根
据市场行情制定原料收购建议价，以保证
薯农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防止因贱卖影响
薯农收入。为避免出现马铃薯滞销，定西
在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的同时，动员
种植农户加强贮藏窖建设，并适当进行补
贴，以实现旺吞淡吐、错峰上市，尽量减小
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收入造成的影响。

“在保证企业效益方面，我们对种薯生
产企业提供良种补贴，协调金融机构及时
向营销、加工企业发放充足的原料收购和
流动资金，并按照国家政策在电价、税收等
方面给予优惠，动员企业在马铃薯收获旺
季敞开收购，扩大生产。”

唐晓明深有体会地说，要实现农民利

益与企业效益的双赢，除了依靠政府这
只有形的手介入之外，更要按照市场经济
规律来解决。“通过专业合作组织，以订单
的形式，把农民与企业连接起来，既防止
出现薯贱伤农，保证农户每年都有收益，
又保证企业有稳定的原料基地和充足的
原料，保证企业效益最大化。”

记者了解到，在马铃薯营销方面，定西
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及临洮康家崖等 4 个
市场已被农业部定点为全国重点马铃薯专
业批发市场。全市有中小型马铃薯交易市
场 50 多个，参与马铃薯交易的农贸市场
196 个，另有 2300 多个收购网点遍布全市
乡村。近年来，定西马铃薯鲜薯及制品占
全国鲜薯市场份额在 50%以上。同时，定
西马铃薯的常年消费需求又使贮藏保鲜业
应运而生，全市马铃薯贮藏保鲜能力已达
320 万吨，旺吞淡吐、错峰上市已成为市场
交易的基本形态。市场显示，今年定西马
铃薯的价格高于去年，外销量较去年也略
有增加。

防 控 马 铃 薯 晚 疫 病 大 面 积 发 生

甘 肃 保 障 减 产 不 减 收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吕文波报
道：20 年前，这里地势低洼，一些修路挖出
的碎石土方堆积成了一片荒滩，山东省莱
西市农民于尚平在荒滩上发现了商机，承
包下了这块不起眼的土地，围绕特色农业
发展品牌。如今，这里已成了日近万元的
生态大枣园。

时下，正是采摘、旅游的黄金季节，莱
西市姜山镇烧锅庄大枣生态园内一派生机
勃勃。10月6日，记者走进烧锅庄大枣生态
园看到，一棵瓜茎上可结二三百个富贵瓜，
甘甜如蜜的大枣压弯了枝头，五星状的辣椒
新奇喜人，金灿灿的柿子鲜艳夺目⋯⋯放眼
望去，成片的果树，成群的鸡鸭，柿树围园，
园旁有鱼，惹得人不得不在此停留，领略这
个生态园丰收的景象。

红绿相间的小枣挂满树梢，一家三口
在枣园里边尝边采，其乐融融。园主于尚
平告诉记者，这已是第七届举办大枣采摘
节了，中秋节开始，枣园内果树进入盛果
期，有芒果枣、虎皮枣、伏脆枣、富硒大枣等
十余个品种供游客采摘。

于尚平说，20 年前他承包下了这块土
地，围绕特色农业发展品牌，引进了中华梨
枣，并与山东农业大学、烟台农学院的教授
联合进行科学种植管理，与专家们建立了

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枣园建成了烟台农学
院的种植基地，先后开发种植了芒果枣、虎
皮枣、伏脆枣、富硒大枣等十余个品种。“我
们这里的枣子最大的一个是三四两，五个
一斤的也有很多。”于尚平兴奋地介绍说。
每到一片枣林，他就顺手摘下让我们品尝，
有的甘甜如蜜，有的脆甜可口，枣的甜度是
37，比普通的枣甜上好几倍。

在生态园里，记者看到一片落了树叶
的林地被网绳围了起来。临近中午，在这
个特殊的养殖场里，于尚平从兜里掏出哨
子一吹，听到召唤，几百只散养鸡扑打着翅
膀飞奔过来，争相啄食。“我养的鸡，80 元
钱一只，论只卖，不论斤。”于尚平介绍说，
树上种枣、树下养鸡、鸡粪还田，生态化循
环养殖，又提高了鸡的质量，四五百只鸡一
年收入可达万元。

据了解，目前烧锅庄大枣生态园已种
植各类枣树近 2000 株，年产 7 万斤。“在这
20 年里，有了市农业局和镇政府的支持和
规划思路，把这 50 亩的荒滩变成了农业生
态园。以后，我打算进一步开发周围的荒
地，带动周围的村民一起致富。”谈到烧锅
庄大枣生态园以后的发展，于尚平对未来
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也更坚定了他走生态
农业发展路子的信心。

山东莱西——

荒滩变成生态园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黄仕

锋 朱新华报道：初秋时节，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田阳县那满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内，一条条水渠绕田边而过，四通八达的
机耕路上驶过一辆辆满载而归的农用小
货车。

一年四季，这里的农民没有农闲时
节。就在前不久，这片农田正在上演着一
场繁忙的秋稻丰收景观。此时，这里的农
民仍然在忙碌地平整田地种植西红柿。在
那满镇，农民利用冬闲田发展以西红柿为
主的冬季蔬菜生产，开创了“稻——稻
——菜”一年三熟耕作制的尝试，西红柿
种植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朝阳
产业。

那满镇治塘村的村民黄凤莲站在田埂
上指着长势喜人的西红柿幼苗兴奋地告诉
记者：“去年种了 8 亩西红柿，就增加了 6
万多元的收入，今年我打算再多种两亩，到
明年 4月就该收获 8万元啦！”

从 2009年开始，黄凤莲就和村民们一
起，在种植双季稻的基础上，利用冬闲田来
种植西红柿。曾经一到秋收后就被置闲的
田地，如今每亩能产出 8000 斤左右的西
红柿，这让之前年收入不足 1 万元的黄凤
莲一家，如今一跃达到 6万多元。

“冬闲田种番茄，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致富的好路子。”黄凤
莲高兴地说。

“‘冬闲田种番茄’，现在却没有一块田
地是‘冬闲田’了，取而代之的是田里的‘红
色经济’。”那满镇人大主任覃素娟说：

“2008 年，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之前，
治塘村的人均收入才 3600 元，2009 年项
目实施后，农民通过发展西红柿和冬菜种
植，现在该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 6000 元，
翻了近一倍。”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综合开
发办副主任李丽琪介绍，近年来，田阳县积
极推进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资 400 多万
元，改善土地、水利条件，利用右江河谷优
越的气候条件和区位优势，进行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蔬菜种植
也已经成为了田阳县农民增收的主要渠
道。兴城村、治塘村等许多乡村从过去种
植甘蔗、玉米等收益较低的作物，到今天形
成西红柿产业化规模，田阳农民从这一转
变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据了解，目前田阳县以西红柿为主的
秋冬蔬菜种植面积达 40 万亩，总产量 120
万吨，产值达 18 亿元以上，蔬菜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等国内 200多个大中城市。

广西田阳——

“西红柿经济”红红火火

近日，河北省固安县门铁营村的养猪专业户刘微掩
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因为她养殖的 50 头健康猪就要出栏
了，给她带来了 1.5 万元的纯收入。“我们通过对农村家
庭妇女进行培训，提高她们的科学养殖水平，通过推广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养殖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
猪品质，减少流通环节，增加养猪专业户的收入，从而提
高农村妇女的创业能力。”北农大健康养猪合作社理事长
李月杰说。

2004 年，作为廊坊市“双学双比”女能手的李月杰在
市妇联的大力支持下，三次去三河明慧养猪集团学习参
观，学习先进办厂的理念和科学养猪知识。2005 年底，
一座占地 12 亩，投资超百万的现代化养猪场建成。李月
杰也成为当地妇女创业致富的带头人。

“我养猪都 10 多年了，以前效益很一般。加入合作
社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技术指导、饲料供应、市场
销售，合作社给了很大支持，去年大概赚了 6 万块钱。加
入合作社风险小了，效益高了，现在我正扩建新猪舍，准
备扩大养殖规模。”北农大健康养猪合作社社员王淑芬说
起合作社给她带来的变化滔滔不绝。

针对该村不少农户分散养猪，技术和销售需要规
范的情况，李月杰在市、县妇联和固安县领导的支持
下，于 2006 年成立了北农大健康养猪合作社，在经
营上实现了统一养殖品种、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防
疫保健、统一环境治理、统一管理技术、统一市场
营销的“六统一”模式。目前，合作社已经发展社
员 1200 多户，带动了周边 2000 多名妇女创业，合作
社年出栏生猪 12 万头，已经成为廊坊市活体猪储备
基地，每年为养殖户实现增收 700 多万元。2007 年
12 月被认定为河北省无公害畜产品产地，省畜牧兽
医局为其颁发了“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该
合作社 2010 年建设投入使用的喜来迦食品有限公司
与俄罗斯企业合作投资 8 亿元建设猪肉深加工项目已
经立项，2014 年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生猪
养殖和肉制品的“产、供、销”一体化生产格局，
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李月杰先后荣获全国“双
学双比”女能手、廊坊市“十大农民女状元”、河北
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2013 年 8 月，该合作社被农业部、全国妇联、科技部
确 定 为 “ 全 国 巾 帼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基 地 ”。

（刘建升 李 梅）

河北固安——

合作养猪助农民增收

本版编辑 邵 红本版编辑 邵 红

本报讯 记者徐胥、通讯员柯南雁报道：经过 2 年多
的种子搜集和技术准备，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在郊区
恢复种植的优质蔬菜老品种开始批量上市。据悉，从现
在到下月初，将有近 30 万斤核桃纹白菜、12 万斤心里美
萝卜上市。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红岺介绍，现在消
费市场出现多种需求，很多市民在找寻过去的老口味、老
品种，为此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在搜集过去的老品
种，逐步恢复种植，并计划在北京继续对小刺瓜、苹果青
番茄、六叶茄、五色韭菜等近十个深受市民欢迎的北京名
优蔬菜品种开展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北京优质蔬菜老品种上市

树干是宝贝，可加工成各种用具。树皮因无大用，以

往或丢弃，或烧掉。然而，在黑龙江林区，以前百无一用

的树皮，如今变身成了工艺品。

原来，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后，赖以为生的林木不让

砍了，林区人就开动脑筋，找到了“草柳编”这种新营生。

所谓“草柳编”，就是用树皮、枯草、柳条等物，制作各类工

艺品。树皮这类东西，林区俯拾即是，只要构思得当，就

能做出别致的摆件，畅销欧美。绥棱林业局老职工汪泽

生说，他在“天保”工程实施后，专心做“草柳编”，每年自

费参加广交会，拿到订单就组织生产，目前雇工 20 多名，

年出口额达 500万元。

据了解，“天保”工程实施十多年后，黑龙江林区替代

产业、新兴产业正蓬勃兴起。龙江森工集团多种经营产

业产值已达 157.8亿元，是 1997年的 5.3倍。

树皮变身工艺品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黑龙江省绥棱林区鑫泽工艺品公司设计员孙丽，向

记者介绍树皮摆件。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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