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调查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12

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和工业倍增
计划，同时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业与休
闲、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初步建
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在河北柏乡县龙华乡牡丹种植基地，一些农民正
在忙着栽植牡丹；在基地旁边的晒场上，晾晒着今年
新收获的牡丹籽。河北圣丹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油用牡丹苗木繁育、示范种植、产品研发、深
加工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
司业务经理张运潭说，公司从 2014 年以来流转 4000
多亩地种植油用牡丹，投资 2.5 亿元的牡丹籽油及牡
丹综合深加工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开发食用、药用、
保健等牡丹系列产品。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柏乡县牡
丹产业实现了种植、加工、观赏三产融合发展，提升了
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公司从去年开始收购
牡丹籽，每斤牡丹籽价格为 10 元左右，每亩牡丹可以
产 300 斤牡丹籽，盛产期每亩可产 500 斤至 600 斤，一
亩地收益就有 5000 元。”张运潭说。

牡丹产业发展是柏乡县调整农业结构、构筑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柏乡县是华北平原
上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大县，但是工业基础薄弱，无法
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不仅能推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也能为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产 业 支 撑 。”柏 乡 县 委 书 记 张 万
双说。

柏乡县在“稳粮、增菜、优果、兴牧”的基础上，实施龙
头企业带动战略和工业倍增计划，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精
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协调发展，鼓励支持农产品加
工业与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科普、养生养老等产业深
度融合，初步建立起低碳、低耗、循环、高效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

在河北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内，粮食、牡丹、葡萄、中
药材等产业正在兴起。在粮食产业方面，以五得利柏
乡面粉加工企业和河北柏粮集团、中粮金谷源优质麦
合作社为主体，构建起粮食种植、收储、加工一体化产
业体系。在加工环节，五得利柏乡面粉加工企业年加
工能力 100 多万吨，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面粉加工设
备，利用优质强筋麦的原粮资源优势，生产加工专用
粉，年产值达到 50亿元至 60亿元，每年带动农民增收 1
亿元以上。在收储环节，河北柏粮集团是一家集粮食
仓储、贸易为一体的知名粮食集团公司，带动了当地粮
食仓储服务业的发展，签约粮食经纪人达到 2000 多
人。在种植环节，金谷源优质麦合作社依托中粮集团
发展优质强筋小麦订单 50 万亩，通过为农民提供专业
化的服务，实现粮食绿色发展。

柏乡县还不断做强蔬菜、食用菌等优势品种，突出
精细蔬菜和特色高端叶菜，大力发展高端设施蔬菜，
把麻山药、马铃薯、胡萝卜、红薯、金针菇等地方土特
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内步乡北
大江村藤森葡萄专业合作社 40 个大棚 1300 多亩的鲜
食葡萄已经陆续销往北京、山东、河南、山西等市场。
宏卓农业科技公司扩展红薯种植面积，以刘上京为中
心采取“公司+农户+订单”的模式，采用脱毒红薯苗滴
水点穴种植法种植了 4000 亩红薯、小香薯。泰德隆
公司利用柏乡天然富硒带的优势，发展功能农业，富

硒面粉、富硒小米、富硒甘蓝等功能性农产品深受市
场欢迎。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现了产业聚集和要素聚集，
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30%以上，提升了我
们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河北省柏乡县现代农业园区管
委会负责人李亚坤感慨地说。

初步形成农业有效供给

各地农村都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推动种植品种由单一向多元化、特色化
方向转变，打造品种丰、品质优、品牌强
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记者走进内步乡北大江村时，藤森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刘现新正在组织村民给葡萄大棚覆盖
薄膜。毗邻葡萄园的，是肉牛养殖场、精品果园和创
意农业园。“牛的粪便经过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可
以直接施到果园里，实现了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北
大江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军说。

北大江村以前主要发展奶牛养殖业，2008 年之后
奶牛养殖业走下坡路，他们转型发展肉牛养殖，年出
栏肉牛 1500 头。2013 年河北省财政厅向北大江村投
入 100 万元帮扶资金，建设了 40 栋设施大棚，发展村
集体经济。2014 年柏粮集团响应河北省“千企帮千
村”的倡议，把北大江村作为帮扶对象，投资 200 万元
建设精品果园，发展林果产业，种植葡萄、苹果、梨、柿
子等水果。为了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他们建了创意农
业园，正在把玉米迷宫改造为花海迷宫，明年“十一”
期间接待游客。现在，养牛业、林果产业以及休闲旅
游产业成为北大江村三大支柱产业。作为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北大江村正在探索建立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制，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与北大江村一样，全国各地农村都在着手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
动种植品种由单一向多元化、特色化方向转变，发展种
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打造特色品种生产基地和名
牌产品，形成品种丰、品质优、品牌强的农产品有效供
给体系。

“发展现代农业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富民增收的主要渠
道。”江苏大丰区草庙镇川东居委会党委书记杨映忠
说，要让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走出来，党员干部必须首
先走出来。近年来，当地通过产业互动和联农机制的
建立，形成以党员干部带头、村民众筹参与、共享发展
现代农业的新路子。川东居委会建设川鹿生态农业
园，在园区内兴建高规格日光温室大棚，每个大棚的
前期投入高达 13 万元，村民们大多对此望而却步，不
敢参与。杨映忠自己率先投资 26 万元建成了两个日
光温室，其他党员干部也陆续参与其中。当年年底，
川鹿生态园建成了 14 个日光温室大棚，种植蔬菜，平
均每个大棚收入 5 万元左右。近年来，川鹿生态园还
不断丰富种植品种，先后引进种植美早大樱桃、贵妃
玫瑰葡萄，建起了澳洲淡水龙虾生产基地、生猪标准
化示范养殖场，不仅实现了绿色循环发展，还放大了
生态效应，挖掘出旅游元素。

在四川崇州市王城镇东风村的稻虾种养基地，水稻秸
秆仍四散留在田里，小龙虾则在水下觅食。33岁的沈亚
威是一位家庭农场场主，经营着1000亩稻虾基地，东风
村的这200亩稻虾田就是其中一部分。利用水稻的边际
效应，沈亚威在基本不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在稻
田开挖了四边沟，投入了小龙虾苗，还给人们提供了稻田
钓鱼、捕捞体验的场所。“还是稻虾综合种养效益好。稻谷
实现稳产，亩产1000斤，比单纯种植产量略减，但由于采
用小龙虾的粪便作肥，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量，稻谷品质
提高，大米每斤能卖到4元；此外，每亩可以产小龙虾300
斤，去年每斤卖到20多元，今年达到30元。投入方面，一
亩基础设施投入需要2000多元，能用6年以上，还能享受
政府补贴。”

“工厂化的设施渔业投入高、条件限制多，现有的
养殖水域潜力有限。相比之下，稻田综合种养是最
切 实 可 行 的 ，还 弥 补 了 单 纯 种 粮 比 较 效 益 低 的 弊
端。”崇州市农发局水产科科长王恒说，由于水稻生
产和水生动物之间形成了良性利用，可以少用或不
用化肥和农药，改善土壤的面源污染，可谓一举多
得。在水产增量、粮食安全、环境改善等多重需求之

下，稻田种养优势明显。

引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经营规模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
制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不断深化，有助于引领适度规模
经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内步乡赵上京村,一棵上百年的桑树矗立在千草长
寿园中。赵上京村党支部书记赵现涛是村里的种植大户，
2014年以来，他流转了2000多亩地。调整种植结构，种什
么？赵现涛说，村里有种植桑树的传统，他决定引进种植国
内最新品种——中科1号矮化桑树，并种植经济效益更高
的中药材、长寿茶以及富硒小麦、小米等农产品，建成了冀
南最大的长寿茶生产加工基地千草长寿园。

“农业经营规模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构
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核心就是要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引领作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
运用的体制机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不断深化，进一步增强了农业农村的内在活力和动
力。”柏乡县委书记张万双说。

柏乡县已经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呈风起云涌之势。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流转土地，通过发展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
订单生产等生产经营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初步构建起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
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四川崇州市也已初步构建起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据介绍，2016 年，崇州市开展稻田综合种养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达 38 家，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 1.2 万
亩；稻田综合种养水产品实现增收 1529万元；又提高水
稻附加值 50%以上，实现稻谷增收 1000 余万元。今
年，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发展到 2 万多亩。当地注册了商
标“稻虾藕遇”，将其作为区域公用品牌，所有综合种养
的合作社都可共享，还搭建了专属电商平台。崇州还
整合四川省、成都市和本级财政资金，给予稻田综合种
养田间工程和种苗购买补贴。同时开展农村产权抵押
贷款，畅通金融资金注入稻田综合种养发展通道。
2014 年至 2016 年，全市稻田综合种养投入 6858.7 万
元，财政投入 669 万元，其余都是撬动的金融投入和经
营主体投入资金。

江苏大丰区近年来鼓励土地向种田大户、农业园区
流转，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了规模效应，增加了科技含
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投入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蚕
豆是江浙一带很受欢迎的菜品，由于季节因素，每年春
节前后供不应求。新丰镇太兴村艾伦特农庄自主研发
了“春化蚕豆”技术，在葡萄藤下套种蚕豆，填补蚕豆上
市空档期，为农庄带来丰厚的收益。艾伦特农庄负责
人邵林以前是一家农药企业的销售经理，与农业打了
多年交道后重新回到农村创业。邵林在市场摸爬滚打
多年，对绿色品牌的认识更为深刻，也特别注重农产品
的创牌。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农庄建立了自己的质量
检测系统，把好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新技术运用，
确实让我们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农庄生产的草
莓、甜瓜、葡萄等农产品因口感好、味道纯正而受到市
场欢迎，在当地的家乐福等连锁商超里都很畅销。”邵
林说。

（采访组成员：徐 涵 顾 阳 乔金亮 刘 慧

执笔：刘 慧）

现代农业初显发展新格局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中篇）

本报采访组

传统农业粗放的生产方式被现

代农业高效、低耗的生产方式所取

代，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初步建立，绿色农业、循环农

业、特色农业、品牌农业蓬勃发展，农

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

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

核 心 提 示

河北柏乡县龙华乡后渤海农业公园内树林中养殖的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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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

农业大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程度超乎想象。柏乡县

和全国大多数农业大县一样，

也存在“高产穷县”的困境，政

府想要投入精力解决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差等问题，提

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但是

因为财政窘迫而无力解决。

农业大县要实现经济发

展，解决“三农”问题，既要依

托自身的农业资源，更要跳

出传统思维模式，从农业发

展中找出路。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为农业大县提供了

发展的空间和方向。一些农

业大县的实践证明，通过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种

养加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业

现代化，从而能够补齐农业

现代化这个“四化”同步发展

的“短板”。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

业，是当前传统农业大县实

现乡村振兴的首要选择。一

些农业大县引进和培育农产

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企业，

把一些原料产品变为最终产

品，能极大地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

当前，一些农业县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仅面临着

资金短缺、人才短缺的问题，还面临着发展空间不足

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发展。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加

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为农业大县解决“三农”

问题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同时，根据主体功能区理念，生态功能区主要保

护生态，农业生产县主要发展农业。但在落实主体

功能区政策中，各地尚缺乏相应的具体补偿措施。

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农业大县主体功能区的特性，

制定差异化政策。在干部考核中，也应该考虑农业

大 县 的 特 点 ，调 动 当 地 发 展 农 业 、保 护 生 态 的 积

极性。

此外，在资源要素配置上应更多地向基层放权。目

前，多数资源要素都由主管部门掌握，一些农业大县因为

拿不到优质国家项目而丧失很多发展机会。为此，还应通

过项目倾斜加大对农业大县的扶持力度，帮助其摆脱发展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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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柏乡县内步乡赵上京村的设施大棚内培育的

桑苗。 刘 慧摄

江苏大丰荷兰花海的盆栽花卉通过电商平台销往

全国。 徐 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