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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者者按按：：今今年年以以来来，，农农业业强强省省建建设设步步伐伐加加快快，，我我省省
出出台台《《科科技技强强农农机机械械强强农农促促进进农农民民增增收收行行动动方方案案((22002222——
22002255年年))》》，，对对一一产产““两两强强一一增增””行行动动计计划划中中的的各各项项内内容容
细细化化具具体体目目标标要要求求，，将将通通过过科科技技强强农农，，激激活活第第一一生生产产
力力，，通通过过机机械械强强农农，，夯夯实实现现代代农农业业装装备备支支撑撑，，从从而而多多点点
发发力力，，加加快快农农民民增增收收步步伐伐。。

五月的蓼城，稻香虾肥。种一季稻养两季
虾，春也收虾，秋也收虾，农田“身价”倍增。在
全省面积最大的稻虾种养村之一——— 霍邱县
王截流乡军台村，村支两委与农技人员因地制
宜，科技赋能，开启了从“一稻一虾”到“一稻两
虾”的科学转变，让村里的农田有了更多的产
出，走上了富村富民、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因地制宜——— 农田“身价”增

“我村的稻虾田养殖面积在万亩以上，最
近正是小龙虾收获旺季，大家都在忙着收虾卖
虾。”这几天都在忙碌的王截流乡农综站站长
王保国向记者介绍，王截流乡军台村属沿淮行
蓄洪区，排灌沟渠纵横交错，水质优良，水源丰
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喜
欢生活在水体较浅、水草丰盛的湿地、河流和
沟渠，而军台村完全具备这些生态要求。”

一开始，对于虾稻共养模式，一部分村民
持观望态度，能带来多少收益，大家都心里没
底。“没人干，那就我先带头干，有收益了，大家
自然就没有顾虑了。”当时的军台村支部书记
陈家好决定先从自家开始种养，树立好标杆，
发挥带头作用，让农民看到切实收益再共同参
与。在农技人员的精心指导下，陈家好带领党
员户稻虾养殖成功，每亩增收2000余元。在他
的带动下，全村开始了虾稻共养，很多村民实
现了小康目标。

有了信心，资金、技术是关键。王截流乡积
极向上级争取支持，给予军台村优厚的政策待
遇，先后组织军台村班子成员前往霍邱县三流
乡、湖北省潜江市、江苏省盱眙县等地参观学
习龙虾养殖技术，并向县政府相关部门争取产
业发展资金。同时，积极帮助缺乏资金的稻虾
种养户开展评级授信并申报小额信贷88万元，
及时为自种自养的脱贫户组织产业验收，申报
特色产业奖补资金11万元。县农业农村局投资
72万元，建设基地专用水泥路1 . 2公里；县乡投
资80万元，建设提水站一座，解决了3000亩稻
虾种养基地用水问题；县国资局投资700万元
实施高标准农田综合治理，配套支渠硬化3公
里、建设基地周边交通主干道4公里，同时配套
小区路面硬化，为稻田龙虾连片规模种养夯实
基础。

科技来加持———“一虾”变“两虾”

稻田只养一季虾，效益再提高空间有限，
能不能变成两季？新需求带来新改变。

“我们以前养虾就是3月底到5月份，收
获这一季小龙虾，现在我们8月下旬到 1 0月
份还能再收获一季虾，打个时间差，那时候
市场上出虾少，价格高。”王保国告诉记者，
传统的“虾稻轮作”的“一稻一虾”正赶上出
虾旺季，市场上虾多，价格就不高，经济效益
偏低，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军台村实现了
从“一稻一虾”到“一稻两虾”的科学转变。

“‘一稻两虾’延长了小龙虾在稻田的生长
期，实现了一季双收，提高了养殖产量和效
益，不仅提高了复种指数，增加了单位产出，
而且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是一种更先进的
养殖模式。”

“首先从品种选择上就要择优。”王保国
告诉记者，他们淘汰了多年自繁自育、近亲
繁殖的苗种，优先选择繁养分离且冬季根据
淮河水域情况适当投饵保肥的苗种，并组织
技术人员进行苗种检疫。“我们考虑到淮河
水系特点和军台村水文，随时组织农技人员
及时调控，确保水质‘肥、活、嫩、爽’。”

为 了 顺 利 推 广“ 一 稻 两
虾”模式，农技人员一方面组织
宣传动员群众参与开发，同时花大
气力协调推进土地流转，确保稻虾种
养实现连片开发。在帮扶上靶向聚力，由
王截流乡党委成立政策宣传、物质供给、技
术服务、产品销售等4个工作小组，对全村实
行分片包干，因户施策，分类帮扶。在技术上
全程发力，积极组织稻虾种养户参加全过
程、全覆盖技术培训12场500人次；邀请省农
科院、安农大等专家教授到村讲授小龙虾养
殖技术，请省相关专家作小龙虾生产经营管
理专题讲座，共培训技术骨干42人，由技术
骨干对困难户进行田间地头技术指导；鼓励
本村技术骨干参加由县里统一组织的新型
职业农民外出观摩学习。

产业“链”起来——— 家门口“卖全国”

“今年以来，田里起了几万斤虾，前段时
间受疫情影响春虾价格比较低，这段时间有
所回升。”说起稻虾养殖来，陈家好头头是

道，“我们都卯足了劲，秋虾还有一轮，等于
是多了一层保障，搞得不错的话，秋虾一亩
田可以增收1000元左右。”

“我们军台村地处湖湾地，农业生产、交
通运输条件相对较差，村里立足实情，积极
向上级建言献策，在乡、县等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打造了科学完备产业链高地。”军
台村党支部副书记李为燕向记者介绍，“我
们又因势利导支持村发展集体产业，现在年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达10万元。”

“我们这个龙虾交易大市场可气派了，就
在我们虾田中间，收了虾直接就拿到市场去
卖，真是太方便啦。”陈家好自豪地告诉记者，

“你别看我们是小乡村，物流直接到市场拉
货，我们的虾可以卖到上海、南京、天津、北京

全国各地，现在还投资建设了2000平方
米的大型冷链仓储，深加工新增附加值，
确保虾不愁卖。”有了好产品，还要有好
出路。军台村在销售上持续用力，建设专
业大市场1个，搭建销售平台；利用霍邱县
亿万稻虾综合种养专业合作社和专业经
纪人，为种养户提供销售服务；利用本村
电子商务服务站，帮助群众购进产业发展
必需的虾苗、网具、饲料等，利用互联网
开展小龙虾持续宣传，安排村电子商务服
务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及时解答来
自全国各地客商的咨询，吸引外地客商来
本地购货。

为了提升军台村龙虾产品附加值，军
台村依托虾稻共生，以绿色发展为主导，
最大程度延伸产业链，加大与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休闲、观赏和体验性现代农
业模式，目前，已建设龙虾交易市场1个、农
家乐 1 个、垂钓中心 1 个，种养规模已达
13000亩(含外包农委开发公司8000亩)，
龙虾产品远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大中城
市，全年综合产值约8000万元。

““一一稻稻两两虾虾””，，

科科技技加加持持鼓鼓起起农农民民““钱钱袋袋子子””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金金婷婷//文文 陈陈力力//图图

走进霍邱县高塘镇智慧农夫果蔬产业园种植
基地，大棚里，绿色盎然、生机蓬勃。一排排嫩绿的
黄瓜苗、甜瓜苗、小番茄苗长势喜人。村民正在认
真劳作，细心地为黄瓜苗掐去多余的枝岔，长长的
丝瓜藤爬上了架子，瓜藤上点缀着朵朵黄花，已有
挂果的丝瓜青翠欲滴，瓜上还都带着鲜花。

“我们这个基地种出来的蔬果，品质好、口感
好、产量好、形状也好，而且富含硒元素。”高塘镇
党委书记朱而慷自豪地介绍园区合作企业的蔬菜
种植技术。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高塘
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在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上下功夫，坚持把打造绿色蔬
果产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创建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的发力重点，走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的新路
子，一幅村美民富产业旺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高
塘徐徐展开。

“冬天种出大棚蔬菜技术早已成熟，我们想尝
试夏天种出大棚蔬菜的技术。你看，这几个瓜明天
可以采摘，那几个瓜还要过段时间。”在丝瓜大棚
内，智慧农夫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步洪远指着架
上垂下的丝瓜向我们介绍，“我们通过和政府合
作，采用EPCO的模式运营园区，丝瓜每亩地的产
量在8000—10000公斤，水果黄瓜也是亩产1万公
斤的。按照3元一斤算，一个棚占地4亩，毛收入大
约在40万左右，保底净收入也有20万元。甜瓜、小
西红柿是引进国内最新的品种。现在每天可采摘
黄瓜1000多公斤、丝瓜500多公斤，实行的是订单
式销售，产品供不应求。”

朱而慷介绍，山东寿光公司全是采用人工授
粉技术，大棚设计看似简单，但科技含量高，棚内
控温控湿。产品控制在一个时间段长势基本一般
大，采摘时不但有口感，还有观感。“比如，一根藤
上同时结出4个黄瓜，他们会掐去3个，只留中
间一个成长，这样每根藤上的黄瓜就长势差
不多大，一茬下来，采摘出售时观感就好。
我们看重他们的种植技术，借助他们订单
式销售平台，把我们高塘的蔬果外销。”

据了解，高塘镇土地确权11 . 5万亩，
有两个大面积的连片区域是农用设施用
地，镇里的老百姓一直有种植蔬菜的习
俗。为了进一步推广好蔬菜种植技术，该
镇围绕果蔬种植、冷链加工等领域，积极开
展绿色食品“双招双引”。与山东智慧农夫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家对接，成功合
作蔬菜基地项目——— 高塘镇五里庄村生态果蔬
产业园。新建蔬菜大棚和阳光温室，引进山东寿光

的种植经验与技术，选用优良品种，在加快生态果
蔬产业园建设的同时，也扩大影响，形成产业集聚
效应。

该园区占地1000亩，总投资8000万元，其中
政府投资3600万元，企业配套育苗、滴灌等设施，
每亩给镇里5%的收益，每年镇里可增收150万元。
目前，项目一期总投资400万元已经建成，占地
100多亩，共14个大棚，主要是以黄瓜、丝瓜、甜瓜、
小西红柿等为主，市场前景很好，产品销往广州、
上海、南昌、杭州及周边各大县市区域。二期700

亩的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
计可建107个大棚，全部建成后，可以解决300多
人的劳动就业，而且让百姓通过实践学到真正的
蔬菜种植技术，从而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与提升。

“下一步，随着这1000亩蔬菜基地分成一期、
二期、三期建成以后，计划建立一个大的蔬菜交易
市场，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形成凝聚力。打造一个
品牌，这里产出的蔬菜富含硒，我们正在加紧注册
这个品牌商标，把高塘镇生产的品质好、口感好、
产量好、形状好的‘四好’品牌富硒蔬菜打造成‘金
牌’果蔬，推向全国市场。预计到明年9月份，我们
利用光伏并网土地，2500亩的中草药基地就会形
成，光伏下面种植薄荷、紫苏、菊花等中草药，想打
造成网红打卡地，带动大棚果蔬观光采摘销售，还
计划建一个薄荷茶厂呢。”高塘镇党委副书记彭莉
莉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产业实施规划，一幅农业产
业振兴乡村的蓝图正在绘就。

走进金寨县花石乡茶棚村，宽阔平坦的柏油
路旁鲜花满簇，秀丽雅致，洁白的围墙上“绽放”着
色彩缤纷的图画，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干净整洁。

“小黄山”移步异景，拱桥、树木、人行道相映成趣。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败景象。

“茶棚村是由茶棚与东山村合并而来，过去村
集体经济不强，党群、干群矛盾突出，是典型的软
弱涣散村。但这些年，我们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村
集体经济收入实现持续增长，2021年上涨了30%，
今年有望突破20万元，走上强村富民的振兴路。”
茶棚村支部书记王益松高兴地说。

茶棚村的蜕变，是花石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
村诸多问题的前提。近年来，花石乡从做好规划、
配强队伍、创新路径等方面发力破题，积极探索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新模式，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提质增效。2021年，花石乡村集体经济百万村1

个，其余村均超过 1 0万元，稳定实现 10%增长速
度。

厘清思路，打造“花石模式”。花石乡高度重视
村“两委”干部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学习，有计划、
有目的地考察学习集体经济发展较快的典型地
方，借鉴经验提高管理水平。今年以来，充分用好
政策资源，加大农民培训、技术服务、资金投入等
方面的保障力度，充分发挥村级组织领头雁作用，
鼓励“新农人”土地流转，通过和村民联建等方式，
在各村有效推动产业快速发展。今年拟实现村集
体经济超200万强村一个、50万强村一个，村均集
体经济突破50万大关。

因村施策，助推“百花齐放”。花石乡下辖6个
村，针对部分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以及部分村干
部不愿发展、不会发展、不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
现状，乡主要领导多次到村组调研走访，找准问

题，研究思路举措，引导村干部破除“等、靠、要”思
想，解决畏难情绪，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方面不断
创新突破。大湾村依托茶叶资源优势，采取“龙头
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撬动社会投资
拉动茶旅融合发展，建设4584平方米集观光体
验、休闲旅游、品尝鉴赏、科技示范为一体的蝠牌
茶厂 ,在茶叶深加工上做文章；通过提供茶园管
理、茶叶采摘、炒制加工等就业岗位，实现群众年
户均增收2000元。千坪村地处偏远，资源有限，为
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千坪村抓住全域旅游业发展
契机，争取项目资金，打造马鬃岭天然观光区，发
展农家乐、度假村、休闲观光农业等，带动沿线旅
游、生态等产业快速发展。

突破瓶颈，实现“遍地开花”。花石乡积极探索
“合作经济”“乡村旅游”“集体股本”等多元化发展
途径，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近年
来，该乡依托各村红色、绿色资源，抓住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积极探索“茶旅深度融合”路
径，实现“山上种茶、家中迎客”。以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为抓手，深挖境内红色、民俗、生态资源，实施

“携程大湾度假农庄一期”、大湾组旅游标识指示
牌、汪氏宗祠旅游公厕、童湾大桥、十二檀停车场
及周边环境整治等一批文旅项目和配套设施，不
断提升旅游品质。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带动全乡100余家农家乐、民宿、特产店发
展，2021年全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000万元，大
湾村旅游扶贫入选2021年世界旅游联盟典型案
例。竺山村还不断丰富服务内涵，延长托管服务链
条，不断拓展农产品加工、营销渠道与网络平台建
设，实现农产品“三产融合”发展，真正做到生产、
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全面发展。

随着村级集体经济这块“蛋糕”不断做大，村
级组织从“无钱办事”到“有钱办事”，基层党组织
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说话办事也有了底气和力量，
更能成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主心骨、领路人。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各
村农田里，农民朋友们翻耕整地，春播夏种，热
火朝天。小河村党支部书记方临畏说，该村今
年油菜籽喜获丰收，产量约30吨。目前每天有
500多劳动力投入到夏季水稻栽植中。

在山中宝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皖药种植
基地，工人们即将完成10亩天麻种植前期20万
公斤菌材培育和萌发籽繁殖任务，下一步着手
10亩林芝5万袋(棵)下田栽种。公司经理王景
义信心满满地说，今年仅林芝一项可以产鲜品
2000公斤，创造产值6万元。

金寨县斑竹园镇桥口村位于大别山腹地
竹根河两岸，面积19 . 8平方公里，6个村民组，
2026人。宽阔的竹根河贯穿村域全境，涌动的
激流给两岸增添了勃发的生机。

竹根河畔，生机盎然，农业产业发展风头
正盛。

桥口村大型养猪场青山环抱，环境僻静，严
密的围墙内一排排整齐的猪舍非常洁净。场负责
人王洪波介绍说，养猪场是去年投产的金寨县大
中型水库移民扶持项目，投资800余万元，建筑
面积1万平方米，设计年出栏生猪4000头。场内实
行现代化、高标准、全封闭严格的无菌操作科学
管理。良好的生态环境下，泉水喂养的生猪肉质
鲜嫩可口，产品销往省内外各大市场，供不应求。

桥口村天成机械厂车间里，机器轰鸣，焊
花飞溅。工人们正在切割、打磨、包装，紧张地
忙碌着。技师们面对电脑屏全神贯注地认真操
作鼠标。厂内外一片繁忙景象。

近两年，桥口村成为乡村振兴中一支异军

突起的生力军。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处处充满绿
色发展的喜人景象。

产业发展强不强，党建引领很关键。斑竹
园镇把支部建在车间，促进企业持续发展。该
镇在非公企业中设立党支部，从各村班子成员
中挑选精兵强将充实到企业中任职，百益天成
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周训祥就是其中一
位。支部开展党建活动，带领进步青年学“四
史”明理增信，提升广大职工的精气神，为企业
发展增强动力。

为了在乡村振兴中培育经济实体，增元固
本，创造家业，桥口村实施完成投资210万元85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兴建了光伏发电场、农副
产品加工厂、有机稻生产建设基地，李山、花
堰、王畈共148亩的中药材基地、346亩油茶基
地和100亩花堰茶叶基地等，壮大集体经济，拓
宽共同富裕道路。
硚口村坚持筑巢引凤，共谋联动发展，把

优化环境、高质量服务作为重中之重。安徽百
益天成机械有限公司、金寨县金竹园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展宇涂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相继落
户，为农民创造了土地流转收益、务工报酬、农
产品和商品销售收入，也为村集体经济分得红
利。村党支部书记王绍政高兴地说：“2021年村
集体企业创产值680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收
入65 . 2万元，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168人，
今年8000公斤林芝丰收在望……”

果蔬俏 农民笑
卞林敏 本报记者 宋金婷 文/图

多元发力 产业“花开”
章彤 汪萍 本报记者 谢菊莲

竹竹根根河河畔畔绿绿意意浓浓
吴吴继继利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金金婷婷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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