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S I P ING R IBAO 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赵艳红 魏静 校对|赵健杰6·

把梦想的脚步印在带领村民致富的路上
——记“梨树县乡土能人”李强

全媒体记者 刘莉

优美的舞姿、动人的旋律，这个夏天，每到傍晚，居民们总是聚集在文化广场跳广场舞、扭大秧歌，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图为梨树县郭家店镇居民在
街头表演特色广场舞。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摄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
色。在铁东区叶赫镇英额堡村，发展
温室大棚葡萄，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特色产业，14栋“金红娃”温室大棚葡
萄变成了当地农民抱的“金娃娃”。

党建引领，拓宽农民致富路。在
铁东区叶赫镇英额堡村，村党支部领
办创办的“为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
发展葡萄产业，目前，14栋温室大棚里
的“金红娃”葡萄挂满枝头，红得发紫，
飘香诱人。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据市委组织部驻英额堡村第一书记杨
凯介绍，这个大棚园区建立于 2018
年，经过几轮承包都没有给村民带来
可观的经济效益，后经村委会和驻村
工作队研究，在征求村民意见的情况
下，决定引进“金红娃”葡萄，发展葡
萄产业，2021年春天，“金红娃”葡萄
带着萌发的翠绿敲开了英额堡村乡
村振兴的大门。

英额堡村绿源生态园技术员刘德
君说：“这个品种耐寒，结粒好，还不
怎么费工，非常适合在我们这里种
植，它的营养也优于其它品种，产品

特别畅销，还能卖上好价钱，收益非
常可观。”

据介绍，这种名叫“金红娃”的葡
萄，因色泽鲜亮、脆嫩甘甜、不施农药、
不易破损等特点十分畅销，在南方商
超零售价达三四十元一斤，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这里的人们视若珍宝地
称它为“金娃娃”。据技术员刘德君
介绍，这个品种的葡萄属于东北大
地栽培品种，低温耐寒，像英额堡村
把“金红娃”用于大棚栽植，在我省
尚属首例，填补了我省大棚种葡萄
的一个空白。

英额堡村村主任胡成君说：“只有
项目做好了，才能让村民收入增加，才
能长久致富。乡村振兴必须得抓产
业，我们党支部一直坚持党建引领抓
产业振兴。”

目前，英额堡村的“金红娃”葡
萄陆续上市，根据今年的长势，预
计保守收益在 30 万元以上，英额堡
村的葡萄产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
同时，也能为当地农民提供 30 多个
就业岗位，人均增收 1 万元，最终实
现集体致富。

“金红娃”葡萄让农民抱上“金娃娃”
全媒体记者 邵杰

“无人机打农药，一个小时完成
100 多亩，太厉害了。”站在地头，北
大荒集团二九〇农场有限公司大桦
树管理区种植户吴宾指着头顶掠过
的无人机笑着说。往年夏管，吴宾打
农药都会雇别人家的无人机，今年他
和其他几名种植户合资采购了一台
新型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比原来提
升了约20％。

“这种无人机内置了全新的导航
系统与算法软件，作业精度大大提
高，规划作业路径更精准，提高作业
效率的同时用药量还降低了10％。”
二九〇农场有限公司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初昌明说，这不仅降低了种
植户植保成本，还减少农药残留，让
种出的粮食吃着更放心。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积极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探索
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的过程中不断将
先进的农业现代化技术引入生产各
个环节，在提高作业效率和粮食产量
的同时，也助力农业生产更绿色、可
持续。

眼下，在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有
限公司的水稻种植地块里，智能灌溉、
浅埋滴灌等多项现代化灌溉技术得到
广泛应用，夏管工作充满“科技感”。

共青农场有限公司田边的渠里，
清水汩汩流淌。共青农场有限公司
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王炳南指着
水流说，前些年给稻田灌溉排水，
需要安排专人到田间观察水量、在
泵站守着水闸开关，费时费力，水
量控制也不精准，现在安装了智能

排灌系统，远程使用手机就能开关
泵站和农渠进退水闸门，一键完成
田间水资源管控调配工作，“智能
排灌系统能自动检测水位，自动排
灌，水量控制更精准。”

“智能排灌系统的配套工程建好
后，整个夏管期间平均每亩地能节水
50多吨。”共青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
植户付鹏说，节水降低成本的同时，
由于智能排灌系统灌溉更及时、精
确，粮食产量也得到提升。

发展现代绿色农业，不仅要“减
药”“节水”，还要减少化肥用量。在
北大荒集团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岭
瓜乡管理区追肥现场，一台智能变量
施肥机正在岭瓜乡玉米高产示范田
作业。这里的地块被按面积平均划
分为一个个“单元”，施肥机在每个

“单元”作业都会相应地调整追肥量。
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生产

部业务主管李闯介绍，农场有限公司
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合作，在田间安装了一系列传
感器，能快速高效获取作物叶面积、
叶层氮含量等参数，精准识别作物长
势情况。

“我们根据每个单元作物‘饥饿’
程度精准开具施肥‘处方图’，可以防
止 过 量 施 肥 ，用 肥 量 减 少 5％ 到
15％，粮食增产 5％以上。”李闯说，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精细化、变量化的
田间管理，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避
免了因过度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更
好保护了黑土地。

（黄腾）

在戈壁、盐碱地上发展农
业，在大海上耕海牧渔，在寒冷
的冬季种植反季节蔬菜……设
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农
业突破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农
业农村部等部门不久前印发的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2023—2030 年）》，是我国首部
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这将
推动现代设施农业驶入发展快
车道，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供应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
业提质增效。

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供给充
足，但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
下，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还面
临较大压力。现代设施农业包
含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
业和工厂化育秧设施、粮食烘干
设施、仓储冷链物流设施等公共
服务设施，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工程装备技术与
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突破资源、
环境和市场的限制，拓宽农业发
展时空，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问
题，尽可能规避市场风险。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可节约
耕地资源。粮食、蔬菜、水果、肉蛋
奶是重要食物。我国耕地资源有
限，应积极探索发展设施农业，重
构动植物生长环境，引导农民在低
丘缓坡地、戈壁、盐碱地和海洋等
非耕地上建大棚、养殖场，以新路

径拓展现代设施农业新空间。
建设工厂化育秧设施，可解

决育秧难问题。水稻要高产，关
键是育好秧。水稻育秧对温度、
湿度、光照等生长条件要求较
高。工厂化集中模式，可通过流
水线作业进行大批量育秧，且秧
苗整齐，有助于实现标准化秧盘
与机械化插秧无缝衔接。因此，
要加快建设工厂化育秧设施，补
齐商品化育秧短板，满足水稻对
高质量健康种苗的需求。

建设粮食减损绿色烘干设
施，可帮助农户解决晒粮难问
题。露天晾晒容易受天气影响，
机械化烘干可减少粮食晾晒环节
损失。要聚焦小麦、水稻、玉米、
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需要，
加快建设粮食减损绿色烘干设
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粮食产能。

建设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可解决粮食储存难、保
鲜难问题，延长粮食保鲜期，拓展
市场空间。近年来，我国不断加
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要加强产
地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有效
提升粮食产地贮藏保鲜和商品化
处理能力，实现收益最大化。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
展方向，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之一。各地要坚持规划先行，
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为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探索
新路径、新模式，推动粮食生产
从传统粗放式转向现代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持续提高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

7 月的八桂大地，艳阳高照，农
事繁忙。在扶绥县昌平乡四和村，
坚 果 林 沿 着 8 公 里 长 的 产 业 路 延
伸，漫山遍野一片绿油油。扶绥夏
果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何
伟介绍，基地通过“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坚果种植面
积 达 5 万 亩 ，带 动 周 边 村 屯 农 户
1200 户 种 植 1.8 万 亩 。 目 前 坚 果 产
品供不应求，到了收果季节各地客
商蜂拥而至。

“现在一棵树的产量约 40 公斤，
亩产值有七八千元。几年后进入丰
产期，收入还会增加。”指着树梢上一
串串沉甸甸的果实，四和村村民白行

灵介绍，自家种植了 25 亩坚果，并套
种了木薯、西瓜等经济作物，土地产
值进一步提升。记者采访了解到，依
托坚果等特色产业，去年四和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 36 万元。

作为一个富民产业，目前扶绥县
累计种植坚果 14.2 万亩。随着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当地推动坚果产业加
快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从物流到
仓储的全产业链。这只是当地积极
推进特色产业促民增收的一个缩影。

扶绥县委副书记谢添介绍，当地
强化产业示范带动作用，同时采取多
种方式让农民参与产业发展，促进企
业、合作社、农民三者形成紧密相连

的产业发展共同体。
在昌平乡联豪村，蓝莓种植热潮

也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作
为广西最大的设施蓝莓基地之一，蓝
莓种植每年给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50 多万元。高峰时，每天吸纳约 400
名村民就近务工，整个采果期可为周
边村民带来数百万元的劳务收入。

在渠黎镇大陵村，位于山脚下的
广西晶桂禽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
化养殖场引人注目。记者看到，鸡舍
内部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自
动控温、通风、收集鸡蛋。公司总经
理吴镇庆说，每天可产鲜鸡蛋 20 吨。
当地村民有 44 人在场内务工，月收入

3500 元左右。公司还引导村民进行
规模化养殖，并提供饲料、技术以及
回购，带动大家稳定增收。

扶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红
军介绍，当地还力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不断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持续激
发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每逢节假日，位于渠黎镇笃邦村
的石埠乳业生态牧场便热闹起来。
这里集现代特色农业与旅游观光于
一体，“除了奶牛饲养、牛奶加工，我
们的生态牧场吸引了很多中小学生
前来研学。”广西石埠乳业集团总裁
李春慧说。

（覃星星 聂新宇）

黑龙江垦区：科技力量为北大荒夏管“添绿”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刘 慧

特色产业结“富果”联农带农增活力
——广西扶绥乡村振兴一线观察

振兴论坛

坚果满山坡，养殖智能化……近年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大力发展坚果、生态牧场等特色产业，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旅游同步发展，通过联农带农助力村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同时，有力地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逐步壮大。

炎炎夏日，在梨树县郭家店镇小泉
眼村四平市强大牧业孵化场里，负责人
李强正忙着和村民们一起给鸡雏添加

“营养餐”……听闻动静，鸡雏们争先恐
后抢食，安静的孵化场瞬间热闹起来。

这些鸡雏质量优良，不仅满足了当
地市场，还远销赤峰、乌兰浩特、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强大牧业孵化场目前有
20余种鸡雏，年孵化鸡雏1500万只，脱温鸡育雏1000万只，各种鸭鹅雏600万只，
已成为东北三省专业性高、规模较大的孵化场。

敢闯敢试 百折不回

“要让人生过得有价值，需要有
坚定的信念，并不断以此为支撑向心
中的目标迈进，才能实现梦想。”李强
说，他想要让家乡更富更美，让乡亲
每天生活得幸福安康，是这样的梦想
一直鼓舞着他铆足干劲不断接受挑
战，坚持拼搏前行。

34岁的李强出生在郭家店镇小泉
眼村二社，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头脑灵
活、思维敏捷。同时，他也是一位敢闯
敢干、大胆尝试、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
年轻人。中学毕业后，他心怀“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实现自身价值”

的梦想，选择外出务工、增长见识、完善
自我。通过虚心学习和悉心钻研，在短
短几年时间，他从最初的一名孵化场的
外围打杂工成长为技术骨干，并积累了
丰富的管理经验，成为独当一面的养殖
能人。

“这几年虽然特别辛苦，也经历了
许多挫折，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
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这是我为了
实现梦想必须经历的过程。”提及几年
来的经历，李强深有感触。时机成熟
后，2015年，他回到家乡，准备自己创业
带领村民致富。

大爱情怀 带民致富

“当时许多村民都想通过发展产
业致富，但苦于没有技术，缺乏引领，
都只能过着维持温饱的日子。看到
这种状况，我更加坚定了通过发展养
殖业带大家一起发展的决心。”李强
坚定地说。

凭借在外打工多年积累的养殖经

验，他决定在家乡发展规模养殖。当
时，村里有一些养殖户，但限于每家
每户的散养方式，而且都沿袭着传统
的养殖模式，规模小、技术差、成本
高、效益低。经过多方筹措，2015 年
10 月，李强创建的四平市强大牧业孵
化场挂牌成立。

李强建起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
筑面积1000平方米的孵化场，主要经营
各种鸡鸭鹅雏孵化、饲料研发、脱温鸡
育雏、活珠子等，采取“公司+养殖户”的
模式，带动村民发展。

随着不断壮大，加之质量好、价格
合理，同时设有专业车队送货，孵化场
规模不断拓展，由开始的十几个品种的
鸡雏发展到如今的20余种，年孵化鸡雏
1500 万只，脱温鸡育雏1000 万只、各种
鸭鹅雏600万只，年产值150余万元，年
利润达60余万元，鸡鸭鹅雏除了在省内

特别畅销，还远销到内蒙古、黑龙江等
地。

“由于妻子生病，家里生活困难，孩
子还小，我曾经觉得生活没啥盼头了，
在李强的帮助下，我加入孵化场，从此
生活有了依靠，收入增加，日子出现
起色，真得感谢李强，没有他，我家不
能 过 上 现 在 的 好 日 子 。”村 民 张 山
说。张山只是众多在李强帮助带领
下实现致富的村民之一，许多之前过
着温饱生活的村民通过和李强一起
发展养殖过上富裕的日子。

回馈社会 关注民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作出表
率，努力发展生产，带领大家过上好日
子。”面对赞扬，李强觉得这是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为了让那些家庭困难、无资金的
农户 共 同 致 富 ，李 强 将 场 里 孵 化 的
鸡 雏 投 放 到 养 殖 户 家 饲 养 ，由 孵 化
场负责饲料、技术管理、防疫等，出
栏后由孵化场统一销售。2019 年至
2021 年，李强为小泉眼村和周边村困
难人群无偿捐赠鸡雏 20 万只，价值
40 余万元。“李强致富不忘社会，不
忘乡亲，他不仅激发了本村及周边村
民致富热情实现致富，还不断帮助村
民解决就业，减轻家庭负担。”村干部
对李强的举动也特别赞许。

孵化场有管理人员 3 人，长期用
工 10 人，季节性用工 40 余人。为了
让帮助一些家庭有实际困难的村民，

李强在用人时总是优先考虑这些村
民。“我老伴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
李强让我在场里干活，我每年能收入
两三万元，这样既能照顾家里，也增
加了收入，李强对我们困难户真是太
贴心啦。”村民王华说起李强对他的
帮助，话语中满是感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强时刻不
忘使命担当，2020 年以来，他积极参与
村里的防疫工作，并多次为村里无偿
捐赠防控物资。由于表现突出，李强
先后被评为“梨树县乡土能手”“梨树
县乡村能人”“梨树县致富带头人”。

“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只要抓
住机遇，就有发展前景。”李强充满期
许地说，“我要不断坚持科学、可持续
发展方式，加强孵化场标准化建设，为
更多的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带领乡亲
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