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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台子、引能人，高原
种出鲜蘑菇

走进位于湟中区李家山镇的食用菌示范

园，一排排菌棒整齐地排布在柜上。“这里是食

用菌的‘生产车间’，能叫上名字的菌类，几乎

都有！”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周永瀚说。

“食用菌的适宜生长温度是 18摄氏度到 25
摄氏度，对湿度也有严格要求。”周永瀚介绍，李

家山镇地处川谷，周边有云谷川水库，“小气候”

让温湿度都完美达标。立足气候地理禀赋，选

准食用菌产业，并做成了“金字招牌”。

园区运营负责人周召荣来自四川，从事食

用菌种植已近 30 年，看中李家山的自然条件，

到这里投资，也把食用菌种植经验带来了。

“我们的原材料是青禾木，用麦菽、树皮

搅拌而成的菌棒原料不容易起病害，价钱还

合适。”看着原料经过传输带被源源不断送进

车间，周召荣说，“我们采用三级搅拌，还要经

过 90 个小时的智能灭菌，确保菌棒达到最佳

状态。”

除了菌棒生产车间，示范园里还建立了

菌袋生产车间。李家山镇党委书记张云霄介

绍：“镇里 32 个村，村村都有食用菌种植产业，

我们将刚长出菌丝的菌袋进行售卖，仅周边

的需求量就很大。”

李家山镇已累计生产香菇、菌棒 180 余万

袋，年销售收入 450 多万元。脱贫户赵永月是

镇里马营村人，只见她熟练地掐菌、接种、装

袋。“家里孩子小，在家门口上班照顾起来方

便。做这个菌袋我一月能拿 4000 多元！”

食用菌产业链条越拉越长，让更多村民

从产业发展中受益。李家山镇附近的班仲

营村冷库旁，村民们正熟练地为食用菌、果

蔬等装箱、打包。“食用菌产业做起来了，我

们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散基地，修建

了数千平方米的冷库，配套了食用菌初加工

和泡沫包装生产线，你看这往来的货车，每

天都得有 500 多辆。”班仲营村党支部书记冯

应才说。

李家山镇的食用菌产业是湟中区发展特

色产业的一个缩影。西宁市副市长、原湟中

区委书记吉辉认为，“发展特色产业关键在于

立足禀赋、形成规模、提升能力。我们把构建

特色产业布局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之本，

建机制、搭平台、赋效能，打破分散式、小规模

发展的惯性思维，谋划实施市场竞争力强、带

动群众致富能力强的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提

质增效。”

抱成团、闯市场，提升
持续发展能力

湟中区群加藏族乡，是个风景秀丽的地

方。悬云挂在山腰，湖池相拥，梅花鹿、牦牛

悠闲地踱步。

梅花鹿在群加并不稀奇。“旁边有原始森

林，以前经常有野生梅花鹿出没山间。有的

鹿受了伤，就由村里人照养，慢慢地就形成了

养鹿的习惯。”群加乡党委书记师永国说，有

此基础，群加乡的特色产业选择了梅花鹿等

畜产品养殖。

今年 49 岁的化尖才让自从到了上圈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上班，养鹿经验不断丰富。“我

们 3 人一组负责梅花鹿的日常喂食，每天分时

间、分饲料投喂，还要观察鹿的进食反应。”精

细化的工作要求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如今化

尖才让每个月固定工资有 3000 多元。

但他盼望着继续“进阶”。“过段时间熟悉

流程后，我打算去学习取鹿茸。那个是技术

活，还能多赚点！”

化尖才让的增收底气，来自新的运营机

制。“西宁及周边地区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生态优势，是发展

高原特色农畜产业的理想地区。一直以来，

湟中农牧业生产结构不优，农畜产业链条短、

附加值不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撒胡

椒面’式的投入方式，使得本来就有限的资

金、资源变得更为分散，很难集中力量扩大产

业规模、壮大村集体经济，极大制约了乡村特

色产业进一步提档升级。”湟中区委副书记、

区长郭健说。

如何更好地尊重群众意愿、遵循市场规

律，从而提升产业聚集程度、提高规模效益？

直面问题，湟中区认真分析了全区 16 个乡镇

的产业项目，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区里实行

“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个专班”，出台《全面

下放财权事权决策权激发乡镇（街道）干事创

业活力的十条措施》，在各乡镇组建成立国有

投资“农稷公司”，坚持融合发展，做好延链、

补链、强链文章。

在群加，农稷公司统筹相关资金进行投资，

并负责 5 个村的产业收益分红，还与青鹿养殖

公司进行合作经营，做强梅花鹿养殖产业。

“我们专业养殖梅花鹿，在青海其他地方也

有鹿场，抵御风险能力和精细运营经验都有保

障。”青鹿公司负责人赵刚表示：“前 3年为扩繁

期，目前群加的养殖规模为近百头。按照计划，

后年规模将达到 1100头，5个村的分红也将达

到 210万元。”

强“内核”、延“外链”，
集聚发展稳脚跟

玉拉，藏语为“粮仓”之意。种好粮食的

同时，多巴镇玉拉村谋求多元发展。

走进玉拉村的温棚产业园区，看着集中

连片的温棚、拱棚，不禁感慨高原“果仓”之

大。多巴镇副镇长李晓龙介绍，玉拉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共有日光温室 1343 栋、塑料大棚

269 栋，年生产果蔬 1.2 万吨。这其中，草莓种

植区、脱毒种苗中心占据重要位置。

推动草莓种植产业做大，科技是最重要

的动力。“2021 年我们开始生产脱毒草莓种

苗。业内主要采用草莓茎尖脱毒办法，但我

们借助东西部协作平台项目，‘借力’江苏高

水平科研团队，用花药脱毒技术进行繁育。

目前花药脱毒技术已较成熟，在去年的全国

优质草莓赛事中拿过金奖。”脱毒种苗中心负

责人胡文海介绍。玉拉村的脱毒种苗现已销

售 到 全 国 20 多 个 省 市 ，每 年 可 销 售 100 多

万株。

“以前就靠自己琢磨，虽然种了几年草莓，

但技术还是不成熟，育苗环节如何提高生长

率、发芽过程如何照顾，只能凭感觉。”50 岁的

玉拉村村民祁有明回忆起当初承包 5 亩棚种

草莓，感叹自己对科技的渴求。

自从多巴镇确立“草莓果蔬”为主导产业

之一，祁有明“近水楼台”，每季度都参与专项

种植培训。村里脱毒种苗中心所产的种苗，

村民也都可以成本价购买。有了种苗支持、

科技支撑，祁有明的草莓种植“风生水起”：

“今年又承包了 7 个棚。”

目前，湟中区 80%以上的乡镇均形成 1 到

2个特色主导产业。除了“果盘子”“菜篮子”和

生态养殖产业，当地还发展出如田家寨镇的农

业体验旅游园区、群加镇的“云上群加”露营基

地项目、鲁沙尔镇的非遗文化产业等。

郭健说：“集中资源促进主导产业发展，给

湟中区带来的不仅仅是产业升级、农民增收，更

多的是思想的转变、理念的创新、模式的突破，

乡村产业竞相发展，引进了一批知名企业，召回

了一批能人，初步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联动发

展的产业振兴之路。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资源整

合、政策集成，切实以乡村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

兴的‘一池春水’。”

上图：湟中区东花园村村民在采收蔬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80%以上的乡镇形成了 1到 2个特色主导产业

从一个主导产业看乡村活力
本报记者 贺 勇 乔 栋

本报电 （郁静娴、周楠）据日前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

工作会议消息：围绕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需求，我国将谋划设

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建设一批农业科学实验站

和数据中心，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抓好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持续推动农业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布局将

进一步优化，把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组织起来，推动国家农业战略科技

力量与地方科研推广机构优势互补，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

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在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方面，将推动建立财政投入稳定

增长机制，发挥农业产业化基金、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引

导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建立顶尖稀缺人才定

向招引机制，引导高校探索“订单式”培养模式，努力造就更

多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评

价机制，树立产业贡献评价导向，加强人才激励，加快品种

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形成激励原始创新的良好外

部环境。

我国将建一批农业科学实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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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村道、古色古香的凉亭、清澈

澄净的池塘、绿荫环抱的广场……入夜，月光

下的处井村依然热闹，10 多辆来自全国各地

的房车停驻在村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聊着

天。一旁，村党群服务中心里面灯火通明。

“热水、蚊香、充电器……房车车友只要

有需要，可以随时到党群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我们 24 小时提供服务。”处井村党支部书记

吴宏秀说。

广东雷州沈塘镇处井村，一座位于雷州

半岛一隅的小村庄。今年正月，来村里驻留

的房车最多时达到 408 辆。从过去“藏在深

闺”到现在引来一波波的“房车潮”，背后的出

圈密码是什么？

“村干部和村民们团结协作，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才有了这番局面。”吴宏秀

说，经过人居环境整治、典型村建设、乡村绿

化，村里环境越来越好，大家干劲很足，心里

有想法，实践起来更有办法。

面对数量激增的房车，车位如何规划？

水、电如何解决？

优服务。处井村的村干部隔三差五就往

通信公司、电网公司跑，持续跟进通信和用电

设施负荷能力的升级工作。有游客反映一些

车子停得乱，村委会马上聘请专业团队，勘测

并绘制一批停车位、减速带。

强制度。通过前期实地调研，处井村制

订了《“候鸟游客”接待方案》，村干部每日主

动采集游客们的需求和反馈，“遇冷送被子，

缺水通水，缺电通电”，并对消防安全、矛盾冲

突解决等做好应急预案。

房车游给处井村带来了人气和流量，如何

把游客流量变成村民收入增量，让村民过上更

好的生活？

“我们引进设计研究院，研究发展规划，

盘活现有的资源发展产业，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沈塘镇镇长唐昌贤介绍。

处井村文旅产业资源丰富，是雷州戏剧

之乡，保留有天后宫、福神庙等 7 处古建筑遗

迹。来村里的游客不仅能观赏民俗活动，还

能参与制作传统糕点、品尝特色美食。不久

前，村里举办篝火晚会。悠闲夜色中，只见泥

窑升腾起火焰，晚风中青烟缭绕，村民、游客

笑成一片、聊成一片，那热闹亲密的场面，犹

如一家人。

“现在村里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每天热热

闹闹，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散养土鸡、番薯、

鸡蛋也有了销路，大家都高兴着呢。”村民吴

振保笑呵呵地说，今年村里搞乡村绿化活动，

不少房车车友主动参与植树，约定好以后再

回来看看自己亲手种下的小树苗。

产业一时火如何变成一直火？依托正在

紧锣密鼓建设中的官山湖水库碧道以及村内

火龙果产业，处井村同步推动水上项目、火龙

果亲子采摘园、农产品展销一条街建设，竣工

后将为游客提供更多休闲好去处，也能带动

村民持续增收。

“我们正在完善集专用排污口、自助洗衣

房等功能于一体的标准化房车停车位等各类

设施，希望能向游客更好地展现雷州的风土

人情，把雷州文旅的招牌再打响一点。”唐昌

贤说。

处井村的美丽蝶变，是“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建设的一个缩影。雷州市委书记吴松江说，

“我们将围绕‘百千万工程’实施、乡村绿化等重

大任务，着力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推

动更多人才资源下沉到农村，把基层党组织锻

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处井村的“出圈”密码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李 纵

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棋
盘里，产业振兴是重中之
重。实现“各展其长”的产
业振兴，关键在把握因地
制宜的方法论，“靠山唱山
歌，靠海念海经”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考

察时指出，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

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做好“海”的文

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一往无前。

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棋盘里，产

业振兴是重中之重。深入各地考察

时，总书记非常关心乡村特色产业。

一个月前的甘肃之行，总书记

在花牛苹果基地果林里和乡亲们交

流时，叮嘱大家：“乡村振兴要靠产

业，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

振兴道路。”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

题的前提。实现“各展其长”的产业

振兴，关键在把握因地制宜的方法

论。“靠山唱山歌，靠海念海经。”只

有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充分摸清家

底，深入分析自身产业发展的潜力

和优势，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

源，才能有的放矢地把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民增收，促进更

多村庄变美。

从澳角村的产业发展实践看，

这个村三面临海，对它而言，海是最

具特色的资源优势，也是最大发展

潜力所在。近年来，澳角村“靠海吃

海”，以海兴村、以海强村，海洋捕

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海鲜电

商、海岛旅游等海洋产业蓬勃发展，

碧海银滩成为金山银山。 2023 年

村集体收入 173 万元，村民人均纯

收入 5.8 万元。最大的资源潜力升

级成为最有力的发展优势，澳角村

走出了因地制宜、“各展其长”为乡

村产业振兴赋能的兴村之路。

放眼全国，各地秉承着“因地制

宜 选 择 富 民 产 业 ”，一 个 个 特 色 产 业 由 小 变 大 ，“ 各 展 其

长”——一颗荔枝，甜了生活；一个苹果，红了日子；一朵木

耳，富了农民；一片茶叶，美了乡村；一碗螺蛳粉，“链”起百

亿元大产业……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培育全产业链产值超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 139 个，产值超 10 亿元的农业产业强

镇超 390 个。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产

业领域不断拓宽，“百花齐放”的乡村产业振兴新图景，不断

增强着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改善着各

地的乡村面貌。

当前，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

化，这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要

谨记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善于分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

条件，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来用好当地资源，向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

村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带动更多农民分享产业发展收益。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依托特色资源，“各展其长”把

乡村资源、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产业优势，让更多有

热度、有前景的乡村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

大力量，让广大农民拥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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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
切问题的前提。在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后，脱贫地区如何打
造一个能管长效的产业格局，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能？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脱
贫人口占西宁市脱贫人口一
半。近年来，湟中区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为目标，发挥资源和区域
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着力提
升主导产业规模化水平。截
至目前，全区 80%以上的乡镇
形成了 1 至 2 个特色主导产
业。上半年，全区农牧民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8.4%。

核心阅读

四 川 省 眉 山 市 彭 山 区 采 取

“党支部+基地+农户”模式，引导

村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柑橘种植，推动柑橘成为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图 为 彭 山 区 谢 家 街 道 悦 园

村村民正忙着分拣柑橘。

翁光建摄（人民视觉）

柑橘丰收

■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R

本报电 （记者李晓晴）今年 7—8 月，农业农村部组织

开展了 2024 年第二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

抽检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 4 大类产品 7523 批次

样品，涉及 104 个品种和 130 项参数，总体合格率 97.7%。

此次例行监测共抽检了 31 个省份的 897 个蔬菜水果生

产基地、129 辆蔬菜和水果运输车、295 个屠宰场、167 个养

殖场、205 辆水产品运输车、521 个暂养池、715 个农产品批

发（农贸）市场。监测结果显示，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

品合格率分别为 97.5%、98.6%、99.4%、95.1%。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