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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莹思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

族自治县有着低纬度、高海拔、强

光照、大温差的生态区域环境和典

型的“天然凉棚”气候的优势，适

宜发展冷凉蔬菜，是云贵高原 65

个高山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重点

县之一和全国153个夏秋反季节蔬

菜生产基地县之一。2018 年，威

宁蔬菜种植面积为91.36万亩，年

总产量300万吨，年产值35亿元。

走进威宁五里岗易地蔬菜产业

扶贫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忙碌

的身影，拔起、去叶、装车……菜

农们动作娴熟，正忙着采收白萝

卜。

“我的腿有残疾，这里做的全

是手上工作，相比家里的农活，轻

松很多。”炉山镇民乐村明河组陈

美香说，在基地干活非常舒心，每

天 80 元的工资也很可观。与陈美

香同村，一起来务工的费广英也

说：“以前种苞谷和洋芋，一年下

来只够吃，赚不到多少钱，加上几

个孩子还在读书，压力很大。自从

来这里务工，家庭收入增加了，压

力小了不少。”

基地打破原有的就业模式，在

就近吸纳就业的基础上增加了易地

扶贫就业岗位。目前，已有来自海

拉、猴场等镇的贫困户进入基地就

业。按照计划，基地将解决 1508

名易地贫困人口就业问题。

今年5月以来，威宁加大蔬菜

产业发展力度，新规划建设了6个

以蔬菜种植为主的易地产业扶贫基

地，规划占地面积6.5万亩，重点

发展白菜、白萝卜、莲花白组成的

“三白”产业。

“威宁还有6.5万名贫困人口，

为确保今年全部脱贫摘帽，威宁集

中规划种植6.5万亩易地蔬菜产业

扶贫基地，保证每人有 1 亩。”县

委副书记王荣猛表示，基地现已完

成种植 4.46 万亩，累计带动 2679

名贫困人口到基地务工。

贵州省开展农村产业革命一年

多来，威宁按照产业革命“八要

素”，转变思想调结构，全力以赴

抓产业，在发展蔬菜产业进程中，

以“三白”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为

主攻方向，全面提高高山冷凉蔬菜

生产水平和供应能力，推动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依托

良好的生态优势，威宁在“特”字

上做文章，一批批打上威宁“标

签”的蔬菜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市

场。

今年以来，威宁积极探索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模式创新，以“乌

蒙山宝·毕节珍好”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为统领，打造威宁高山冷凉

蔬菜区域公共品牌，提高知名度，

扩大影响力。组织申报无公害、绿

色、有机农产品认证，创建蔬菜名

优产品；申报威宁白菜、威宁白萝

卜、威宁莲花白“三白”地理标志

认证保护；建立蔬菜经营连锁店，

实行蔬菜品牌化营销。通过品种改

良、品牌营销，目前外销的威宁

“三白”已不再是“白菜价”。

目前，全县已建成 50 万亩无

公害生产基地，创建 20 个蔬菜品

牌；建成 3 个国家级蔬菜示范园

区，5 个省级蔬菜示范园区，15~

20 个市级蔬菜示范园区；建成占

地面积3万余亩的蔬菜大棚。

为确保产得出、销得好，威宁

积极对接蔬菜产业龙头企业，签订

订单种植协议，并通过企业渠道打

通沿海城市及东南亚国家市场。

8月15日，19辆满载威宁蔬菜

的卡车依次驶进云南河口口岸，报

关后向对岸的越南老街省驶去。这

批总价 50 多万元的蔬菜将端上泰

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市

民的餐桌。

威宁久兴生态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宋欣介绍，威宁每年销

售近 20 万吨蔬菜到东南亚，去年

久兴合作社往东南亚销售了近3万

吨蔬菜，今年订单是5万吨，目前

已完成销售近2万吨。

“早上从菜地采摘、装车后，

卡车全程高速10个小时经云南河口

口岸进入越南，蔬菜当天就可成为

越南人民的可口晚餐。”宋欣说，

快捷的交通为威宁蔬菜“抢鲜”销

往东南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河口农商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一

直致力于贵州农特产品出口东南

亚，去年经过这个公司出口东南亚

的贵州蔬菜贸易额超过3亿元。公

司负责人柏云峰说，未来，不止威

宁蔬菜，贵州将会有更多的蔬菜闯

出国门，奔向东南亚。

记者 郑义

西山区位于云南昆明城西、滇池湖畔，是

昆明大观楼名联中“西翥灵仪”的所在地。新

中国成立70年来，西山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均大幅提高，人均生产总值比新中国成立

之初增长了1400 多倍，生产力水平也大幅提

高，成为全省唯一连续10年获评“县域经济

发展十强县”的县区。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山

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推动西山区

建成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活力核心区。

2018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00 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2.87亿元，综合

实力得到增强。三次产业结构由过去的“二一

三”调整为“三二一”，过去西山区以工业、

农业为主，现在的西山区不断聚集现代商贸、

文化旅游、大健康、金融等优质产业，以现代

服务业为支柱的“5+X”新经济增长极加速成

型，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西山区现有63幢商务楼宇，并以每年3至

5幢的速度递增，涌现出19幢税收千万元以上

楼宇，以万达双塔、大悦城为“轴心”的城市

商圈活力显现，近10年西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10%以上，总量稳居全省第一。

西山区深入落实“三去一降一补”，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取消了 63 项行政审批事项，

取消降低了1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企业减

负 15 亿元以上。西山区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推行“一企一策”和“一站式服务”，兑现

2.86亿元扶持奖励资金，打造投资洼地，扶持

新兴产业、培育创新产业、发展优质产业，吸引了16个世界500强、

22个国内500强、11个国内民营500强企业到西山投资兴业，近10年

来引入市外到位资金900亿元以上，有力推动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70 年来，西山区城乡建设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建设全速推

进，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城乡规划更加科学，建

成区面积扩大到48平方公里。不断改进城市管理，环卫一体化运作全

面落实，网格化体系更加成熟，“鹰眼”监控系统实现主城区全覆盖，

城市管理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西山区始终坚持

城乡统筹，基本建成主城至涉农街道的半小时快速交通圈，累计建成

55个美丽宜居乡村，城乡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西山区民生保障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始终保持在70%以

上，在2014年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脱贫，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850元和19889元，是1978年的数百倍。

通讯员 侯磐石
记者 宫立灵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

蓝旗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

济发展，努力走出一条发展与生

态相融、生态与经济双赢的绿色

发展新路子。

为全面了解全旗在良种肉牛

繁育、草原牧鸡养殖、沙地灌木

（红柳、黄柳）资源开发利用、肥

料加工及农牧区人居环境治理等

“牛鸡柳肥”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方

面取得的新成效、新经验，促进

各地交流学习、相互督促检查，8

月21日至22日，正蓝旗召开了全

旗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现场观摩会。

在 实 地 观 摩 了 顺 鑫 鑫 源 公

司、昕元牧业等 2 个肉牛养殖企

业，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永盛

养殖专业合作社等9个牧业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后，锡林郭勒盟人大

工委副主任、正蓝旗旗委书记霍

锦炳说，牛是正蓝旗的主导产

业，也是优势产业。要以创建现

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旗为抓手，围

绕“减羊增牛”战略和全旗产业

布局，加快推进以西门塔尔牛为

主、安格斯牛为补充的优质良种

肉牛繁育基地建设，提高良种比

重，年内育肥出栏 2 万头，力争

2020年肉牛存栏30万头、育肥出

栏 5 万头、精深加工规模 10 万头

以上，推动畜牧业走向规模化、

专业化、标准化。要大力发展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

型经营主体，进一步规范农牧民

组织形式、内部运行机制等，积

极培育一批示范社及高标准家庭

牧场，切实提高农牧民肉牛养殖

组织化水平。要鼓励和发展土地

租赁、联户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

营模式，推进现代生产要素向良

种肉牛产业聚集，推动良种肉牛

产业在繁育、育肥、加工、销售

多环节全方位提升，逐步实现多

季出栏、均衡上市、少养精养、

优质优价的路子。

2018 年以来，正蓝旗积极推

广生态鸡养殖项目，根据全旗草

原生态环境、农牧业产业现状，

以及境内浑善达克沙地特点，把

生态鸡养殖作为全旗农牧业的辅

助产业。政府相关部门将加大与

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力度，总

结、巩固养殖经验，继续扩大养

殖规模。通过百格利生态牧场有

限责任公司的示范带动作用，完

善企业统一引进鸡苗、饲料、笼

舍，统一防疫，统一饲养管理，

统一收购、加工、出售的“四个

统一”运行模式，不断健全利益

链结机制，实现企业和农户利益

最大化。

正蓝旗灌木资源较丰富，通

过科学开展灌木林平茬复壮，既

可以推动生态保护和恢复，又可

以促进农牧民收入和经济发展，

将灌木林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正蓝旗还将有序推进沙地灌

木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在现有170

万亩灌木林的基础上，严格落实

《灌木林复壮建设 （2019—2023）

五年实施方案》，加强审批管理，

严格采伐申请、张榜公示、许可

证发放等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

灌木平茬施工程序，确保沙地灌

木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有序推进。

正蓝旗绿康盛有机肥有限责

任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和

销售有机肥、纯天然牛羊粪有机

肥、微生物菌剂等系列产品。目

前，正蓝旗牲畜总头数达到58.82

万头 （只），可年产约170万吨粪

便，其中还田利用约110万吨，约

60 万吨送第三方处理机构作为原

材料生产有机肥，已初步形成了

粪污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

的资源化利用整旗推进模式。下

一步，要结合国家粪污无害化处

理示范县和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 （旗） 推进项目，加大

绿色肥料企业引进力度，提高粪

污利用率，着力构建种养结合、

农牧循环发展机制。

观摩会后，霍锦炳主持召开

了全旗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现场观

摩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人员

就全旗“牛鸡柳肥”农牧业产业

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大家

一起聊体会、谈感受、说经验、

谋思路，凝聚起了全旗农牧业产

业化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记者 牛新建

本报讯 8月25日，第二届中

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陇南

分会场启幕。分会场精心设计了中

医药产品展示、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会暨签约仪式、中医药暨健康产业

高峰论坛等多项活动，全面展示陇

南中医药产品，共话当地中医药产

业发展。当日，陇南市签约8个招

商引资合同项目和 1 个购销协议，

资金总额达3.17亿元。

陇南，气候宜人、生态良好，

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是甘肃

省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素有“千

年药乡”“天然药库”之美誉。其

境内有各类中药材 3037 种、4541

味，其中名贵药材350多种，全市

现有入典中药材400多种，中药材

品种资源居甘肃全省首位，享誉国

内外的礼县大黄、文县纹党、西和

半夏、武都红芪、宕昌当归等道地

中药材，畅销台湾、香港，以及东

南亚等地区。

近年来，陇南市把发展壮大中

医中药产业作为十大生态产业的重

点，紧紧围绕全国优质药源基地，

以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主

线，统筹推进基地建设、精深加

工、品牌打造、多元营销，大力培

育发展中医药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延长产

业链条，提高企业效益，有效带动

了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适宜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为陇

南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先

天保障。目前，陇南市中药材种植

品种已达 30 多种，种植面积稳定

在 107 万 亩 ， 约 占 甘 肃 全 省 的

36%，种植区域遍及全市192个乡

镇，产值达21.03亿元，种药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为 1663.4 元 ； 建 成

8000 亩稳定的道地中药材良种繁

育基地和 2 万亩种苗繁育生产基

地；全市中药材加工营销企业达

30 多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组织有

2070 多个，还注册了 15 个中药材

品牌商标。

通讯员 吴燕峰
记者 李彦东

本报讯 陕西省汉中市佛坪

县坚持生态立县、林药兴县、旅

游强县的发展战略，包联包抓、

交流协作、巡查督导、定期通

报、考核奖惩等多管齐下，突出

重点，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佛坪县坚持 “ 四 个 不 摘 ”，

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

制，精准管理扶贫资金，大力拓

展就业渠道、发展特色产业，帮

助贫困群众增收增效，巩固脱贫

成果。通过策划项目、推介对

接、优化服务等加强招商引资，

实行“六个一”机制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民

生民需。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

策 ， 深 入 实 施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大棚房”、秦岭生态环境、“五

乱”等专项整治，为全域旅游

“绿色”打底，全面落实社会保

障、减费降税等惠民政策，深化

机构改革。

上半年，佛坪县实现生产总值

5.32亿元，增长9.3%，增速高于全

市 1.6 个百分点，位于全市第四

位，第三产业增加值、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跻身全市前

五，县城空气质量优良率 97.2%，

位列全市第一，荣登“2019 年中

国最美县域榜单”，经济社会建设

实现质效提升、绿色发展。

通讯员 施洁亭
吴楠

本报讯 福 建

省诏安县四都镇盐

仓村以科技助推农

业规模发展，在青

枣园内安装了全覆

盖式青枣专用节能

补光灯。

盐仓村青枣种

植基地的面积有800

多亩，平均每亩装

有 25 个 节 能 补 光

灯。节能补光灯的

原理是利用人工光

源 延 长 光 照 时 长 ，

不仅增加了青枣的

含糖量，提升了果

实品质，还能促进

青 枣 的 授 粉 生 长 ，

提前开花结果，调

节 青 枣 上 市 时 间 。

今 年 国 庆 节 前 后 ，

盐仓村的青枣将进

入采摘上市期，预

计今年全村青枣产量将达到

3200 吨、创收能接近 8000 万

元。

近年来，盐仓村在做大做

强青枣产业的同时，打响“一

村一品”青枣品牌，有效助推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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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凉棚富威宁 冷凉蔬菜出国门
——贵州威宁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目标发展蔬菜产业

甘肃陇南市建成中药材种植基地

内蒙古正蓝旗召开现场观摩会规划“牛鸡柳肥”四大农牧产业

发展与生态相融 生态与经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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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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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农
业
规
模
发
展

陕西佛坪县提升经济发展质效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依托光照资源丰富、荒山荒坡广阔和水库资源众多等优势，推进光伏项目

建设，实行上层用于光伏发电、下层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渔业养殖等，做到“一地两用”，提高了

资源利用率和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价值。

图为工作人员巡检东乡区黎圩镇黎阳水库1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基地。

何江华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