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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舒睿

天气渐暖，万物复苏，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掌

政镇羊肚菌种植基地的温棚里，一株株羊肚菌破土

而出，错落有致地生长在菌垄上。工人们一手拿着

小刀，一手扶着羊肚菌，小心翼翼地将菌腿从泥土

中割出来放进菌筐中。

“今年温度适宜，大棚里的羊肚菌品质和数量都

很可观，能卖上个好价钱。”正在大棚里忙碌的羊肚

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董清宁说。

董清宁2020年春季开始接触羊肚菌种植，经过

多方选址考察，于2021年10月在掌政镇种下第一株

羊肚菌种子。董清宁介绍，一共投资了22个大棚，

总种植面积18亩，亩产为800～900斤，年产值能达

到120万元左右。

目前，羊肚菌已进入盛产期，可以开始采摘。

董清宁说，在棚里务工的都是周边村里的村民，每

小时有15元工资，一个月能拿3600元左右。

基地大棚里，村民马芳正在和几个姐妹忙着采

收成品菌、烘干、封装，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马芳说：“农闲时在家门口打工，一天有70～100元

的工资，既能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孩子。”

产业发展不仅为乡村振兴引来活水，也为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注入新动力。大新镇肉牛养殖基地

占地面积约165亩，共分为3个养殖园区，分别由大

新镇辖区的新水桥村、大新村、新渠稍村进行投资

建设。各村养殖场计划养殖200头肉牛，目前肉牛

已经陆续进场，每年可为这3个村带来13万元收益。

产业兴旺，乡村就兴旺。近年来，兴庆区以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因地制宜，发挥土

地、气候、资源等优势，发展肉牛养殖、设施农

业、冷凉蔬菜等特色农业，加快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振兴，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体系。截至目前，兴庆区共建成9000

亩麒麟瓜、2100亩蜜瓜产业基地，吸纳400余人务工就业，实现人均年

增收超过3万元。建成12个菜花轮作基地、9个花卉种植示范村、25个

规模化奶牛养殖企业。争取各类补助资金300余万元，推进精品休闲农

业建设，累计创建、提升12个休闲农业示范点。兴庆区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切实推动产业兴、生态美和群众富的有机统一。

记者 吴旋
通讯员 钱玺勇

暮春，走进黑龙江省延寿县

延寿镇城郊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40 栋食用菌大棚排列整齐。棚

内，一串串木耳菌包像灯笼一样

挂满了棚室。

乡 村 振 兴 ， 重 点 是 产 业 兴

旺。去年以来，延寿镇瞄准食用

菌产业发力，按照“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在城郊村、永安

村、红旗村建了3处食用菌种植基

地，以及105栋标准食用菌大棚，

年可产20万斤黑木耳。黑木耳产

业不但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而

且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城郊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大棚

内，村民马小雨正和乡亲们忙碌

着。马小雨说：“农时不等人，忙

完了水稻育秧，我们就来食用菌

小区务工，我一个人一天能挂

2000个菌包。”目前，35万袋菌包

已经挂进了大棚。

“养菌就像带孩子一样，别看

它挂在大棚里静悄悄的，但凉不

得、热不得、渴不得，得处处上

心。”挂好了菌包，马小雨熟练地

打开大棚喷淋开关，给棚里的

“木耳宝宝”补水。去年开始，马

小雨就利用农闲时间到木耳大棚

务工，“一个月能多赚3000多元，

种黑木耳的技术也学到手了，以

后机会成熟了我自己也能干。”马

小雨说。

城郊村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务

工的农户有近60户，村里扣棚种

植黑木耳的农户也多了起来。不

但乡亲们鼓了腰包，村集体经济

也得到了壮大。城郊村党支部书

记李龙玉说：“村集体用地建起的

食用菌小区，整体出租给合作

社，每年租金4万元，主要用于支

持脱贫户发展产业。”

望着一栋栋挂满菌包的黑木

耳大棚，承包方天诚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纪广涛喜上眉

梢，“今年的春耳大约5月下旬就

可以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7月上

旬。”

纪广涛算了一笔效益账：一

个标准化种植大棚差不多能挂2万

个菌包，每个菌包能产干菌 1.3

两，按市场价每斤35元计算，预

计食用菌小区纯收入可达 70 万

元。7月全部采摘后，合作社计划

再挂40万袋圆蘑，预计还能增加

近50万元收入。

合 作 社 今 年 优 化 了 产 业 链

条，不仅承包了食用菌种植基

地 、 扩 大 了 菌 包 的 加 工 规 模 ，

还从吉林引进了优质的半筋黑

木耳品种“海兰 10 号”。“这个

品种不但出耳率高，而且耳片

肥厚、营养丰富、口感好，在

南方市场特别受欢迎。”纪广涛

介绍，虽然刚刚挂袋，但今年

食用菌种植基地出产的黑木耳

早已“名花有主”。5 月下旬采

摘后，一部分将摆进浙江、云

南商超货架，端上南方消费者

的餐桌，另一部分已与国内出

口企业签下订单，延寿产的优

质黑木耳将出口俄、日、韩等

国家，进军海外市场。

“食用菌产业不与农争时、不

与粮争土、不与地争肥，其种植

周期短、产量高，是乡村振兴发

展的好产业、好项目。”延寿镇党

委书记辛崇森说。

自“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启动以来，延寿镇制定有力措

施，把发展食用菌产业作为调整

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壮大

农业经济的重要抓手，科学规划

黑木耳产业，全镇食用菌产业发

展劲头很足。

未来，延寿镇将沿着标准化

种植、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的道路，在为合作社发展壮大提

供服务的同时，引导更多农户务

工 创 收 、 学 好 食 用 菌 种 植 技

术，将有发展意愿的农户培养

成行家里手，推动务工者向种

植 者 的 思 维 转 变 、 身 份 转 变 ，

为全镇食用菌健康、可持续发展

夯实基础，将食用菌产业办成乡

村振兴的大产业。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王秀波

春耕春种时节，吉林省临江

市闹枝镇暖泉子村的黑木耳大棚

种植基地内，一片繁忙景象。10

多名脱贫人口和务工村民穿梭在

菌棒之间，仔细地对一堆堆菌棒

进行摆放、扎眼，并将一个个菌

棒整齐有序地悬挂在一根根吊线

上。由于气温不断回升，目前黑

木耳长势良好。

这几年，暖泉子村结合村情

实际，引进民企，利用闲置土

地，大力发展黑木耳种植，促民

增收。村党支部书记杨忠山说：

“今年村里发展了5栋、近4000平

方米大棚吊袋木耳，虽受疫情影

响，但在白山市包保帮扶部门和

镇党委、镇政府的帮助协调下，

所需农资、菌棒已经及时运送到

村，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春木

耳种植。”

黑木耳属于短平快产业，每

年采收两茬，采收周期为 4 个

月。今年暖泉子村干木耳的产量

不会低于 1 万斤，总收入可达 30

余万元。在销售方面，合作公司

有专门渠道，帮扶部门还可帮销

一部分。暖泉子村将当地丰富的

玉米芯、废锯末等作为基料，把

黑木耳种植作为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主要产业，以产业振兴推

动乡村振兴，采取“公司+基地+

脱贫户”模式，吸纳脱贫户入股

分红、就地就业。

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公司现

场技术管理负责人说：“经过实地

考察，我们发现这边的气候、土

壤等条件完全符合我们木耳的生

长要求，同时这里其他条件也不

错，所以我们就选择在此发展。

目前，基地实际下棒有近 10 万

棒。”

黑木耳采摘、晾晒等环节用

工需求量大，可吸纳 20 多人务

工，让群众在家门口有了就业、

增收的机会。脱贫户付增和之子

付春明说，过去他和妻子没有固

定的务工地点，长期东奔西走，

自从黑木耳基地建成以后，夫妻

二人已在基地上干了 2 个多月，

基本上实现了稳定就业，还方便

照顾家里生病的老人。“每人每天

100多元的收入，基本上稳定了，

准备长期在这里务工。”

驻村第一书记王秀波说：“乡

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我们要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在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同时，依托区位资源

优势，抓项目、建基地、依托优

质企业，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

力，突出在特色上做文章，引导

农民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增强

农村经济‘造血’功能，让村集

体经济得到壮大，为村民增收致

富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者 牛新建
通讯员 秦小丹

本报讯 今年以来，甘肃康

县两河镇提出在全域开展家庭环

境提升专项行动，着力打造文明

美丽和谐的乡村“整体美”新形

象。

两 河 镇 党 委 书 记 张 英 介

绍，家庭环境专项提升行动是

两河镇开展“明窗亮灶”行动

及居住环境移风易俗工作的延

伸，也是“三个共同”促振兴

示范村创建的基本要求，旨在

持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

指数。

两河镇因地制宜，坚持“明

窗亮灶、客厅下楼、卧室上楼、

规范堂厅、杂物专室、房周整

洁 ” 24 字 工 作 方 针 ， 以 “ 净

化、绿化、美化”三步走为总体

思路，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

作措施，及时召开镇、村两级

家庭环境提升行动推进会，扎实

安排部署具体工作任务，有效推

动全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迈上新

台阶。

记者 李杰

本报讯 河北省井陉矿区北

凤山社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在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同

时，进一步涵养人文底蕴。

去年以来，北凤山社区紧抓

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提升行动

契机，将社区内断壁残垣、私搭

乱建应拆尽拆，累计拆除私搭乱

建 105 处、2797 平方米，利用整

治出来的闲置空地，结合群众意

愿打造了 4 处各具特色的小游

园、小广场，铺设柏油路面约

1500 平方米、硬化路面约 4000

平方米，绿化栽植苗木 260 余

棵，村庄居住地绿化覆盖率达

70%以上。社区还通过实施“双

代”工程，让村民供暖等全部使

用电能清洁能源，村庄垃圾也实

现日产日清。

硬环境改善了，软环境也要

跟得上。北凤山社区打造了全长

360 米的社区文化街，内容涵盖

党建宣传、乡村发展史、本社区

的革命先烈、民间传统文化、传

统工艺及美食等，不但提升了社

区道路两侧的“颜值”，而且让

群众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北凤山社区还深入挖掘社

火、战鼓等社区特色文化，以文

化人，积极打造文化墙，让一面

面旧墙变成美观且会“说话”的

民俗文化墙，推动社区文化更好

地传承。同时，依托社区书画

室 、 儿 童 友 好 家 园 等 活 动 场

所，组织开展民间手工艺传承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群众

的文化生活。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昝运峡

谷雨时节，走进河南三门峡市

陕州区观音堂镇陈营村蔬菜大棚，

农民正忙着为西红柿苗打叉浇水。

“村里上的项目挺多，尤其是

陕州区朝阳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建

的 60 来个大棚都发挥着作用。我

种了 3 个大棚，栽有西红柿、葡

萄、包菜，今年估计还能赚 3 万

元。西红柿收了，再种大白菜，赶

种两茬，收益高。”陈营村年过六

旬的村民陈拴年一边忙活，一边介

绍自己的种菜情况。

陈拴年一家6口人，孩子们都

到外面打工了，他和老伴在家经营

这3个大棚。他觉得这样既不给孩

子们添麻烦，又能为家里创收，还

能锻炼身体，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像陈拴年这样的，在村里还有

3户，他们种大棚菜的收入比过去

明显增多。为巩固提高产业发展，

陈营村党支部采取合作社统一管

理、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培训相结

合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合作经营、务工就业等方式，

鼓励村民入股合作社，将合作社自

身发展和群众致富相结合，为群众

增收提供了坚强保障。

陕州区朝阳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集农产品新品种引进、推广、销

售于一体，能有效带动 30 人就

业，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余元。

陕州区还聘请三门峡市农科院

专家，每年免费为农户提供4次培

训，传授种植和栽培技术。合作社

还建立种植户微信平台，为农户提

供更多的国际和国内农副产品供求

信息的资讯。

引“三驾马车” 促孵化育成
——辽宁绥中优化东戴河新区“带土移植”转化中心建设

记者 王官波

疫情防控不松懈，乡村振兴

不停歇。2022 年，辽宁东戴河新

区以“带土移植”转化中心建设

为轴心，推动企业、人才、项

目、科技等要素贯通连接，释放

出振兴发展的叠加效应。

东戴河新区位于葫芦岛市绥

中县，东戴河新区“带土移植”

转化中心自 2021 年成立以来，瞄

准靶心、精准发力，面向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招引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目前，

中心已累计注册企业 23 家，其中

特色平台机构2个，入孵企业已有

10 家，通过科技招商引进10 余个

合作项目，在谈项目涉及半导

体、生物医药、智慧轨道交通、

数字化能源等多个领域。

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带土

移植，科技招商”的发展方针指

引下，依据本地产业经济发展，

一系列市、县扶持政策相继出

台，绥中县以更加开放、更大力

度、更加高效的措施，为入驻项

目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等

方面给予倾斜，全力打造招引项

目、人才和技术的服务高地。

中心采取“项目+团队”方

式，通过“带土移植”搭建起人

才、项目和技术引进的“三驾马

车”，将吸引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企

业、高科技项目、高层次人才来

东戴河创新创业作为建设的立足

点，通过建设高标准的科技创新

平台、项目对接平台、产业化平

台、服务保障平台、双创空间和

孵化器等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及

科技成果转移及服务体系，为企

业提供全产业、全链条、全要素

的科技创新服务。

东戴河新区坚持强招引与强

培育“两手抓”，通过梳理走访当

地企业，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

并面向京津冀等国内产业先进地

区，引育科技企业、项目及人

才，举办了多场科技招商对接

会，意向签约 30 余家，引育入孵

企业 10 家，初步具备承接京津冀

科技、产业、人才转移的能力，

实现了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的初衷。

面 对 疫 情 冲 击 ， 中 心 与 政

府、与企业“隔空不隔心”，积极

配合绥中县委、县政府共抗疫情，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开展

“带土移植”宣传推广及推进科技

企业培育服务线上平台，为企业及

人才团队提供业务培训、涉企政策

解读、金融对接等服务，引领企业

探索创新发展进阶路径。疫情期

间，累计服务企业50余家，线上参

与人数达3000余人次。3月30日和4

月20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分别举办了两期“东戴河创融精英

汇”路演、金融对接及科技招商活

动，帮助伊菲科技、茂康源等新区

企业与金融专家及服务机构对接。

中 心 全 力 支 持 企 业 复 工 复

产，帮助淞之源食品、厚能股份

等企业解决因原材料短缺、成品

滞留无法运输等问题，及时派出

运输保障服务专班，协调疏导滞

留在高速公路及国省道上的货运

车辆，在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前

提下完成货运装卸等工作。

为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加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联系，中

心牵头走访 10 余家企业，摸清落

实企业具体技术、人才及金融需

求，推动企业项目申报及科技成

果转化。此外，通过电话及互联

网等途径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最大限

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努力

打造适合科技企业快速增长的发

展环境和细分赛道，促进地区经

济产业发展。

背景链接

“带土移植”的内涵是“项

目、团队和技术”一体引进创

新 团 队 和 创 业 团 队 。 通 俗 地

说，“带土移植”一般指将辽宁

省外高端人才连同其团队、技

术、项目等打包，整体来辽宁

创办企业或开展技术攻关。当

前，“带土移植”工作已经成为

辽宁省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推动

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以及培

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新苗的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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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误农时种植忙

河北井陉矿区北凤山社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甘肃康县两河镇开展家庭环境提升专项行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陈营村 出致富路

技术员在大棚内指导 通讯员 昝运峡摄

村民在摆放春木耳菌棒，并为其扎眼。 通讯员 王秀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