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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史卫燕)良田沃土的“鱼米之乡”，曾因
粗放发展一度陷入低迷。在春耕备耕时节，记者来到位于洞庭湖
腹地的湖南省南县，听老百姓讲述他们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闯
出一条农业现代化之路的故事。

创新农业：“只有想不到，没有种不出”

“起虾喽！捉蟹喽！”春耕时节，南县茅草街镇的农户却“不务正业”。
“这批小龙虾是今年第一批上市的小龙虾，他们熬过了冬

季，很不容易，价钱自然也高。”农户郭新骄傲地告诉记者：“还有
蟹，这个时候其他地方都养不出蟹了，我们的蟹卖到大酒店，七
八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

最近，郭新的水田吸引了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的众多专家
前来考察。他们说，这是湖南“稻虾蟹”套种技术成功的第一家。

天上鸟声清脆，田里蛙声一片。定睛一看，却不见青蛙。
南县南洲镇的农户陈建国嘿嘿一笑，掀起一块水田里的墨

绿色防水布。呱呱呱，里面的几百只青蛙一下从青草丛中跃起，
往田里四散跳去。

“早上气温低，青蛙也想‘躲懒觉’，不愿意出来哩！”陈建国说。
田里插秧、水里有蛙、架棚种菜，这“水陆空”一体的稻蛙菜

种养基地令人大开眼界。在专家的建议下，陈建国还利用青蛙的
排泄物“养肥”了合作社前坪的玫瑰景观花圃。

“通过发展立体农业，我这一亩地一年能挣一万五千元，不
到两年，两百万元的投入就回来了。”陈建国说。

南县副县长武深树告诉记者，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保护耕
地，南县正探索在农业增效中促进耕地保护的有效路径。

在南县多个乡镇采访时，
当地农民和记者说得最多的
“烦恼”，就是有钱租不到地。
“以前我们这儿的人都想往外
打工，家里的地荒了十几年都
不管。自从发展现代农业，全县

都找不到荒地了，一地难求。”南县中鱼口乡党委书记谈悝说。

理念之变：“要种就种无污染的大米”

2018 年，在亚洲(香港)农产品展上，南县推出的“南洲稻虾
米”成功进入香港市场，现场与 5 家香港公司签约 240 吨，每公
斤签约价格为 24 元。

“现场煮制的米饭芳香四溢，大批香港市民前来采购，销售
十分火爆，一上午备货就全卖完了。”南县副县长武深树说，当时
的情形令他记忆尤深，“事实证明，南县农业现代化的‘水稻+’路
径是正确的。”

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水稻曾是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引
以为自豪的“命根子”。然而，对土地的掠夺式耕种，对种植过程
的粗放型管理，令水稻品质大打折扣。前几年，农户辛辛苦苦种
的大米，也就能卖 2 元一斤。

大米“陡然升值”的背后，是种植理念之变。
水稻为小龙虾、蟹、蛙、鳖、龟等提供微生物、野草、昆虫等天

然饵料，小龙虾们的排泄物则成为优质稻良好的生物肥……在
南县乡村，处处可见小动物的“水田嬉戏图”。

“终于等到了庄稼人的春天！”当地的“种粮达人”何时告诉
记者，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抓好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近年来，南县
一改粗放型种植方式，改用“水稻+”的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利用
生物链优势互补的原理，重塑绿色农田生态循环系统，大大减少
了化肥农药等施用量，也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效益。

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和原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测技术中心样品检测结果显示，南洲稻虾米垩白度、直链淀粉

含量、食品卫生重金属含量等指标优势明显。
春天里，农业发展给南县群众带来了幸福的味道。
以水稻+小龙虾产业为例，目前南县稻虾产业的规模和影

响力已跻身全国三强。“基本达到了一亩稻虾助推一人脱贫的效
果。”南县县委书记李劲松算了一笔账，全县贫困户发展稻虾综
合种养近 2 万亩，有效带动 1 . 5 万名贫困群众脱贫。

产业延伸：“无中生有才韵味”

在南县县城入口，“豫”字车牌的大货车来来往往，它们满载
着面粉，格外引人注目。

“南县不产麦子，主食也不是面条，却出了全国有名的面条
上市企业。”克明面业行政顾问陈芳武说，“把看似简单的东西做
得不简单，这里面肯定就有科技、有心血、有付出。”

目前，克明面业在长沙设有自己的面条研究院，每年科研经
费至少 3000 万元，研究涉及面条品种、口感、营养等。

2018年，敢为天下先的南县人还把小龙虾送进了俄罗斯世界杯。

冰镇汤料香草虾、麻辣十三香虾，小龙虾“坐”上飞机，被送
到全世界球迷的嘴边，令他们大快朵颐。

“为了保鲜，我们创新了液氮 8 秒速冻技术，再解冻就和刚
出锅的小龙虾口感一样。”顺祥水产办公室主任林彦军说，“从单
纯的小龙虾养殖，到小龙虾加工食品，再到小龙虾连锁餐饮店，
我们的产业链在不断延伸，受到消费者欢迎。”

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的同时，南县也在塑造自己的农业品
牌，全方位提高农业附加值。近年来，“南洲稻虾米”“南县草龟”
“南县中华鳖”“南洲洞庭蟹”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南县小
龙虾”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南县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人们津津乐道着南县取得的一
系列荣誉、名称：中国虾稻米之乡、中国挂面之都、全国生态农业示
范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

南县的农业供给侧“蝶变”是洞庭湖区农业现代化的缩影，
“洞庭之心”在新时代将不断开拓奋进、激情跃动。

“鱼米之乡”的供给侧“蝶变”
洞庭湖腹地湖南南县：自从发展现代农业，全县都找不到荒地了

新华社长春 4 月 21
日电(记者褚晓亮、高楠、
薛钦峰)这里是我国首批
使用“东方红”牌拖拉机的
乡镇之一，这里基本实现
了农业全程机械化，这里
用 50 多年的时光一次次
见证着我国机械化的新变
革……这里是吉林省榆树
市的弓棚镇，以机械化程
度高而著称。机械化不光
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和效
益，也让大量农民从繁重
的农事中解放出来。

机器来种地，农民去
干啥？带着这样的疑问，记
者在春耕时节走进弓棚
镇，感受着农机化给“三
农”带来的新变化。

1 万 多 户 农

民，1 万多台机器

“这是玉米全自动收
割机，只要在地里一走，这
边直接出来的就是玉米棒
子。”弓棚镇长山村益民种
植合作社理事长刘继山指
着一个 3 米多高的“庞然
大物”对记者说。

走进益民种植合作
社，院子两侧各有一座占
地 2000 平方米的农机库，

库房里整齐停放着 20 多
台农机，收割机、播种机、
锄草机甚至包括玉米秸秆
打包机……品类齐全、蔚
为壮观。

弓棚镇镇长宋宪平介
绍，截至目前，全镇有农户
19500 户，农机具保有量达 11000 多台套，大型农机专
业合作社有 200 余家，基本实现了全镇农业生产农机
全覆盖。

弓棚镇作为一个农业机械化的典型乡镇，有着悠
久的机械化历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使用“东方
红”牌拖拉机的乡镇，1964 年，吉林省第一台“东方红-
54 型”履带式拖拉机就落户在该镇长发村。

在长发村当了 27 年村党总支书记的崔英骄傲地
告诉记者：“长发村土地平整，面积大，特别适合开展机
械化作业。因此，机械化起步早，在全国都有名，以前村
里每天接待各地来参观学习的都数不过来。”

农机化普及使弓棚镇的农业产量不断跨上新台
阶，长发村历史上曾创下吉林省粮食单产新纪录。
2018 年，该镇粮食产量达到 25 万吨。

“铁牛”唱主角，农民换皮鞋

“铁牛”唱起了主角，农民被从田里解放出来。“过
去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曲背种庄田；现在多数
农民脱下泥靴换皮鞋。”崔英说。

刘继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每家种地，需要
四五个人干一个月。现在农民只需备好种子、化肥，一
个农机驾驶员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将 300 多公顷地种
完。全年从种到收只需辅助工人 15 人，比过去减少了
100 多人。”

农机化程度提高，促进了土地流转。更多的农民将
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自己出外打工。在弓棚镇，看不到
“零耕碎种”的“百衲衣”，而是一马平川、整齐划一的规
整农田，正是大型机械“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从“零
耕碎种”变为集约管理，生产品种、作业时间、种田水平
都得到统一和提升。

宋宪平告诉记者，由于大量农民从田里解放出来，
可以腾出时间从事二、三产业。目前，弓棚镇形成了粮
食、畜牧、运输、棚膜、商贸流通五大支柱产业，城镇化
水平在全市居于前列。

在位于弓棚镇十三号村的创业园区内，110 栋
果蔬大棚鳞次栉比，村民赵国忠正在大棚内给葡萄
绑枝。2009 年，赵国忠将自家 6 . 5 亩土地托管给村
里的种粮大户，自己专心搞起棚膜经济。“土地托管
后一年收益 6000 元，两栋大棚一年能挣 10 多万
元。”他说。

目前，弓棚镇果蔬大棚已发展到 12500 栋，建成标
准化蔬菜园区 18 个，年产值达 12 亿元，带动当地近万
人就地就业。弓棚镇也被确定为“中国·北方冬季蔬菜
生产基地”核心区。

机械化拓宽了弓棚镇农民的致富渠道，农民的收
入结构由单一的土地收入逐步变成“土地+养殖+务工”

多元收入，凸显出“一变三”的效应。

种田高效了，理念变新了

弓棚镇胜明村农机大户李在伟于 2009 年成立了
榆隆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10 年间，他深刻体会到农
机化的甜头。

“通过全程农机化作业，我们每公顷土地节约生产
成本近 1000 元，每公顷玉米产量提高约 1500 斤。种田
有如此高的效益，让我们觉得农业大有搞头，我们也乐
于尝试新的事物，接受新的理念。”李在伟说。

像李在伟一样，农机化的普及也打开了农民的视
野。一些合作社负责人开始吸收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把
目光投向了农业发展的新事物、新趋势。

在弓棚镇水泉村的科铁公路旁，榆树市仁和机械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院内一座高耸的烘干塔格外引人注
目。43 岁的合作社理事长陈庆伟穿着时尚、年轻干练。
“我以前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但农机化的普及给我们
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发展循环农业、高
效农业。”

在陈庆伟看来，循环农业是合作社发展的大势所
趋。仁和机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机械化为依托，开
始尝试种养殖结合的发展模式，以种植业拉动养殖
业，以秸秆饲料代替牧草，利用养殖牲畜的粪便、沼渣
及秸秆发酵有机肥，为黑土地改良建立有机种植基
地。

“机械化和循环农业结合，让我们的农业发展大有
奔头。”陈庆伟满怀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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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公益组织成员（中）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
阳乡竹岩村协助垃圾转运工作（4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新华社南昌 4 月 22 日电(记者
熊家林)初夏阳光和煦，家家户户门
前摆放着一黄一绿两个垃圾桶，成
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龙溪
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垃圾零星
散落，气味非常难闻，让东阳乡的山
清水秀打了折扣。改变从“两个垃圾
桶”开始，2018 年年底，海归硕士陈
立雯和她的团队一起入驻东阳乡，
试点推行乡村垃圾分类。她意识到，
单是走家串户宣讲理念是不够的，
于是实施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村里
“大桶换小桶”。

“以前大家只是拎着垃圾袋一
股脑丢进公用的大垃圾箱，有时候
堆出一个小山包，还有带臭味的脏
水漏出来。”龙溪村村民管忠毅说，
门口换上分类的小垃圾桶后，都写
上了户主的名字，村里的分拣员会
定时来纠正分类不准确的行为，大
家逐渐从遵守到主动维护，“大桶换
了小桶，村貌变得不同，干净了不
少。”

东阳乡的垃圾桶“有名”了。“不仅
是说桶上有户主的名字，也是说咱们
的垃圾分类方法名声在外了！”龙溪
村党支部书记周季花说。这种机制从
龙溪村开始试行推开，已经覆盖了东
阳乡半数村庄。

“绿桶放能烂的垃圾，黄桶放不
能烂的垃圾。”陈立雯带着火钳走村
串户，翻看村民门口的垃圾桶，遇上
分类不准确的，便耐心地教。

如今，多个试点村庄垃圾分类
准确率都在 90% 以上，陈立雯对农

村垃圾分类越来越有信心。她说，有人以为农村基础设施相
对落后，垃圾分类推行困难，其实农村生活垃圾大部分是厨
余垃圾，腐烂后可以堆肥发酵，成为有机肥，非常适合农村。

据东阳乡乡长刘德意介绍，垃圾分类推行以来，东阳乡已
经发放了大约 8000 个分类垃圾桶。试点村庄通过就近堆肥实
现垃圾减量 50% 以上，日平均减量 2 吨左右。预计全乡推行后
每年能减少 1000 吨垃圾，同时还能通过堆肥产生 400 吨左右
的肥料。

可腐烂垃圾作为肥料实现资源化，不可腐烂垃圾也能进
行二次分类后再利用。走进龙溪村“垃圾兑换银行”，贴在墙上
的积分兑换表列出了可回收垃圾能够兑换的生活用品，以鼓
励村民自觉进行二次分类。

这两天，63 岁的村民祝民生用废弃易拉罐换了箱牛奶。
他高兴地说起了村里的变化：“黄色垃圾桶里的废纸、灯管、塑
料袋都能分出来兑换，现在连田边都找不到乱丢的农药瓶了，
没有垃圾围村，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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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种千亩麦，三人养万头猪
今年春耕，现代农企带小农户“一起飞”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琨)阳春四月，在山东滨州中裕食品
有限公司的白茅岭小麦种植基地里，张洪国骑着电动车沿着麦
田转了几圈，不时停下来，弯腰拔起一个又一个大塞子，过了一
会儿又放回去。

张洪国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张马村村民。土地流
转后，他来到中裕当上了员工，负责白茅岭种植基地的日常管理，
每月 3000 多元工资。“这 8000 亩地就我们 6 个人负责日常管理，

喷药、收获都有农机作业。公司的沼液通过管道输送到基地，浇水
的同时可以一起施肥。我们几个人管理足够了。”他说。

在山东省滨州市，通过土地流转，一些现代农业企业开启了
基地种植模式，推广应用智能机械和现代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

在白茅岭基地，记者看到每条水渠里都有好几个大塞子，拔
起塞子，水就自然流向地里。“这些地是按照从南往北千分之三
的比降重新平整的，南高北低，浇地的人只需要把塞子拔起来，
站在田边等着，看到水流到麦田最北边再把塞子放回去。”滨州
中裕食品农业产业化部门经理张华永说。

“土地集中连片后，一辆自走式打药车 1 天就可以作业
400 多亩。基地 8000 亩麦田 4 天就能全部作业完毕。”张洪国
说。

在山东农村，土地流转后，不少像张洪国一样的种植能手成
为企业员工，更多的农民则加入企业的签约种植基地，与企业利
益紧密联结在一起。

秦皇台乡任马村村民任延兴从 2014 年就与中裕合作，他
说，“小麦种子不用自己操心，也不用担心销路，收获后全部卖给
中裕，且价格比市场价还高。”

在农民与滨州中裕签约的小麦种植基地中，中裕实行统一
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的模式，对

订单农户免费供种、免费播种、免费收割、加价收购。
“这样企业能保证质量，农民能保证收入。”张华永说。
种植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快速改变了当地小麦的种植结构

和种植方式。不再是农民想种什么小麦品种就种什么品种，而是
让农民根据企业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统一种植指定的小麦品
种，并做到分类收购、分类存储、分类利用。也不再是农民想怎么
种就怎么种，而是在土壤改良、喷药施肥、收割存储等各个环节，
都按照严格的标准来执行。

如今，中裕已发展优质麦订单种植基地 150 万亩，带动周边
35 万农户改变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

在滨州中裕，生产面粉后剩余的麦料及副产品变身液态蛋
白饲料，用于养猪。

在中裕养殖基地，记者看到猪舍内有淋浴器、自动收集粪污
装置，猪进食的时候还有音乐相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采
用的智能喂养系统，能自动控制猪舍温度、湿度，自动喂水、自动
播放音乐，5 万头猪只用 2 个人就够了。再加上卫生防疫人员和
清洁人员，平均 3 个人完全可以养一万头猪。”

目前，仅滨州中裕就直接带动 2000 多名农民转型就业，带
动当地形成 100 个专业种植村、10 个专业养殖村，每年实现农
民增收约 1 . 1 亿元。

济南市委党校副教授赵婷婷说，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小
农户的现代化。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标准化
水平，有利于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掉队。

目前，山东省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9600 家，带动参与产
业化经营的农户超过 1800 万户，户均增收 3000 元。

山东省提出，未来将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以共享为核心，完
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共享发展红
利，到 2020 年全省培育农业示范主体 600 家。

特色种植促增收

▲ 4 月 20 日，游客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九农场一家采摘园
的大棚内采摘油桃。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引导农民种植特色果蔬，
并将农业与旅游、采摘深度结合，实现农业转型升级。据介绍，
目前该区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 7915 个，面积近三万亩，年产
值达 2 . 1 亿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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