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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路上

乡村产业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多点开花””望
奎
望
奎

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
重。如何将
乡村价值挖
掘出来，盘
活 乡 村 资
源 ，激活发
展新业态？
怎样助力农
民增收致富，
实现“绿水青
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
化？望奎县
用乡村产业
多样化发展
的生动实践
给出了他们
的答案。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在望奎县莲花镇厢黄后三村果蔬
园区里，负责人王福成正带着工人们
为大棚里的樱桃树施肥、浇水。今年
的棚室樱桃为园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所以即使采摘季已过，大伙对果
树的管护也没有丝毫懈怠。

“这几栋棚里有 700 多棵美早樱
桃，按每棵树结 30 斤果、每斤卖 70 元
来算，今年能给园区带来约 150 万元
的收入。”王福成指了指身边一棵树龄
5年的樱桃树说，现在这批树还没正式
进入盛果期，1 到 2 年后的产量将更为
理想。

王福成说，厢黄后三村从 2017 年
开始建设果蔬园区，规划面积 20 万平
方米，规划建设棚室 6 万平方米。到
2020 年底，已建成棚室 56 栋 5 万平方
米，总投资实现 3700 万元。其中有温
室大棚 36 栋、日光大棚 20 栋。目前，
固定资产已全部移交到村，都在运营
中。

“我从园区刚建成时就在这干活，

每年收入还不错。”对于脱贫户王亚荣
来说，2017年是一个好年份，有了好政
策的支持，自家住了多年的危房得到
了改造，村里的果蔬园区也让年纪较
大的她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现在的
她每天可以在这领到 80 元的工资，每
月能挣 2000多元。

“果蔬园区作为我们村一个重要
的带贫基地，主要采取资产收益带贫、
股份经营带贫和园区务工带贫 3 种方
式。”王福成介绍，园区将棚室租赁给
致富带头人，村集体年收入租金 34 万
元，可带动 18 户无劳动能力贫困户，
每年每户均实现增收 2000 元。村集
体筹资组建了果蔬专业合作社，脱贫
户以“带树入社”的形式入股合作社，
年均增收 1300 元，丰果期户均年增收
3500 元。此外，利用园区务工与公益
岗位，累计带动脱贫户就业 57人次。

现在，王福成正埋头研究无花果
栽培技术，争取让果蔬园区能够全年
向市场输出鲜果产品。

果蔬园结“致富果”带动脱贫户就业

“多条腿走路”是厢白满族乡前惠五村发展
产业的显著特点。前惠五村党总支书记宋玉君
说，过去一个时期，前惠五村收入渠道单一，只能
勒紧腰带过日子。面对这一现状，村党总支横
下心来广开门路，发展了和牛养殖、手工筋饼加
工、农机服务等项目。

每天到村委会监视器前查看4里外的养牛
场情况，是宋玉君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从2018
年开始，前惠五村先后分3批项目工程进行养牛
场的建设，通过村企合作发展和牛养殖，目前建
成牛棚4栋，存栏量达160头，养成的牛犊由企业
以每头1.2万元的价格收购。

“企业会对牛犊进行验收，每多出标准体重
1斤奖励50元，这关乎村集体收益，所以在饲养
环节可马虎不得。”宋玉君说，养牛场的收益被灵
活应用于无劳分红与公益岗位的务工支出，同
时带动脱贫户4人就业，每人年收入可达3万元。

目前正是大田夏管的关键阶段，村里的农
机手们很是忙碌。2021年，前惠五村成立农机
合作社，购置农机具22台套，培养出多名本村的
农机手，为村中5000亩土地提供耕种防收等环
节服务，同时以计时收费或按亩收费的方式在

周边村进行农机作业。
村党总支帮壮劳力端起了饭碗，也给“厨

娘”们安排了好工作。与村委会一道之隔的食
品加工厂吸纳了村中20位“厨娘”就业，明亮卫
生的车间里，她们巧手摊出又薄又香的筋饼，这
些筋饼在精心包装后交由合作企业进行销售，
工人们每月能领取最高6000元的计件工资。

脱贫户丁德香摊得一手好筋饼，勤劳的她
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和其他姐妹们一起开始工
作。在经历父亲瘫痪、丈夫去世后，丁德香和孩
子相依为命，生活曾一度无望。如今，她收入稳
定，孩子也已毕业工作，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
展。劳有所得，提振精神，是这个车间给予村庄
最好的礼物。

目前，宋玉君和村两委成员们正在申请食
品加工厂的新商标，叫响本村的特色筋饼品
牌。

一个个农业项目落地生根，一片片特色产
业开花结果，一条条产业发展惠民路让农民鼓
起“钱袋子”，助推本地区形成产业振兴、村集体
增收、农民获利的良性发展格局，必将让村民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饱满。

养牛、做饼、农机服务 增收广开门路

大型农机具大型农机具。。

“最大的成效就是增草增粮增地增
收。”杨喜刚说，这是专家总结出来的。

增草增粮很好理解，增地账怎
么算？“这个模式是利用闲置的土地
资源，充分利用光温效，能有效提高
30%以上土地产出，相当于增加
30%以上的耕地。”

杨喜刚介绍，增收的账就更好
算了，这些地没有土地流转成本，按
照今年的干草价格核算，收获的饲
草在制作成裹包青贮后每亩产值近
千元，纯利润 300 元以上。大麦的
收入不会低于燕麦。

“随着土地收益增高，种植合
作社及种地大户的种地热情也会
随之升温，这样就能加速土地流转
和全程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杨
喜刚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解决

“谁来种地”的难题，“目前我们为
该模式配套研发了播种机械、除草
机械、收获机械，都已经通过作业
试验，机械功能成熟稳定，保障了
该模式下生产对农业机械的需
求。其中，为该模式自主研发的履
带式收获机械，正在通过省级专业

部门的鉴定。同时因为该机械是
国内首台，也获得了国家专利局的
专利受理通知。”

除了这些，这个模式还有更大
的社会意义。

“燕麦籽粒中含有较丰富的蛋
白质、脂肪、粗纤维、钙等，是各类家
畜特别是马、牛、羊的良好精料，还
可以喂鹅、喂猪，为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我省打造大食
物观先行地进行了有益探索。”杨喜
刚介绍，为了保证该模式的推进，他
们组织饲草企业多次到大型牧场进
行调研和学习，为企业做好产品销
售进行对接。

“这个模式使一产有了新内容，
而且极易形成市场规模，从而一定
会有效地吸引二产进入，催生出新
的产业和产业链条。农民有了新的
增收途径，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有了新的办法。”杨喜刚觉得，当下
最要紧的，是从细节上完善这个模
式，研发更好的配套机械，“要做的
事情还有很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访安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喜刚

为了大地的丰收

□本报记者 周静

盛夏的黑土地，到处弥漫着绿油油的蓬勃张力。在安达市升平镇
板子房村，一抹抹的绿色中闪亮着点点金黄。

“那是我们玉米套种的大麦成熟了，看这籽粒多饱满。”安达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杨喜刚眼角眉梢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地头经常围着很多人，有持续观摩玉米和大麦长势、明年也要跃
跃欲试的当地农民，也有一直关注套种模式优劣、专程远道而来的专
家。大家一会儿扒拉玉米苗，一会儿掐掐大麦籽粒，一会儿再看看收

割后的麦茬，都想亲自验证一下这份不一样的丰收。
杨喜刚告诉大家：“这个模式有望突破土地单产‘天花板’，
国家专利局已经下发了专利受理通知书。”

什么模式还能申报专利？是怎么研发成功的？它
有哪些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采访了杨喜刚。

“玉麦套种”其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燕
麦线状、通透、套种玉米，还有一种是大麦线
状、通透、套种玉米。

“首先玉米种植要采用宽窄行播种，就
是大家常说的 4090 或 5080 模式，3 月末在
宽行（90cm 或 80cm）闲置的土地上播种燕

麦或大麦，5月初在窄行上播种玉米。”杨喜
刚说，燕麦和大麦都生长期短、不挑地，6月
末7月初就能收获燕麦草或大麦籽粒，这样
玉米在需要大量水肥生长之前就恢复了这
个模式应有的边际效应，保障了玉米产量的
稳定。

1“玉麦套种”是什么模式？

“研发这个模式源于我对‘三农’工作的深
刻思考。”杨喜刚是个喜欢琢磨的人，到农业农
村局工作后，有两个问题让他一直放不下：一
个是怎么能多打粮，一个是谁来多打粮。

“土地就那么多，如何在现有土地上求增
量，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调整种植模式。
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能种地
的人越来越少，将来谁来种地？”

思来想去，杨喜刚认为土地规模经营是破
解这些难题的“金钥匙”。那么下一个问题又
来了：土地规模经营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杨喜
刚认为，让参与的每个主体都增加收益是关
键。

“坚决不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行
动派”杨喜刚联合一些科研院所的专家，探讨
向种玉米那闲置的 90cm 或 80cm 土地资源要
收益。套种大豆、套种菌类、套种中药材……
一个个思路提出来，一个个被专家否定。

“那段时间跟魔怔了一样，经常半夜醒来
就冒出一个想法，然后就开始查资料，第二天
早上迫不及待找专家论证。”苦心人天不负，燕
麦因其熟期更短、适应环境能力更强被专家们
认可，在“海选”中胜出。

品种定了，还得找人、找地。等到好不容
易种上了，又担心不出苗。

“那段时间压力老大了，也不敢找人去看
呀，隔几天我就自己偷摸上地里转一圈儿。刚

开始玉米没出苗，心里
就直打鼓；等玉米出苗
了，又怕出不齐；苗出
齐了，又怕少营养不长
个儿……终于等到玉
米长过燕麦了，心里一
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心理压力是杨喜
刚一个人扛，解决种植
模式的瓶颈问题就需要群策群力：播种时改进
播种机，打药了改装撒药机，收获时还要研发
专门的收割机、打包机……

2022年7月，到了燕麦收获的季节，经专家
测产，燕麦草亩产 623.2公斤（青贮裹包，按含
水率30%计算）；玉米亩产742.6公斤，产量与常
规种植玉米产量相当。

今年7月，专家再次测产，按含水率30%折
算，燕麦草亩产 694.97 公斤；大麦籽粒亩产
130.5公斤（水分含量13%）。

杨喜刚认为，春天低温导致了燕麦和大麦
产量略低，明水也有应用这种模式的，产量就
比安达多。“燕麦收获的是青贮饲料，是发展畜
牧业的基石，而大麦产出的是实实在在的粮
食，是粮食安全‘压舱石’真正的增量，这也是我
们为我国就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
我省谋划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新探
索。”

2“玉麦套种”是怎么来的？

3“玉麦套种”有哪些成效？

望奎一景。

大麦。

生长期的燕麦和玉米生长期的燕麦和玉米。。

杨喜刚与他们研发的收获机杨喜刚与他们研发的收获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