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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现代生产：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金秋时节，桐城市广袤的田野
上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呈现一派
丰收景象。10月16日上午，在龙腾
街道蒋山村桐城市天泰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烘干房内，4组烘干设备
正在作业，卡车一辆接一辆将新收
的稻谷送到这里。

天泰合作社负责人鲍峰自2011
年开始种植水稻，目前种植面积
5400 余亩，居桐城市第一。这些
年，鲍峰大胆采用新机械、新设
备，目前，合作社耕、种、管、
收、秸秆综合利用、烘干六大环
节，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

“搞农业也要学会‘机器换
人’！”跟粮食打了十几年的交道，
鲍峰深感这条路走对了。一开始，
合作社只有一台拖拉机和一台收割
机，其他全靠人工，不仅费时，成
本还大。2016年、2017年，合作社
建了烘干房并连续上了4组烘干设
备，后来又建了育秧工厂、温室大
棚、粮食仓库等，现在农业机械也
增加到了40多台。

在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桐城现
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智慧玻璃温室
中，自带高科技、高标准、高品质
元素的小番茄正在静静生长。“工
业化思维解决农业诉求”，产业园
办公楼墙上的这11个字格外醒目。

该产业园在工业化定制玻璃温
室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智能控制
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支
撑来控制作物生长所需的水肥、温
湿度、二氧化碳等各种环境，并通
过吊蔓式立体无土栽培、压力补偿
式滴箭灌溉技术、水肥一体化等现
代化种植手段，生产可控的、标准
化的、高品质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蔬
菜，实现从种子到餐桌一整套的现
代化农业管理体系。

打开手机上的物联网综合服务
平台，进入数字化试点出菇大棚，
一键即可开关负压风机、喷淋机、
窗帘，并对大棚温湿度进行调节
……在太湖县晋熙镇芭蕉村，雷氏
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雷焰
华种植食用菌已有40年历史，从
最初的传统种植到现在的数字种
植，雷焰华十分感慨：“多年来想
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到了！”

走进该公司数字农业示范大
棚，记者看到，成排的菌架上，一
个个菌棒整齐排列着，菌棒上，像

云朵一样的猴头菇在静静生长着。
菌架上部，各有一条喷淋系统管
道，大棚的另一端，设有负压风
机。这是该公司2022年投资近50
万元建设的数字工厂，可以对温湿
度环境条件实现远程监控、智能调
控，达到精准要求，为出菇管理提
供最适宜的环境条件。

雷焰华说，公司目前种植12种
食用菌，其中猴头菇对生长环境的
要求最为严格，过去全靠人工干
预，费工、费时，把控不好还影响
品质。数字工厂专为猴头菇而建，
现在猴头菇一年可以出4茬，产量
提升了，人工成本也降低了。

在现代社会，农业早已不是过
去简单粗暴的生产方式，而是朝着
更加智能化、科技化、专业化的方
向前进。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技和机械如今也是农业发
展的两大强劲引擎。

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
民增收——近年来，安庆市大力实
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用抓工
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农业发展
面貌焕然一新。

延链升值：
田间地头“长出”工厂

农产品加工从种养产业延伸出
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的核心，
也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
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又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
安庆大地上，越来越多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将农产品加工厂建到
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实
现了就近就地加工。

因为在圩区，为了将无法种植
油菜、小麦等午季作物的冬闲田利
用起来，菜子湖畔桐城市金神镇种
植大户们引进了“稻虾连作”种养
模式，全镇现有稻虾田3万亩，并
延伸出了小龙虾加工产业链。

金神镇圣桥村水稻种植大户汪
小润，如今也是桐城市神墩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几年前，汪小
润大胆尝试“稻虾连作”，作为先
行者，他于去年创办了这个桐城市
首家小龙虾加工企业。

2022 年，汪小润投资 1200 万
元，采购分拣、清洗、蒸煮等设
备，建起了小龙虾初加工生产线。
今年，加工厂共收购本镇及周边小
龙虾超过 3800吨，为本地农户减
少了成本、增加了收入。加工厂二
期计划再投资1200万元，增加冷链

设备，再建一个无菌加工车间，加
工虾尾、虾仁等成品，将在明年4
月之前运行。

在太湖县新仓镇沙坝村，安徽
熙道蔺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模结
早年从宁波引进蔺草试种成功，
并带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目前
全 县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4000 余 亩 。
2019 年，公司投资 2000 余万元，
建起了榻榻米面料生产线，实现
了蔺草本地加工。

“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单纯
种植蔺草，每亩收益4000元，烘
干之后销售，每亩收益 8000 元，
而加工成榻榻米面料，每亩收益可
以达到1.5万元。目前，从种植到加
工，一共带动了 300 多人就业。”
陈模结说。

当前，安庆市正在围绕主导产
业、优势产区、龙头企业，加快建
设融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休
闲等多产业、多业态于一体的国家
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长三角
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桐
城、怀宁也在积极争创省农产品加
工强县。

为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怀
宁县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注重
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形成具有实力
的集种养、收储、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加工产业集团。同时，提升加
工技术和装备研发水平，打通农产
品加工技术关键环节和瓶颈制约，
注重搭建平台载体，在产业基础较
好的区域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打
造农产品加工业升级版。

位于怀宁经济开发区的安徽稼
仙金佳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
年来积极加大技改力度，提升优
质大米产能，做好精深加工和新
产品开发。该公司对现有大米生
产线进行了自动化精加工升级改
造，目前优质大米产能已由原来
的日产500吨提高到800吨。公司
还与省农科院合作，投资900万元
建成了年产万吨发芽糙米生产
线。发芽糙米是一种全谷物功能
性稻米，通过发芽工艺提高糙米
营养利用率，改善口感。

记者从安庆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加工
总产值达到620.7亿元，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共有485家，居全
省第二。

品牌建设：
把握市场提质增效

10 月 17 日上午，在太湖县晋
熙镇程岭村安徽省花亭湖绿色食
品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直播间，主
播拿着手机一边对肉类产品进行
拍摄，一边和直播间的“粉丝”
们交流，“刀手”在一旁配合着切
肉，中控人员忙着在电脑上打
单 、 发 货 …… 直 播 间 里 热 闹 非
凡，一部手机让这个山中的养殖
场连上了外面的大市场。

“我们现在在抖音平台全天候
直播，销售各种包装猪肉及肉制

品，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微信平
台年销售额也有200多万元。许多
客户都是线上看到宣传来跟我们
谈合作的，他们也会把他们的直
播团队带到养殖基地来做直播、
推介，我们线上创造的年总销售
额大概1000万元。”该公司销售经
理郭佩敏说。

太湖黑猪，如今已是名声在
外。太湖县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品种“安庆六白猪”主产
区，花亭湖公司是这一品种的保
种和开发利用企业，在太湖县建
有国家核心育种场和国家级保种
场。今年上半年，太湖黑猪饲养
量达到7.4万头。

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战略为
重点，追求效益最大化……现代
工业生产的这些主要特征，对于
发展现代农业有着非常值得借鉴
的意义。响亮的品牌，能够极大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更好地巩固
和拓展市场。

为做强太湖黑猪品牌，近年
来，太湖县整合多方资金在全县创
建了多个养殖示范场，增加太湖黑
猪饲养量，并从品种保种、金融支
持、科技支撑、品牌建设等方面支
持太湖黑猪产业发展。

2018年5月，自然资源部公布
“桐城查明大面积富锌土壤”后，
桐城市瞄准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
连续出台多个富锌产业发展支持政
策，打响品牌，促进富锌资源转化
为富民资本。同时，一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抢抓品牌机遇，推动农业
产业化、绿色化发展。

位于桐城市范岗镇棋盘岭村的
桐城市双福家庭农场，在2016年注
册商标后走上了品牌发展道路。农
场负责人戴双杰告诉记者，2018年

“富锌”消息一经公布，她立即拿
着自家产的大米去找专业机构检
测，测得自家大米锌含量为每千克
18.8毫克，达到了含锌标准。在将
检测报告送往桐城市富锌产业协会
报备后，她在自家大米产品包装上
打出了“锌”品牌。

含锌大米投入市场后颇受关
注。线上，戴双杰化身“小农
女”，在抖音等平台通过视频宣传
锌米；线下，戴双杰在大米、鸡
蛋、香油包装里附上锌米单页进行
宣传，农场的效益稳步提升。

安庆市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发
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一县一
业”“一县一特”，推动支持怀宁蓝
莓、潜山瓜蒌、岳西高山蔬菜、望
江黄鳝、宿松油茶、太湖黑猪、桐
城富锌粮油等产业打造全国、全省

“单打冠军”。
这些特色产业，均已成为安庆

市闪亮的农业品牌。目前，全市油
茶、茶叶、蓝莓、瓜蒌种植面积分
别达到 87 万亩、56.7 万亩、8 万
亩、6万亩，均居全省前列。太湖
黑猪、望江黄鳝等特色养殖业持续
发展，太湖黑猪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10亿元，望江县网箱养鳝规模1.6万
亩，产值达到6亿元。

汲取工业“营养”壮大农业“根茎”
——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系列报道之六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在现代社会，农业早已不是过去简单粗暴的生产

方式，而是朝着更加智能化、科技化、专业化的方向前

进，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成为日益被关注

的话题。近年来，安庆市破解发展瓶颈问题，构建现代

农业体系，将工业生产管理的优良经验和方法应用到

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农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长岭镇北门坦
村积极发动群众，党员率先垂范，打响村庄
清洁行动攻坚战。

北门坦村“两委”成员和驻村工作队到全
村8个屋场开展“清洁长岭”大讲堂宣讲活
动，利用大喇叭、微信群宣传引导群众参加
村庄清洁行动，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该村加大资金投入，动用挖机对公共区域、主
干道、房前屋后等处的垃圾和杂物进行清理，
全村广大干群分工合作，全力美化村容村
貌。经过广大干群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该村
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通讯员 王辉 张美芬）

长岭镇：
“清洁行动”掀热潮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镇坚持以
思想理论和能力素质建设为重点，结合实情
搭建平台、悉心培养，着力打造一专多能、
全面发展的基层青年干部队伍。

该镇搭建“讲、学、评”三大平台，淬炼青
年干部“提笔能写、开口能讲、问策能对、遇
事能办”的能力。同时，积极推进“1＋N”联
系村工作制度，由1名工作能力强、实践经验
丰富的老同志带领多名青年干部，对标“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进一步促进青年干
部增强本领、提升履职能力。该镇拓宽选人
用人渠道，根据实际需求多渠道发掘培养相
关专业人才，为镇域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自去年 11月以来，该镇已提拔 12名青年中层
干部，激发基层队伍活力，实现青年干部和工
作岗位“双向奔赴”。 （通讯员 王瑾）

大关镇：

青年干部培养“换挡提速”

本报讯 为推进“惠民暖企”专项活动
走深走实，10 月 17 日，宿松县人民法院对全
县 22 个乡镇涉营商环境、涉民生等重点领
域开展集中执行行动，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精准发力、集中攻坚。

本次执行行动共拘传 11 人，执行完毕 6
件，达成和解18件，执行到位90.51万元，做到
执行有“速度”，保障民生有“温度”，有力地维
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宿松
县人民法院将继续以执行行动为契机，保持高
压态势，用扎实的执行成效全力破解执行难
题，积极回应群众期盼。 （通讯员 唐青）

宿松县法院：
金秋亮剑 护航民生

如果你有一个视角，观察
一片安庆地区农田的四季之
变，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3、4
月份早稻开始耕地、插秧，5、6
月份收割机收割油菜、小麦，紧
接着插秧机上阵插中稻秧，10
月份中稻收割，紧接着播种机
播种油菜、小麦，施肥、打药全
年离不开无人机……各种大型
机械让农田多了些工业味儿。

这 是 看 得 见 的“ 硬 件 更
新”，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软件
升级”，比如农民的前瞻性发展
规划、农业标准理念、产业链思
维、品牌意识等。

这些年，在我的农业主题
采访中发现，戴眼镜的农民越
来越多，农民群体整体学历水
平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愿意
从事农业的青年越来越多，我
遇到年龄最小的农民是一位

“00 后”。这说明，农业已经不
再是单纯的投入——产出模
式，而是受各种“参数”影响的

一套精密生产模式，也成为一
片值得钻研、拼闯的新天地。

如今，活跃在广阔大地上
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早
已 实 现 了 迭 代 更 新 、转 型 升
级，延续数千年的“面朝黄土
背朝天”农业生产模式，悄然
发生改变。

这不是安庆的独有变化，
安庆作为农业大市，是这个农
业新时代的“幸运儿”，也是

“弄潮儿”，这离不开政府部门
和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共同努力。

农业和工业虽分属不同产
业，但 天 生 有 着 相 契 合 的 地
方。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
代农业，早已成为政府部门和
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默
契。当前，安庆正在加快推进
传统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
越，壮大农业根茎，仍要不断
汲取工业营养。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记者手记

硬件更新 软件升级

本报讯 为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营
造关爱老人的浓厚社会氛围，10月23日重阳节
当天，潜山市槎水镇党委、政府及各村（居）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重阳敬老送关
爱，情暖五保老人心”主题活动，看望慰问当
地敬老院里的老人和村里的五保老人。

该镇逆水村还协同逆水爱心家园的
志 愿 者 ，为 当 地 龙 关 敬 老 院 里 的 老 人 们
献 上 了 一 场 精 彩 的“ 情 暖 重 阳 ”文 艺 演
出，并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礼品。志愿者们
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群
众加入进来，共同用实际行动弘扬孝老爱
亲的传统美德。 （通讯员 张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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