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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吹过田野宽 稻浪翻滚似金山

桐城市孔城镇65000亩中稻喜获丰收，9月13日起“开镰”收割，预计10月上旬收
割完毕。据统计，亩产净重约1100斤。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张令舟 摄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9时，中秋假期首
日，桐城市嬉子湖镇朱桥村高庄组的朱桥生
态园，迎来了当日的第一批游客。

“上午气温不高，也没什么太阳，这时
候摘葡萄很合适。”来自桐城市区的吴慧，带
着孩子体验了一把葡萄采摘的乐趣——每一
次用剪刀做出抉择之后，就会收获一颗火红
的硕果。“这次来嬉子湖，除了体验田园里
的乐趣，我还查了攻略，这里有一座裁襟励
子文化园，据说既能看到农耕文化展览馆，
还有诚信文化教育，等下准备带孩子去参观
学习。”

“农文旅融合项目涉及主体多、投入
大、见效慢，单靠政府不可能快速达到预
期目标，必须壮大多元投入主体，因地制
宜，选择有利于地方农业文化旅游发展的
创新模式。”嬉子湖镇党委书记吴超告诉
记者，为了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该镇以

“生态绿岛，欢乐水乡”为建设品牌，一
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和经营主
体投入乡村旅游发展，另一方面引导村民
参与其中，让种庄稼变成“种风景”。在
这一思路下，该镇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在
农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从
而促进农文旅融合项目共建共享和可持续
发展。

就在吴慧享受丰收乐趣的不远处——朱
桥村方庄村民组的葡萄园里，作为果农，“种

风景”的严仍青就正在享受丰收的喜悦，“大
部分葡萄还在地里就被游客采摘完了，突然
来了大批量的订单，还真不好找呢。”严仍青
一边指导游客如何挑选成熟的葡萄，一边组
织工人为当天的葡萄订单而忙碌。

“每年从5月至10月底，嬉子湖镇各个
采摘园里各种水果陆续成熟，天天都有鲜
果可以采摘。这段时间是葡萄、火龙果，
马上就是苹果、大枣成熟的季节了。”嬉子
湖镇宣传委员周惠玲说，除了享受田园之
乐，游客还能在该镇看到蟠龙湾古香古色
的徽派木结构房屋、依托裁襟励子非遗故
事投资200余万元打造的裁襟励子诚信文化
园、坐落于嬉子仙岛的省级文保单位“余
珊墓”、“国字号”的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等。桐城市首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嬉
子湖生态旅游区，同样是到嬉子湖旅游的
游客的重要目的地。

“我们相信，随着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
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推进，作为安徽省
最佳旅游乡镇、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第二
批安徽省级旅游小镇，我们嬉子湖镇农文旅
融合发展潜力巨大。”谈到未来，吴超颇有信
心地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汪蕾）

链接：围绕“大黄山”产业发展方向，
安庆市精心谋划了167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

资概算高达892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了文旅产
业的多个领域，包括旅游景区开发、休闲度
假设施建设、康养产业培育等。同时，安庆
市还谋划了109个大黄山建设百千场景工程。
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场景工程的打造，将有力
推动安庆市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把庄稼种成“风景”

本报讯 金秋时节，稻香、蛙壮、鳖
肥、蟹黄……近年来，随着“以渔促稻、稳
粮增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兴起，安庆的
广大农民在水稻田里大做文章，他们以“水
稻+”为思考路径，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实现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渔共赢”，享受着
“双丰收”的喜悦。

9月13日，走进潜山市王河镇先进村稻蛙
养殖基地，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籽粒饱满
的稻穗在阳光下随风摆动。走近看，小方块
田里还有“大宝贝”，成群结队的黑斑蛙跳进
跳出，场景很是壮观。看着金灿灿的稻穗，
听着此起彼伏的蛙声，稻蛙基地负责人胡洁
林心里很是高兴。

“今年的水稻长得格外好，每亩的产量
可达一千斤；黑斑蛙每只也长到了5钱重，最
大的有2两重，每亩的产量在2000斤以上，

每亩的产值近3万元。”胡洁林细算着丰收账。
蛙护稻，稻养蛙。“稻蛙共养”是一种循环生
态种养模式，青蛙喜阴，爱吃稻田里的虫
子，水稻可以为青蛙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青蛙的粪便还能够作为稻田天然的肥料，这
样种出来的水稻不需施肥、不打农药，真正
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水稻马上就能收割，眼下正在与外地
客商洽谈，他们有意收购我们种植的蛙稻，
价格是普通水稻的两倍多。”胡洁林说，他成
立了稻蛙养殖合作社，带动周边30多位农户
发展“稻蛙共养”，面积近600亩，大家的稻
谷都能卖上好价钱。

黑斑蛙的销路则不用胡洁林费心，这些3
月投放的黑斑蛙，到8月就能陆续开卖，国庆
节到来年的端午节是黑斑蛙销售的旺季，有
来自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稻蛙共养”产值高、见效快，愿意发展
的农户越来越多。今年，王河镇将稻蛙共养项
目作为镇党委基层党建“书记项目”顶格推
进，争取各类资金500余万元支持稻蛙基地建
设，目前该镇已有稻蛙共养基地1000余亩。该
镇还将稻蛙共养项目纳入镇“双招双引”计
划，拟引进蛙饲料加工、蛙油加工等项目，延
长稻蛙产业链，创出地域品牌和特色。

放眼安庆，这样的田间“宝贝”还有很
多，稻田里不仅长出了生态大米，还“长”
出了虾、甲鱼、鳅、蟹等。从单一种植转变
为复合产出，真正实现了“一田多收”，效益
大幅提升。

桐城市文昌街道官桥村有百亩稻鳖基
地。这里的稻田，四周都开挖有环形水沟，
里面放养了2万多只甲鱼，甲鱼吃稻田里的小
鱼、虫、螺等，能减少饵料投入。“甲鱼在稻
田中爬行还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同时粪
便能给稻田提供肥料，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态
复合种养模式。”稻鳖基地负责人周庭海介
绍，“稻鳖共养”收益很不错，一亩水稻能卖
1200元，甲鱼收益可达万元，每亩的纯利润
可达5000元，是原先常规种粮的7倍左右。

一片稻田有说不尽的故事，“水稻+”在安
庆广袤的土地上花开正艳，为乡村振兴增色
添香。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链接：稻渔综合种养是典型的生态循环
农业模式。安庆市稻渔综合种养基地达 2000
多个，总面积达87万亩，主要养殖模式包括
稻虾共生、稻虾连作、稻鳖共生、稻蛙共生
等，其中稻虾占 90%以上。综合测产数据显
示，稻渔综合种养平均亩增加投入 1048.6
元，单位面积纯收益增加1827.94元每亩。我
市还制订了 《安庆市渔业“四百工程”实施
方案》，把发展稻虾综合种养做为安庆渔业发
展重点，计划到2025年全市稻渔综合种养规
模达到100万亩以上。

稻渔欢歌奏响丰收乐章

本报讯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走
进安庆的田间地头，猕猴桃、冬桃、甜
柿等各类水果陆续成熟。缤纷的水果、

忙碌的果农、前来收购的果商，以及体
验田园采摘的游客，共同绘成了一幅欣
欣向荣的丰收画卷。

9月 14日，走进岳西县古坊乡上坊
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
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惹人喜爱。工人们
三五成群地穿梭在藤架间，采摘着成熟
的果实。

“前段时间省农科院来测产，基地
的猕猴桃亩产能达万斤。”基地负责人徐
朝阳摘下一个果实，横切开，果肉青黄
很是好看。
古坊的山间虽长有野生猕猴桃，但想把
猕猴桃发展为致富产业，却并不容易。
猕猴桃最易遭受猕猴桃溃疡病侵害，发
病严重的会导致毁园。徐朝阳种植猕猴
桃已有十余年，在种植初期，徐朝阳种
植的猕猴桃就遭遇了溃疡病，短短两
年，100亩果树连片死亡。

为抵御猕猴桃溃疡病，徐朝阳多次
去外地“取经”，并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
桥下，与省农科院、安农大等高校院所
的专家结识，通过搭建钢构大棚、引种
新品种、引进物联网智慧果园系统等，
有效预防了溃疡病等病虫害。他将种植
技术无偿教授给周边农户，如今古坊乡

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到1000余亩。
在猕猴桃园里，随处可见正在直播

的当地网红。他们拿着手机，带网友们
看猕猴桃的生长环境、采摘过程，在镜
头前尽情展示古坊猕猴桃的个大多汁、
香甜软糯。“每天通过直播能卖出两三百
盒礼盒装的猕猴桃，销售额达两三万
元。”古坊乡宣传委员余敏说，为帮果农
打开销路，岳西县供销社还与古坊乡签
订了采购订单，并安排县供销社电商及
抖音团队在基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果品
助销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加强
产品销售宣传。

在来榜镇横河村，早熟的40亩冬桃
在8月31日就迎来了开园采摘，共收获
了8万斤冬桃。晚熟的140亩冬桃上，果
实累累。“这批冬桃在国庆假期便能开园
采摘，今年冬桃长势很好，预计能收获
30万斤桃子。”横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王友国说。

冬桃相较于普通桃品种大约要推迟
三个月左右成熟，错峰上市，市场竞争
力得到大大提升。这片冬桃园是横河村

村集体发展的产业，该村全面推行“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村集体投入
42万元，45户农户以150亩土地资源入
股，建成冬桃产业园。如今，冬桃已进
入丰产期，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纯收入60多万元。

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农
户增收致富，还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观
光，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
发展。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链接：近年来，安庆市充分发挥自
然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葡萄、冬桃、西
瓜、猕猴桃等多种水果以特色产业为乡
村振兴注入“甜蜜”能量，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安庆市水果产业已
形成以蓝莓种植为主导，桃、柑橘、
梨、猕猴桃、葡萄等多种水果种植齐头
并进的发展格局。全市果树种植面积约
19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

硕果满枝头 果农笑开颜

游客在岳西县来榜镇横河村采摘冬桃。通讯员 储王芳 摄

本报讯 近日，在宿松县华亭镇105
国道旁“山壳佬”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一楼展销大厅内，工作人员正熟练地将
新鲜制作的大麻饼装入精心设计的包装

中，准备将这份来自乡村的美食送往全
国各地。

“中秋节大麻饼卖的很不错，很多
回不了家的外地宿松老乡，通过网购可

以直接吃到家乡的味道。”工作人员项平
兰介绍。

明亮整洁的展销大厅内，各种宿松
特色美食整齐地摆放在精致的展示柜
里，让人垂涎欲滴。从传统的小吃到创
新产品私房菜，这里汇聚了宿松的美食
精华。“我们一共有160多种商品，主要
以宿松县域内特色农副产品、生鲜土黑
猪肉、家禽等为主。”。安庆市人大代
表、“山壳佬”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洪梅芳从一间厨房、一部手机做起，
到成立一家公司，至今已在电商创业路
上走了十余年。

“我母亲自年轻就擅长腌制各类咸
菜，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都喜欢吃。那时
候甚至有在外地的朋友让我寄咸菜，随
着电商的兴起，我就萌发了将父母种的
农产品和母亲腌制的咸菜放到网上销售
的想法……”谈起创办“山壳佬”电商
的过程，洪梅芳感慨万千。2013 年 11
月，在大城市从事贸易工作的洪梅芳返
乡创业。

在家人的支持下，洪梅芳依托淘宝
网开设了网店，2014年 3月成立“山壳
佬”农产品贸易公司，2015年 6月注册

“山壳佬”农产品商标。2020年，公司为
更便捷收购农户农产品，推进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加工,投资近300万元在河塌乡
斗山河村建成一座面积1500余平方米的
农产品生产基地，冷冻仓储容量达500余
立方米，公司生产与销售总量得到全面
提升。“现在通过电商和直播平台，可以
直接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减少中
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扩大销售渠
道，让农产品销售变得简单高效。”洪梅
芳说。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河塌生产
基地已难以满足公司销售发展需要。
2022 年，华亭镇通过招商引资，将公
司引进并落户在 105国道旁，投资 1000
多万元成立安徽厚山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实现农产品“一二三产”产销一
体化融合发展，促进农产品增值，让
农民和农业企业增收，全力打造辐射
影响县域内外的农产品品牌，助力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

创业多年来，洪梅芳对于有意愿做
电商、学习直播的老乡都会倾囊相授，
形成导师结对帮扶，带动更多老百姓就
业创业。她以短视频和直播为主导，将

直播业态融入传统行业，在美食、旅游
等方面，不断激发消费潜力，改变老旧
销售模式，为地方传统产业发展提供了
新路子，也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了就业
岗位。

“公司通过‘电商+基地+农户’的
运营模式，在互联网多个平台上开设店
铺直播推广销售，年累计销售周边农户
零散农产品约50万公斤，并与20余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签订包销等协
议，公司年销售额达2000余万元，累计
带动周边多个乡镇近200余户村民创收增
收。”洪梅芳说。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邓顶峰）

链接：安庆市各地区立足乡村
资源，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通过直播
带货、农村电商等促进产销衔接，推
动农产品上行。据统计，1-8 月，安
庆 市 农 村 电 商 网 销 额 56.66 亿 元 ， 同
比增长 10.9%；五县两市新增农村电
商经营主体数 （工商注册数） 超 3500
个；年网销额超 1000 万元的农村电商
企业 92 家，超 100 万元农村电商品牌
102 个。

“云翅膀”带农货飞向神州各地

9月5日，宿松县华亭镇 “山壳佬”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两位主播
正向顾客介绍产品。全媒体记者 许娟 摄

本报讯 金秋九月，正是收获的季节。9
月10日上午，在宿松县洲头乡金坝村鑫禾果
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葡萄种植基地内，务工村
民们正在采收葡萄。从7月中旬葡萄成熟进入
采收期以来，每天这里的葡萄都是供不应求，
采收将持续到9月底。

“这600亩基地今年亩均产量在2000斤
左右，单产最高有4000多斤。”合作社负责人
刘仕春说。

金坝村以葡萄种植为主导产业，是国家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金坝葡萄”已经成为远
近闻名的“金字招牌”。

十几年前，宿松县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
区在金坝村开展区域合作，启动洲头乡现代农
业产销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同时引进龙
泉驿区有意愿、有技术、有实力的几家合作
社，来此发展葡萄种植，其中就包括鑫禾合作
社。

在这几家合作社的带动下，金坝村村民也
相继成立了多家合作社，发展葡萄种植，合力
推动了“一村一品”的形成。目前，金坝村葡
萄产业发展已成规模，全村有大小种植户近
20家，葡萄种植面积约4000亩，葡萄产业已

经形成了产、加、贮、销“一条龙”良性发展
态势。

来自成都的刘仕春，在金坝村创业的这十
几年，见证了葡萄产业成长的每一步。刚开
始，因为他在技术方面还不够熟练，而且气候
条件不同于成都，葡萄产量并不高，效益也不
好。本地村民小规模种植，不需要请工，反而
能节省一些开支，获得一些收益。那时候，

“金坝葡萄”还没有名气，在市场上也卖不
动，有一次他拉了一车葡萄到湖北武汉销售，
5天都没能卖掉。

“这些年，我们和本地种植户共同探索、
交流种植技术，共享资源，目前种植技术方面
已经不是问题，产量逐年稳步增加、品质不断
提升，‘金坝葡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每年
都是供不应求。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专心把品质
做好，销售不用愁的。”刘仕春说。

葡萄产业不断壮大，离不开政府部门和村
委会的支持。刘仕春说，这些年，葡萄种植基
地及周边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滴
灌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也有资金支持，种植户还
能享受地租减免政策，平时用工村委会都积极
帮助联系……另外，“金坝葡萄”名气不断提

升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对外推介。
金坝村地处长江之滨，日照充足、土壤肥

沃，过去以种植棉花、油菜、小麦为主，效益
不高。通过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探索现
代农业发展新路径，实现了土地增值、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金坝村党总支副书记余荣民说，目前金坝
村葡萄年产值超1亿元。村民们既能通过土地
流转获得土地租金，又能获得经营分红、务工
薪金等多种收入。葡萄已经成为本地最具特色
的产业。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和市场化建设，“一村一品”大幅提升了乡
村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袁洁）

链接：“一村一品”是指在一个村 （或几
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
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安庆
市现有“一村一品”专业村镇546个，其中，
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9 个，省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89个，主导产业包括茶
叶、蚕桑、葡萄、蓝莓、茭白、油茶等。

“一村一品”硕果累累

本报讯 连日来，在怀宁县金拱镇田
间，金灿灿的稻穗铺满了稻田，在微风中
泛起稻浪。今年怀宁县粮食播种面积 83.6
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 33.1 万吨以上，其
中以水稻为主，面积约 66 万亩、预计产量
27万吨。

记者来到久远村田间地头，清澈的水正
顺着渠道流入每一块稻田。“今年种植的水稻
却没有缺过水。”金拱镇久远村党总支书记汪
照才望着村部前的水稻说，“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以前这片田地处丘岗区，一遇旱情就
受灾，成了老百姓的‘嫌弃田’。虽然有种植
户承包了这片田地种植水稻，但这中间常有
三难。一是搭火难。由于承包的田距离家
远，只能到田地附近乡亲家“借电”搭火；
二是支渠和田边小沟杂草丛生，淤泥堆积，
沟渠遭遇“肠梗阻”；三是要将支渠水抽到田
边小沟里，再从小沟里将水抽到田里，代价
大，很辛苦。”

三难已成为过去。2023年，金拱镇申报
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彻底改变了这一窘
境，现在有了提灌站、T型水槽等水利设施，
农田不怕没水了，“嫌弃田”也不怕大旱了，
摇身一变成了“香饽田”。“人们争着承包，
每亩承包费上涨了50元。”汪照才说，如今不
管什么时候，只要田里缺水，只需轻按电

源，源源不断的清水就可从提灌站抽到出水
池，再从田边T型水槽流进稻田，如今久远村
已无闲田。

“十二五”以来，怀宁县建成田成方、
渠相连、路相通、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
的高标准农田52.57万亩。今年该县持续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高质量完成2023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5万亩建设任务。“高标准农田建
设有效提高了现有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
产出效率，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地块机械作业率达95%以上。通过
挖凸填凹、截弯取直等土地平整措施以及深
开主沟、安排下田涵等灌排工程，推进小田
变大田、弯变直、坡改梯，完善田间道路，
提高农机通行和作业条件，田间道路通达率
达到90%。据统计，高标准农田内水稻单产
可达650公斤每亩，较改造前增长40公斤每
亩。”怀宁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基本建设事务中
心副主任徐继孟说。

同时，怀宁县建立“专家试验田”，以提
高种植单产水平和亩均效益为重点，围绕再
生稻周年种植模式，在平山镇胜天圩、小市
镇四联圩、三桥镇金闸村创建再生稻示范基
地6650亩。“在平山镇胜天圩开展了再生稻品
种展示示范、再生稻不同施肥量比较示范及
留桩高度比较试验等试验示范。”怀宁县种植

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袁功平说，县农
业农村局还组织推介再生稻主推品种，开展
再生稻高产竞赛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氛
围，打造高产攻关示范田。通过抓基地、抓
示范、抓大户的方式，集成推广再生稻高质
高效技术模式，发挥基地示范辐射引领作
用，为广大种植户提供观摩学习的平台，促
进增产关键技术措施应用到位率快速提升，
将专家指导产量转化为农户产量，把示范典
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带动大面积均衡增
产。如今，再生稻与种植单季稻相比亩均增
收纯利润500余元，已成为推动该县粮食生产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链接：今年，安庆市春夏种共完成粮食
播种面积 457 万亩，超计划 2 万亩。其中再
生稻 46.54 万亩，玉米 38.68 万亩，中稻、一
季稻、双季晚稻 319.1 万亩，大豆 29.46 万
亩，杂粮杂豆 23.22 万亩。我市以打造“千
亿斤江淮粮仓”为抓手，聚焦提单产、稳面
积、减损耗，建立 3 个 5000 亩以上的省市县
粮食生产指挥田和 10 个 500 亩以上的精耕细
作示范点，带动全域内粮食单产增加 5‰以
上。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372万亩。

看着活蹦乱跳的黑斑蛙和长势喜人的水稻，胡洁林 （右） 分享着丰收的喜悦。全媒体记
者 查灿华 摄

编者按编者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里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里，，安庆市迎来了又一个充满喜悦安庆市迎来了又一个充满喜悦

的丰收节的丰收节。。安庆安庆，，这座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座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山川山川
秀美秀美，，土地肥沃土地肥沃，，孕育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和勤劳智慧的人民孕育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和勤劳智慧的人民。。

近年来近年来，，安庆市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安庆市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略，，农业生产实现了连年丰收农业生产实现了连年丰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面貌发农村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生了巨大变化。。今年的丰收节今年的丰收节，，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安庆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安庆，，感受感受
这片热土上的欢腾与喜悦这片热土上的欢腾与喜悦，，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见证现代见证现代
农业科技的力量农业科技的力量。。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份丰收的果实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份丰收的果实，，向辛勤耕耘向辛勤耕耘
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享受采摘乐趣的游客。 通讯员 樊琴 摄

畅“粮道” 护“粮安” 绘“丰景”

庆丰收，促和美——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讯 无人机“飞防”作业精准喷洒
农药省时省力，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可达
30%以上……近年来，缘于机械化对现代农
业的加持，安庆市农田沃野之上的出现新景
象，为传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提供了
现代化解决方案。

稻田滚滚闪金光、机器隆隆收获忙。“轰
轰轰……”9月15日清晨，望江县高士镇武昌
村农旺农业合作社的田地里机器轰鸣，农机
手正驾驶收割机，在田里来回驰骋。金黄的
稻谷顺着传送带被送进收割机脱粒舱，再从
卸粮口装入拉运车，运输到晒场堆放，等待
着清选入库。“这块地是5月种下的单季稻，
这两台收割机是今年新添置的，能在半天内
全部收割完。从刚刚收割的情况来看，平均
亩产在800公斤左右。”合作社监事长徐结楼
喜形于色。

十年来，徐结楼眼中的“丰”景图得益于
那些外形各异、在乡间大显神威的农机以及田
间有效管理。徐结楼笑言，现代化农业机械如

今是种粮大户的“心肝宝贝”，“过去春耕靠水
牛、黄牛，如今地面农事靠‘铁牛’，空中喷
肥靠‘飞牛’（无人机），农业机械化大幅度提
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目前，合作社共有
大型现代农机及配套设备30台（套）。

添置农机不仅满足自身需求，合作社还
承包经营机播、机收、无人机植保、工厂化
育秧、粮食烘干、秸秆回收加工等社会化服
务，利润一年比一年丰厚，投入产出正在形
成良性循环。今年3月，合作社新建2000平
方育秧大棚，“今年育秧大棚共育秧3500亩，
其中有近 1000 亩秧苗是为周边种粮大户服
务。今年前期多雨，后期高温，好在大棚育
秧出苗早、秧苗质量稳定，让我们抢抓了插
秧好机会。没有耽误农时，从而提高了产量,
算下来农户亩均增收200元左右。”徐结楼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

作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作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自自20202020年起年起，，
该合作社与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该合作社与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
成立博士工作站成立博士工作站，，开启了智慧农业应用的新开启了智慧农业应用的新

技术。今年，农旺农业合作社自营流转耕地
2660亩，服务面积 15000亩。种植了近 1400
亩再生稻、1100亩单季稻。再生稻头茬已经
收获，谷穗硕大、籽粒饱满，喜获丰收。以
再生稻加工为例，预计加工成品大米 30 万
斤，实现产值300万元，利润近80万元。

“我们已经连续5年参加丰收节的农展
了，今年我们准备了自己的品牌——佩山牌
稻鸭共生米 （2.5KG） 装、礼盒装丝苗香米、
再生稻米等数十种产品，期待能大卖。”为迎
接今年的丰收节，徐结楼早早精心准备。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黄佩佩）

链接：农民从会种地变为“慧”种地，解
锁“机械化”必不可少。截至2023年年底，安
庆市农机总动力达369.8万千瓦，拖拉机总数
9.3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9313台，联合收
获机 5188 台，插秧机 3062 台，谷物 （粮食）
烘干机1853台，植保无人机1790台，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6.2%。

“慧种地”赋能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9月 13日上午8时许，在望江
县赛口镇大河村的香稻种植基地，大河村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邀请县农技人员在一片黄
绿色的稻田中，检查香稻的生长情况。

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下，大河村创新推动
了“合作社+”模式，通过合作社整合种子、
技术、收割、销售等关键环节，实现农民丰
收与创收双赢的局面，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
样板。

大河村依托广阔的耕地资源和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创建机遇，积极推动土地流
转，整合农户资源，将1万余亩土地集中到
村集体管理，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
大河村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带动农民参与
合作社，村集体和种植大户共同持股经营，
公司拥有46台现代化机械设备，搭建了从育
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农业生产体系。

“合作社+”模式通过统一种植优质稻油
品种、统一技术支持、统一全程机械化耕种
与收割、统一采购与销售，极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减少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以水稻和油
菜为核心的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并通过
与中国农科院长江科研中心等科研机构合

作，推动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
了农产品的品质。

通过“”模式，大河村实现了从单一的
农业种植向产业链延伸的转变。与浙江春蕾
乡村振兴合作社的合作，帮助大河村形成了
品牌化和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如今，主打产
品“望江大河”牌7D植物油已成功进入杭州
市场，后续的莲子、芦笋、小香薯等特色农
产品也在陆续推出。

村集体与合作社的深度合作，推动了农
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无缝衔接，确保了农民
的收益。数据显示，每亩土地流转后的农户
可以额外增收400元，全村人均收入增长1200
元。此外，村集体每年还可从中获得50万元
的经济收益，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的双赢。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大河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还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
过与长江科研中心合作，大河村在水稻、油
菜等主导产业上实现了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全
方位覆盖。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种子、技术支
持，以及机械化耕作、病虫害统防等全程服
务，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确保农产品的高产
和高质。同时，合作社与农户紧密结合，通

过土地入股和分红等形式，使农民从单一的
种植者转变为股东，直接参与到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中，实现了全村共同致富的目标。

大河村的“合作社+”模式，不仅为本村
带来了丰收的果实，也成为了全县的农业现
代化发展样板。“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全产
业链的合作平台，大河村探索出了一条‘科
技+生产+加工+品牌+销售’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合作社的带动作
用，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质量，打响

“望江大河”这一农业品牌，为乡村振兴提
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大河村党总支书记
曹太宏说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慧）

链接：截至2022年6月底，安庆共有农
民合作社6444家，家庭农场9380家。家庭农
场共经营土地面积 101.69 万亩 （包括耕地、
水面和山场），有劳动力超过4万人，其中家
庭成员劳动力3.3万人。农民合作社拥有成员
27.21 万个，其中农户成员 26.23 万个。农民
在合作社中占主体地位，2021年经营收入超
过30亿元，盈余返还成员4.6亿元。

“合作社+”为乡村注入振兴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