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赋能让现代农业大有可为

智慧农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农业形态，发展智慧农
业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现代农业的“样板区”，寿阳县平头数
字化农业园区、景尚水肥一体化园区和西洛
中正农业循环园区是智慧农业领域的“显眼
包”。一部手机，便能对上千亩耕地的生产
设施进行管控；“一键操作”即可完成田地
灌溉、施肥等日常管理；依托互联网平台，
管理员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虫情、墒情、苗
情、雨情，并利用大数据自动分析跟进农田
管理……走进平头数字化农业园区，最抢眼
的就是“数字孪生平台”，在这里，农田档
案、农情监测、智能作业均实现了可视化管
理，可谓是“一图知家底”。

如何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长效投入机制等方面探索有效路
径？如何发挥好现代农业园区的示范引领作
用、增强园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一院、一
平台、五区”的建成，是景尚乡数字农业园
区为县域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交出的
一份满意答卷，大院大所的赋能优势在这里
体现得淋漓尽致。“绿色、生态、可持续发
展”是中正农业园区自建立以来一直遵循的
理念。在中正农业绿色生态园区里，不乏有
前来体验农耕生活的市民和学生，种植蔬果
的田园变成了观光游玩的乐园。今年以来，
中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改建中正儒园
与农耕文化廊带等项目，着力打造产、学、
研一体的田园生态综合体，休闲农业的发展
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振兴新活力。

延链强链让传统农业焕新升级

纯农业村如何破题发展？温家庄乡富
家沟村给出了答案。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畅通产供储销各个环节，“保
姆式”帮扶群众生产，兜底性保障群众收
入，彩椒高标准种植示范园、玉露香梨种
植园、玉米高品质示范园三大园区已然成
为富家沟村引领乡村产业发展新的增长
点。温家庄乡党委书记张素梅信心满满：

“温家庄乡将切实以组织振兴引领产业振
兴，坚持发展大棚经济，努力把产业做
精、把品牌做响、把市场做大，让和美乡
村‘面子更靓’、产业兴旺‘里子更实’。”

西洛镇上湖村的玉露香梨产业一直是
全村的支柱产业，但单一的成品果销售模
式，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上湖村一直
在延伸产业链条上下功夫，发展现代乡村
富民产业。玉露香梨冻干加工项目每年可
加工果蔬 160 吨，向社会提供约 20 吨的果
蔬冻干产品。“当前，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是大势所趋。我们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
的积极性，推动精致零食与农产品有效结
合，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香梨附加
值，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西洛镇党
委书记王永光说道。

“村企合作”打通了富民强村产业链，
让乡村振兴驶上了“快车道”。朝阳镇闫家
坪食馍传承“千层馒头”项目就是一个典
型的成功案例，镇村以机械设备入股与寿

阳晋荞米业开展合作，现已具备日产 10 万
个馒头的产能。朝阳镇党委书记李新文介
绍：“自项目投产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
开拓市场，现在线上一天可销售 4 万个馒
头，但县内及周边地市的市场还未充分开
发，我们将积极对接商超，加大开发力
度，进一步培育成熟的目标市场，让民营
企业投资兴业与乡村经济实体深度融合，
以共同创业促进共同振兴。”宗艾镇党委
书记李耀华若有所思：“我们范村的农机
服务项目、沟西村的杏脯加工项目，项目
盘子较小，应该以农业农村改革为牵引，
引用现代生产企业的发展模式，促进项目
建设提速增效，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蓄
力积势。”

传承创新让文旅康养蓄势待发

“文化”璀璨夺目、“生态”靓丽清
新、“乡村”韵味悠长……行走在寿阳县全
新打造的“百里廊带”，步步入诗境，处处
皆物华。平头镇黑水村位于省级森林公园鹿

泉山脚下，现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元代
建筑“福田寺”，拥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傩舞爱社”，历史文化资源丰
厚。今年以来，黑水村着重从提升吸引力、
增强保障力和塑造影响力上下功夫，成功启
动了 2024 寿文化康养产业园体验周活动，
为广大游客提供了文化的盛宴、味蕾的享
受、心灵的滋养、乡愁的慰藉。平头镇镇长
贾拴珍说道：“平头镇将依托自然风光、人
文特色等优势，坚持‘路、景、村、业’一
体推进，倾力打造乡村文旅康养新业态，为
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平舒乡龙门河村已有近千年历史，现
存明清风格的传统建筑及院落共 59处。今
年，依托“百里廊带”燃爆点建设，该村
对庆云阁一条街 9 处古院落 33 间房屋进行
了保护性修缮，并增设龙门古酒、胡氏荣
茶等摊位，再现了古街商道风貌。行走在
覆盖全村的徒步旅游路线上，处处都能看
到“加强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保护”
的新成效。

燕州小镇实施“六个一”改造升级工
程，全方位、深层次优化园区功能布局，亲子

游营地、休闲体验园等地吸引了众多游客
观光打卡，各式各样的主题文化活动实现
了经济增长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共
享菜园”既解决了农户种菜问题，又美化
了园区环境……在这里，农业资源与文化
底蕴得到了充分挖掘，实现了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上半年，燕州小镇吸
引了 8万余名游客前来观光游览，营收超 25
万元，充分彰显了农旅融合发展的强劲动
能。南燕竹村将坚定发展信心，进一步融合
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促进乡村基础设
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为乡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产业兴旺富民
路，乡村振兴底气足。一批批龙头企业落地
见效，一朵朵振兴之“花”在乡村沃野绽放。

新时代乡村振兴路上，寿阳正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紧紧抓住建设高效生态农
业强县这个“关键点”，将农村“三治三建三
评”作为“三农”工作主抓手，将重点农业产业
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强支撑，进一步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积极探索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乡村全面
振兴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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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两年的“三治三建三评”
工作，让寿阳县540个村庄实现了
美丽蝶变。“产兴景美民和”的新目
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了
基本盘。项目为本、产业兴旺是寿
阳乡村振兴持续取得新成效的关
键所在。农业产业在这里焕发出
了新的活力。通过优化种植结构，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寿阳的农田
里孕育出了更加丰硕的果实。同
时，乡村旅游也成为了寿阳乡村振
兴的一大亮点。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乡土文化，寿阳
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
旅游景点。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欣
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体验到纯朴
的乡村生活，感受到寿阳人民的热
情与好客。

以项目建设助推农业强县
以产业为基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寿阳县将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坚持问需于民、问
改于民、问效于民，不断创新老旧小区改造模
式，“改”出了城市新面貌，“造”出了群众幸
福新生活。

近日，在寿阳县农行宿舍小区的施工现
场，工人们对外墙进行粉刷，看着老楼穿上

“新衣”，居民们开心不已。
该宿舍居民魏凤临说道：“这回老旧小区

改造，给我们修好了车棚、硬化了路面、墙面
做了保温，以后我们小区越来越好了。”

农行宿舍小区建成于 1996 年，由于年久
失修，小区污水管道受损、车棚漏水、路面
破损严重成了居民们的心病。最近，小区开
始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居民们看在眼里、喜
在心上。目前，农行宿舍污水、雨水改造，
外墙保温、院内硬化等工程已全部完成。下一
步将进行巷道改造，预计10月25日全部完成。

寿阳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分两批进行，第
一批涉及 13 个小区，于 2021 年至 2023 年实
施，已全部完工。第二批包括矿机宿舍等 29
个小区，涉及住宅楼 62栋，住户 2123户，总
建筑面积 191071 平方米；小区外部街巷 7
条，总长度约 1550.39米，计划总投资约 1.53
亿元，目前已全部开工，计划今年完工。

寿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产物业
股工作人员冀文胜说：“目前，寿阳县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下一步，我
局将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一步提升寿阳县老旧小
区的人居环境。”

惠民工程暖人心
老旧小区换新颜

本报讯 寿阳县西洛镇段廷村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将现代特色产业发展确立
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全力加速构建乡村全
面振兴的“段廷样板”。

秋染段廷，微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鼻而
来。稻田里，饱壮的稻穗泛黄低垂，一只只
活泼矫健的河蟹挥动着蟹钳“横行霸道”。看
到有人过来，小河蟹们迅速潜入水中。药旭
民以闪电般速度按住一只河蟹，麻利地从水
里捡起来。

“咱们的螃蟹苗是今年 4月份放的，放的
时候就是指甲盖这么大，到现在已经长到一两
左右了。”药旭民说。今年段廷村一共引入 3
万只螃蟹，实行单季稻和螃蟹养殖，实现“一
水两用、一亩双收”，形成绿色循环的生态种
养模式。

段廷村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非常适合稻
蟹共生种养模式发展。在稻蟹种养的环境内，
田地里的昆虫、浮游生物是螃蟹的“天然美
食”，充分保障了螃蟹存活；而活动的螃蟹能
清除田间的杂草，代谢物也能作为水稻的“自
然肥料”；水稻也为河蟹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
天然饵料和良好的栖息条件，互惠互利，形成
良性的生态循环。

“过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收割水稻，今年
水稻加养蟹，一亩地能增收 1000 余元，努力
实现亩产千斤米、千斤蟹、万元钱。”药旭民
说，自家的稻米每年也供不应求，还未成熟
时，就已经被预购一空。不打农药，以有机
肥为主，让药旭民除了收获肉质肥美的河蟹
外，还种出了优质的水稻。“稻因蟹而优，蟹
因稻而贵”，药旭民对这种新型“稻蟹共生、
一地两用、一水两养”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赞
不绝口。

近年来，段廷村党支部紧跟全县康养旅融
合发展方略，立足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在“产
业”上做文章。依托党组织成立的寿阳县丰硕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集中流转土地300亩，完成
155亩水稻种植，实现了从插秧到收获全部采
机械化耕作；同时，同步完成“稻汇源”商标
注册和包装设计，打响了寿阳西洛本地品牌，
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览北方“小江南”，
集体经济收入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全村百姓增
收致富。

下一步，段廷村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丰富种植品种，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努力打造新时代产业兴旺

“小江南”。

寿阳县西洛镇段廷村

“小江南”里稻香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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