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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乡村产业兴多彩乡村产业兴

◎本报记者 洪敬谱

森林覆盖率达 75.42%，一年四季均有季节性主要蜜

源和辅助蜜源，蜜粉源植物资源花期叠错……我国西南

边陲的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沧源

县），在发展蜜蜂产业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春来百花开，蜂农采蜜忙。

近年来，沧源县因地制宜，做起资源文章，把蜜蜂产

业作为助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生态富民产业来抓，以

“党建+”模式，推动蜜蜂产业发展，采取“村企捆绑、订单

销售、保底分红”的方式，探索出多种产业发展模式，带动

群众发展“甜蜜”产业。

截至 2023 年底，沧源县 10 个乡镇共养殖中华蜜蜂

22187群，产业联结农户 1773户，蜂蜜产量达 72.5吨，综合

产值突破 1200万元，户均增收 6814元。

协调各方，合力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

米团花，是一种唇形科米团花属植物蜜源树，生长在

1500—3000 米的高海拔山区。与诸多蜜源植物的花朵不

同，米团花的花蜜为红棕色，每年 2—4月开花。蜜蜂采到

这种花蜜，酿出的蜂蜜也颇为稀罕，颜色呈棕黑色，这就

是著名的米团花蜜，也被称为高山黑蜜。

“研究表明，米团花蜜因富含独一无二的天然活性物

质 MTH-X，具有抗炎、抗菌、抗内霉素、保护血管内皮、抗

凝血等多种功效。”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黄

家兴说。

在地处中缅边境的沧源县班洪、勐来、勐角等乡镇群

山中，野生米团花的分布往往延绵几十公里，面积达17.5万

亩。每年春天，山野里洁白的米团花团团簇簇，芳香四溢。

在科学合理有效利用天然资源理念的驱动下，沧源

县协调各方力量，建立蜜蜂产业发展协调推进机制，依托

专家团队人才资源，建成蜜蜂产业园区 1 个，设立专家工

作站、科研基地，初步形成了“党组织+合作社+农户+公

司”“党组织+合作社”“党组织+合作社+公司+基地”等多

种发展模式。

沧源县单甲乡安也村，总人口达 2000 多人。在 2020

年以前，安也村产业基础薄弱。当地丰富多样的经济林、

天然林，是大自然给的“蜜罐”，非常适宜发展蜂产业。

2020 年初，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航）在沧源县安也村投入 89.5 万元，采购蜂箱等设备，设

立沧源蜜蜂产业帮扶基地。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一只

只小蜜蜂，给这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带来了转机。甫一

尝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19 年的 3 万元，跃升到 2020

年的超百万元。

沧源县单甲乡安也村麓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李安生告诉记者，村里有 5 个养蜂大户，共有 2000 个蜂

箱。大伙儿从养蜂起步，还拓展了手握技术“靠山吃山”

和勇闯市场的本领，草果、佛手柑等蜜源经济作物的种植

销售也一路“开挂”。

“在东航的支持下，沧源县目前已建成并运营育王场、

交尾场和教学蜂场 3个蜂场，具备年供应 3000只优良蜂王

的能力，能满足全县对优良蜂王的需求。”黄家兴介绍。

随着蜂蜜加工厂、蜜蜂繁育基地日渐壮大，正大蜂业

（云南）有限公司、沧源县中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沧源县兴

蜂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也在沧源县落地生根。

在沧源县曼来、安也、怕秋等行政村，养蜂专业合作

社相继成立，部分行政村依托农业合作社发展养蜂业。

该县共培育 4 个公司、19 个农民合作社、1 个科研团队，实

现蜂蜜从原材料的收集、加工、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标

准化、规模化。

技术培训，增强蜂农科学
养蜂本领

穿上迷彩长袖套装，系紧黑纱防蜂帽，戴上橡胶手

套……90后佤族小伙肖金刚，仔细查看蜂箱，并根据气温

变化，实时调整蜂巢的位置。

肖金刚是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的蜜蜂养殖户。近年

来，在专家指导下，他学到了一整套的实用养蜂技术。眼

下，他养了 17 箱中华蜜蜂，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超过了

5000 元。一有空，他还热心地指导邻居一起养蜂，共同做

大“甜蜜的事业”。

2021 年开始，东航联合清华大学，在当地开展蜜蜂产

业专题学习班，并携手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等各方

建立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沧源试验站，派驻专家长

期驻点，全天候开展蜜蜂育种、授粉、采集、生产、加工等科

学研究，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赋能，牢牢抓住蜜蜂产业

的优良种源。肖金刚就是当地最早受益的学员之一。

班洪、勐来等乡镇还通过举办现场会、培训班等形

式，构建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蜂农培训体系，提高养

蜂饲养管理技术水平。目前，受训人员达 1200余人次。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参加养蜂技术培训，带着问

题学习，平时养蜂遇到的一些问题都能在这里解决。”班

洪乡蜜蜂养殖户赵三木到介绍，今年，他养了 30 箱蜂，收

入 12000多元。

“去年，班洪乡产出优质蜂蜜近10吨，实现产值210万元，

带动698户农户增收。”沧源县班洪乡党委副书记洪云说。

同时，通过协调各方的力量和专家驻点指导，沧源县

2023 年蜂群飞逃率比 2021 年降低了六至七成，通过信息

资源共享，蜂群采购单价比原来降低了 200—400元，平均

单群蜂的蜂蜜产量比先前增加了三成以上。

团队驻点，研用融合贴地
气出成果

蜜蜂品种如何选育？传统养殖技术如何优化？如何

结合当地实际，防治病虫害？如何创新蜂产品质量监测

技术？在边疆山区，一系列课题摆在了科研人员眼前。

“自入驻沧源以来，我所在的中华蜜蜂利用与生态团

队通过持续驻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有效解决优良蜂

种供应不足、养殖水平差、蜂蜜产量低等问题，为全县全

域蜜蜂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科学可靠、深入全面的科技支

撑。”黄家兴说，依托项目，沧源县建成了 4个蜂蜜加工厂、

1个中华育王场、1个交尾场、1个扩繁场、1个教学示范场、

105个 20群以上规模化养蜂场。

截至目前，研究团队已初步探明米团花黑蜜活性成

分及其功效，并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在国际期刊发表 2

篇论文；完成第 5代蜂种选育，并在班洪等地试推广；全面

推广中蜂强群高效饲养技术和优质成熟蜜生产技术，创

造了一个春夏季 5次收割蜂蜜的“沧源纪录”。

有了科技成果的帮助，沧源县蜂蜜质、量双丰收。在

此基础上，该县还全力打造“南滚河黑蜜”“佤山曼来蜜”

“安也佤蜜”等黑蜜系列品牌，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等

品牌认证。目前，“沧源黑蜜”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近年来，班洪乡依托专家团队人才资源，建起专家工

作站和科研基地。当地结合区位优势，重点打好“红+绿”

两张牌，把班洪的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与生态产业结合起

来，把蜜蜂产业园区打造成美丽边疆的新亮点。

近年来，沧源县积极申报和组织实施蜂业质量提升

行动项目，以及东航帮扶科研、沪滇蜜蜂产业、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科技项目，促成 3200 多万元项

目资金落地，助农发展。

科学合理利用天然资源，打通蜜蜂产业全链条

云南沧源云南沧源：：做做““甜蜜甜蜜””事业事业 过幸福生活过幸福生活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沈

弄村非常热闹。这里正在开展村党委领

办的合作社分红活动。村民章金荣 2023

年拿出 3 万元入股合作社，当年就获得了

2130元分红收入。

近年来，繁昌区探索以金融服务乡村

产业发展，发动村民积极加入合作社、入

股企业，共享发展收益，用市场逻辑、资本

力量和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2023 年的分红工作还在陆续进行，

现在已经分红的资金超过 180万元。”繁昌

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军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农户成“股东”

乡村振兴工作究竟应该怎么干？经

过深入调研后，繁昌区农业农村局最后确

定通过引导村民成立或加入合作社、入股

企业等方式，让村民参与到集体经济发展

的大潮中来。

“说直接点，就是发动村民发展产业，

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张军说。

发展产业首先需要钱。繁昌区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合作社的融资支持力度，

积极推广“乡村振兴贷”等金融产品，推动

金融机构精准有效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2023 年 6 月，中国工商银行繁昌支行

向繁昌区孙村镇长寺村授信 300 万元，支

持该村成立养殖合作社，发展五华鸡生态

规模养殖。

五华鸡，原名平铺镇麻黄鸡，属蛋肉

兼用型品种，具有“三青一白一黄”的特

征，因中心产区位于繁昌区五华山山脉的

平铺镇而得名，曾获得农业农村部的名特

优新农产品认证。

孙村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伍枝俊介绍，

长寺村五华鸡养殖合作社年自养老母鸡 3

万余只，吸引了农户 30 户加入，实现年收

入 106万元，以提供就业岗位、收益分配等

方式增加农户收益。

在繁昌区，类似五华鸡这样的项目

还有很多。峨山镇 8 个村注册成立农业

发展公司，承接繁昌体育公园物业服务，

年收入 300 万元；新港镇克里村以集体建

设用地入股汪海集团有限公司，年获保

底收益 16.8 万元；荻港镇新河村盘活闲

置土地，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村集体

与企业共同投资 900 余万元，完成渡江第

一船红色特色餐饮项目，实现当年建成

当年收益。

人才添活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为此，繁昌区

委、区政府出台《关于支持乡村振兴青年

人才引育的二十六条措施》，努力培养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

兴青年人才队伍，使其参与到集体经济建

设中来。

陆成军是繁昌区市场监管局二级主

任科员。在被下派到峨山镇东岛村担任

乡村振兴指导员后，他广泛开展调研，了

解村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帮助村集体

解决实际困难。

安徽东岛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是东岛村

引进的一家村企共建企业。该村 187户村

民流转约500亩土地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

在企业发展初期，许多困难和问题亟

待解决。在陆成军的协调下，区镇村三级

联动投资 200 万元，扶持企业建造全智能

烘干厂房，解决了该企业农产品储存、加

工等问题。同时，陆成军利用专业知识，

帮助公司的特色农产品完成商标注册、生

产许可证申报等工作。

此外，陆成军还主动深入农户家中帮

助指导兴办家庭农场，联系网络平台为农

户拓宽销路，不断提高村集体经济和村民

收入，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

在政策的推动下，繁昌区有序引导各

类人才下乡服务。繁昌区委宣传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3 年 12 月，该区共选

派 28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有力地支撑了繁

昌区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2023年，繁昌区集体经营性收入17972

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 243万元；村集体经

营性收益7465万元，村均收益101万元。

“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加坚定了

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信心。”张军说。

安徽芜湖繁昌区创新金融服务，吸引农民入股企业

市场、资本、人才合力赋能乡村振兴

这几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西厂圪

洞村富鑫农牧业专业合作社门前，每天都有一车车火红的高粱整装

待发。这些高粱将被运往四川、陕西、山西等地。

富鑫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在军夫妇拿到了销售 25 万公

斤高粱的 65 万元，正高兴地盘算着今年的种植计划，并准备再过几

天联系种子、化肥等备耕物资。

“我去年在种植青贮玉米的基础上，流转周边村庄水利条件较差

的 500 亩地种高粱，亩产达 500 多公斤。除了原本的青贮玉米品种，

我还增加了新品种蒙青贮 1812，收成特别好，平均亩产青贮 3.4 吨。”

说起过去一年的种植调整，杨在军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

2014 年，杨在军成立富鑫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发

展种植业。流转土地由起初的几百亩增加到去年的 4000亩，玉米种

植品种增加了粮饲兼用类型，除去土地流转费、人工费、种子费、化肥

费及银行贷款利息等开支，年纯收入达 80万元。

“科技的助力真是不得了啊！”杨在军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我

从去年开始，通过控水、控肥、控药、控膜方式种植玉米。”

在控水降耗方面，杨在军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技术，直接把

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作物根部，供作物“细酌慢饮”，节水 16.6%；在

控肥增效方面，使用配方肥后，增施了有机肥，减少了化肥用量 25%；

在控药减害方面，应用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等技术措施，使用高效低

残留的苯唑氟草酮除草剂进行了杂草防治，有效减少了化学投入品

对环境的污染；在控膜减污方面，青贮玉米全部使用了加厚地膜，秋

收后可进行地膜回收。

2023年，和林格尔县大力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新技术，在实施玉米

优质高效增粮示范行动中，通过“四控”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农户增

收，带动全县种植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绿色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双提升”。

和林格尔县农牧业局局长云月清介绍：“我们始终致力实现‘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去年粮食播种面积突破 100 万亩，产量超过 35 万

吨。下一步，我们将大力科普农业实用新技术，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继

续探索适合全县的玉米高产种植模式和先进管理经验，将新技术贯穿

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内蒙古和林格尔：

节本增收靠农技

人勤春来早，田间农事忙。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赵家镇的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羊肚菌迎来采收高峰。

2月 29日，记者走进赵家镇村民易大友的羊肚菌种植大棚，只见

羊肚菌撑着褐色的“小伞”，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层层、一簇

簇。易大友提着篮子、拿着小刀，穿梭在大棚中，忙着采收。

“已经采了两轮了，今年羊肚菌收成很好，还可以采几轮，估计采

收要一直持续到 3月底。”易大友脸上难掩丰收的喜悦。

羊肚菌是一种食用菌，具有种植周期短、收益高的特点。2012

年，金堂县开始种植羊肚菌，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如今 2万余亩的种

植规模。目前，整个金堂县种植羊肚菌的家庭农场有 13 家、专业合

作社 4家、羊肚菌种植户近 200户，预计今年鲜货产量约为 5000吨。

“羊肚菌一般冬季种植，春季采收，采收时节刚好与农忙时节错

开，既能提升土壤肥力，又能把冬闲田利用起来，为群众增加收入。”

金堂县赵家镇平水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段开迅说。

今年61岁的易大友种植羊肚菌5年了，经过镇上组织的多次培训

学习，他的种植技术提升很快。“目前种了 9亩地，种植技术提高了，每

亩产量也提升了，今年每亩预计采收1000斤左右，一斤鲜货要卖40元

至60元，收益肯定比去年好。”易大友仔细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田里忙采收，销售市场也十分红火。如今，赵家镇已经自发形成“羊肚

菌销售一条街”，在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门面都在醒目位置上贴着“收菌”

“卖菌”等标牌，街上随处可见南来北往上门收购羊肚菌的车子，非常热闹。

“今年的销量不愁，鲜货的销售价格还在上涨。”成都青藏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子山介绍，2012年，他带着团队从广东专门来

到金堂县，一直扎根在赵家镇做羊肚菌销售生意，公司从最初 6个人

发展到如今 30多人。

目前，卢子山的销售公司已经收购了赵家镇周边种植户的 5 吨

羊肚菌，今年采收季结束，预计将收购 80 吨左右。“我们不仅销往国

内多地，在国外销路也不错，法国、瑞士等都有订单。”卢子山说，他们

还有自己的线上商店。

记者了解到，当前，金堂县已经形成大规模羊肚菌交易集散地，

每年金堂县羊肚菌的交易额约为 80亿元。

羊肚菌种植基地初具规模，产业效益日益显现，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将不同大小的羊肚菌挑拣出来，分类摆放，动作灵活又熟练……

最近，早上送完孩子上学，51岁的赵家镇村民高健清就骑车到附近的

厂里挑拣羊肚菌。“干一天挣 100多元，两个月大概能挣 4000多元，离

家近，还能照看孩子。”高健清一边说着，手里的活儿丝毫不停。

如今，包括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冷链运输在内，金堂县羊肚菌

产业链在不断完善，一个个宽敞明亮的种植大棚里，正孕育着一片春

日好“丰”景。

冬闲田开出“致富伞”

羊肚菌抢“鲜”采收忙

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上班坝组养蜂基地，合作社社员肖安云（右）正带领
当地村民摆放新做好的蜂箱。 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窦海蓉摄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榆树梁村农民在
收割高粱。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