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地处塔里

木盆地西北缘。这里独特的荒漠碱性

牧场，为骆驼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近年来，柯坪县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政

策 ，助 推 骆 驼 产 业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 。

2024 年，柯坪县骆驼存栏量超过 4.3 万

峰，骆驼产业逐渐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梁乐 朱彤）

柯坪县阿热阿依
玛克村养殖大户沙拉
依丁·赛买提查看骆
驼生长情况。

艾热提摄

新疆柯坪：“驼”起农民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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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平县是全国最大的渔网生

产基地，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九成，带动 2 万多人脱贫致富。近年来，

西平县着力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推动渔

网渔具传统优势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

化。一块网布、一条钢圈、一块鱼饵，在

农户手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编织出一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张毅力）

在河南省西平县
专探乡水泉汪村，村
民王晓丽和杨焕灵在
组装渔具用品。

赵永涛摄

河南西平：“织”出多彩幸福路
位于陇中黄金地带的甘肃省陇西

县，素有“千年药乡”“天然药仓”“中国药

都”之称。近年来，陇西县依托国家级中

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和中医药博览

会的平台优势，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产地

种植标准化、药材加工精深化、市场交易

专业化、产业发展品牌化，让中医药产业

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陇西奇正药材有
限责任公司工人正在
进行黄芪、党参、当归
等中药材分拣。

张蕾摄

甘肃陇西：壮大特色中医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地处天山

北麓。这里丰富的光热资源和良好的灌

溉条件，为玉米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生长环境。近年来，昌吉市成功探索出

一条“公司+农户+制种玉米基地”的产

业发展之路。昌吉市持续加大科研投

入，在小种子上做好大文章，良种远销国

内外各大玉米主产区。

（本报记者 梁乐 朱彤）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昌吉市勇进村种植
大户冯义辉在田地里
查看玉米长势。

殷雪娟摄

新疆昌吉：培育玉米“金种子”
河北省卢龙县坐落于渤海之滨。这里

独特的沙土地优势为甘薯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由于甘薯种植面积广泛，卢

龙县被誉为“中国甘薯之乡”。近年来，该

县通过建立甘薯科技小院、培育新型生产

经营组织等措施，构建了集“育、推、种、加、

销、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使甘

薯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薯”。

（本报记者 陈汝健）

河北省卢龙县一
家甘薯脱毒苗繁育基
地技术员正在甘薯秧
苗组培室工作。

王梓任摄

河北卢龙：种下增收“致富薯”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广 昌 县 拥 有 超 过

1300 年的种莲历史。近年来，广昌县吸

引合作伙伴在当地共建龙头企业，充分

发挥现有省级平台“江西省广昌白莲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用，全力优化种

植端、做精加工端、提升科研端、拓展销

售端。如今，广昌县白莲种植面积约 11

万亩，白莲产业年综合产值超 36亿元。

（本报记者 魏依晨）

在广昌县致纯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江西科技特派团白
莲团正在查看莲子制品
情况。 魏依晨摄

江西广昌：撬动白莲大产业
近年来，安徽省长丰县依托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科技优势，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引进智

慧农业谷、中国菌物谷等高能级农业科

技平台，促进农业向数字化、信息化方向

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如今，长丰县已成

为全国设施草莓第一县，并跻身全国百

强县、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本报记者 洪敬谱 吴长锋）

在长丰县造甲乡
双丰社区育秧工厂，
工作人员查看水稻秧
苗生长情况。

孔根龙摄

安徽长丰：激活农业强引擎

四川省金堂县常年种植蔬菜 35.8万

亩，涵盖花菜、毛豆等20余个主栽品种，总

产量104.6万吨，产值超45亿元。在推动

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金堂县依靠科技力

量引领产业升级，构建绿色防控体系保障

产业安全。目前，金堂县正聚力提升集约

化育苗能力，建成联栋育苗大棚超5万平

方米、高标准恒温育苗大棚1.2万平方米。

（刘侠）

金堂县官仓街道
金蔬满仓育苗大棚
内，智能喷淋设备正
在工作。

龚杨摄

四川金堂：拎稳百姓“菜篮子”

在山西祁县，“吹玻璃”的手艺代代

相传。祁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玻

璃器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通

过引入智能化工厂、构建“5G+工业互联

网平台”等手段，使古老技艺与现代科技

实现完美融合。如今，祁县已形成工艺

技术领先、产业链条完整、市场前景广阔

的玻璃器皿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韩荣）

在山西东玉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工人正在生
产高端酒店专用玻璃
器皿。 吴遵民摄

山西祁县：“吹”响玻璃新乐章

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将闲置的

农舍集中收储并改造为特色民宿。在

保留老房子原始风貌的同时，为它们

注 入 科 技 元 素 ，让“ 农 舍 经 济 ”活 起

来。目前，该县已将乡村闲置农房转

化为 30 多家精品民宿，并鼓励农民利

用自家空置房屋开设超过 200 家民宿

和农家餐馆。

（本报记者 洪敬谱 吴长锋）

在庐江县冶父山
镇冶父山社区“许山
里”民宿，游客享受着
休闲度假的美好时
光。 左学长摄

安徽庐江：绘就民宿新图景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近年来，众多县（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

特色产业为重要抓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高水平推进。为此，本报联合各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乡村振兴看县域”

系列报道，探寻强科技、兴产业的实践经验，展现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山乡巨变。乡村振兴，扫一扫，“码”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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