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责任编辑 骆香茹 美术编辑 田晶娟 邮箱 luoxr@stdaily.com

2024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乡 村 振 兴 向 新 提 质

特 刊
SPECIAL EDITION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当前，各地因地制宜，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促

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落地生根。本报推出“乡村振兴看县域”系列报道第二期，展现各地向新提质，加快产业全链条升级，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乡村振兴，扫一扫，“码”上见。

图⑧：甘肃省静宁县苹果种
植户正在采收成熟的苹果。

柴王宁摄

“自古酿醋数山西，追根溯源在清徐”。清徐县地处山西太原南部，是

山西老陈醋的发源地。2020 年，清徐被授予“中国醋都·清徐”荣誉称号。

近年来，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升级，清徐老陈醋从小小一瓶调味剂，一跃成为

当地致富一方百姓的重要产业。据统计，目前，清徐食醋年产量占全省

80%，产品畅销全国，远销澳大利亚、美国、韩国等 36个国家和地区，产业链

年产值达 70亿元，辐射带动 10万人就业。

（本报记者 韩荣）

山西清徐：醋香不怕巷子深

图③：在云南省龙陵县石斛花卉交易展示中心，主
播通过直播销售石斛花。

云南省龙陵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被称为“中国紫皮石斛之乡”。近年来，天然药食观

赏多用植物——石斛成为龙陵“一县一业”的主角。目前，龙陵石斛种植面积

达4.25万亩，年销售石斛鲜条1.2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石

斛花卉直播电商带动“花经济”蓬勃发展，为全县10个乡镇6.5万名斛农和相

关从业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云南龙陵：石斛花开促振兴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近年来，金寨围绕

打造“红色旅游目的地”目标，精心培育红色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昔日的贫瘠

山区变身享誉国内外的红色旅游胜地，红色旅游正成为金寨乡村振兴的“金

钥匙”。今年 1—7月，金寨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 258.4 万人次，创综合收入

20.67亿元。

（本报记者 洪敬谱 吴长锋）

安徽金寨：红色旅游引客来

图①：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汪家老屋。作为
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汪家老屋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打
卡地”。 安徽省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供图

图④：四川省古蔺县德耀镇农民在投放鱼苗。
姚茂璇摄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基于乌蒙山区与

浙西南山区地理环境相似、稻田资源丰富的特点，将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稻鱼共生”的经验搬到古蔺，并充分融合原始梯田、传统稻米、生态田鱼等

地方元素，建设独具地方特色的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2023年，全县“稻鱼

共生”种植养殖实现鱼类产量 356吨，产值 1424万元。

（刘侠 本报记者 滕继濮）

四川古蔺：鱼儿游进水稻田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是古丝

绸之路东段中线上的重镇。静宁

既是农业大县，也是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静宁苹果声名远

播，品牌价值高达 170.09 亿元。

近几年，靠着百万亩苹果园，静宁

果农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依靠科

技创新进行品种更新、肥水高效

利用、病虫害绿色防控、防灾减

灾，静宁苹果产业做到规模扩张

和提质增效齐头并进。正因为对

品质的执着追求，静宁苹果备受

市场青睐，销量连续 18 年领跑全

国。如今，科技种植、分级分选、

数字融合等方式，串起静宁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链条。红苹果

带来了红火的日子，果农也尝到

了科技带来的甜蜜滋味。

（本报记者 颉满斌）

甘肃静宁：苹果飘香市场旺

位于昆明市嵩明县的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近年来吸引 85

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入驻。这个示范园区年产种苗 13亿株、高档

鲜切花 6.4亿枝、盆花 1.4亿盆，产值 44亿元，不断完善鲜花产业

链，以花惠民，种出了乡村振兴新“花样”。目前该示范园区正从

生产、销售等多端发力，提高“云花”品牌价值，以优势特色产业

带动区域发展振兴。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云南嵩明：种出产业新“花样”

图⑦：位于云南嵩明的昆明安祖花园艺有
限公司选育的部分蝴蝶兰新品。

本报记者 赵汉斌摄

位 于 重 庆 市 东 部 的 巫 山 县 ，被 誉 为“ 中 国 脆 李 之

乡”。巫山把发展脆李种植同石漠化治理相结合，采取建

立技术标准、数字化建设等举措，让小水果变成农民增收

致富的“金果果”。近年来，巫山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为脆李产业装上“智慧大脑”。脆李种植从

简单粗放向智能精准转变，产业各要素由零碎分散向高

效协同转变，管理方式由传统单一向科学智能转变……

一幅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绘就。

（本报记者 雍黎）

重庆巫山：脆李装上“智慧脑”

多年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以羊产业为主导产业，依靠科技走出了一

条特色养羊之路。良种是羊产业发展的“芯片”。通过建立环县肉羊种质

创新中心、胚胎工程与分子育种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环县吸引大批研究机

构与专家入驻并开展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优选基因、培育良种，有效提高

了养殖收益。

（本报记者 颉满斌）

甘肃环县：肉羊实现“芯”突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四团地处天山北麓，农田广布、地广人稀，为畜牧业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小规模分散养殖到规模化集约养殖，一四四团逐渐形成以

生猪养殖为主，奶牛、肉羊、禽类等养殖为辅的“一主多翼”畜牧业发展格局。近年来，随着周

边国道、省道相互联通，一四四团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四通八达的道路满载着畜产品

驶向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梁乐 朱彤）

新疆兵团一四四团：畜牧产品销全国

图⑨：在一四四团天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现代化养殖区
里，兽医正在开展奶牛防疫检查。 石海摄

图⑩：甘肃省环县车道镇双庙村20万只肉羊育
肥场的小羊。 杨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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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山西省清徐县宝源老醋坊的工人师傅在搅拌
原料加速酒精发酵。 山西省清徐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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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
权发村村民王恩海在采摘脆李。

卢先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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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平谷桃农在采摘鲜桃，检查果品
质量，分享丰收喜悦。

北京市平谷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平谷区是北京最大果品产业区，也是优良大桃种质资源

库，有白桃、蟠桃、油桃、黄桃四大系列近 300 个品种，年产量

高达 16.8 万吨。平谷又先后引育优新品种 94 个，大幅提高

“平谷大桃”品种辨识度，形成早、中、晚熟合理搭配的大桃规

模生产态势。通过结合设施栽培，平谷具备全年皆可向全国

市场供应大桃的能力。作为正在崛起的“农业中关村”，平谷

走出了“农业高科技、物流大流量、休闲新时尚”的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华凌 通讯员 刘杨洋 冯博 胡坤鹏）

北京平谷：桃林深处说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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