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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土地坳镇前进社区，群山环
抱的沿河牧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蛋鸡养殖基地内，工
人们穿梭在鸡舍间捡拾鸡蛋，干湿分离机正全速运转生产有
机肥。

“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优质饲料，蛋鸡、鸡蛋的品质都非
常好。”该合作社负责人杨秀武说，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地
不仅鸡蛋畅销，连鸡粪也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2024年，该合作社落户土地坳镇，把闲置资源盘活成蛋
鸡养殖场。依托当地优越的环境，基地蛋鸡损耗率低，鸡蛋品
质也在区域市场形成明显优势。2万羽蛋鸡入笼仅数月产蛋
率便已至98%，每天能产1.98万余枚鸡蛋，批发销售到沿河县
城及周边乡镇，每月销售额可达22万元左右。

此外，面对每日产生的鸡粪难题，合作社购进设备，引进
先进技术，通过水洗、干湿分离、发酵等一系列工序处理，将鸡
粪变为高效环保的有机肥。“我们联系邻近的种植企业试销试
用，鸡粪的肥田效果非常明显。”杨秀武说，鸡粪科学处理变有
机肥，既做到了环保，也为周边产业发展提供了绿色肥料，目
前已接到多个种植基地的采购订单。

以绿生金，以金助绿。合作社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强
化绿色循环养殖，并着手打造特色品牌，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变
为产业优势，让山村“土鸡”变成致富“金鸡”。

万山区以“宜耕则耕、宜林则
林”为导向，统筹优化林耕空间布
局，通过土地整合、模式创新、政
策赋能，让零散“巴掌田”变身连
片“增收地”，“拼”出一幅产业兴、
农民富的乡村发展新画卷。

在大坪乡黄花村的太子参基
地里，成片的太子参绿意盎然，村
民们正忙着除草追肥。今年，大
坪乡积极推进林耕空间优化布
局，以村为单位探索“联户连种”
农业发展模式，打造了 1600 亩

“中药材+粮油”立体种植基地。
“以前土地分散凌乱，各家各

户单打独斗，产值上不去。”黄花
村党支部书记杨光清感慨，通过

“联户连种”模式整合 500亩土地
种太子参，今年预计产值有 200
万元，较去年增长30%。

“我们家 20亩土地承包给合
作社，一年租金是 6000块钱，到
基地干活100块一天，一年下来
工钱有15000到 20000元。”黄花
村村民杨秀忠算起账来笑得合不
拢嘴。

通过“林改地”“瘦改肥”等土
地整治工程，碎片化、低效利用的
土地转变为布局合理、产能高效
的农业生产空间。目前，大坪乡
已新增优质耕地800余亩。

大坪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龙毅介绍，通过推行林耕
改革破解资源碎片化困局，积极
探索创新土地经营模式，提高土
地利用率，以“支部主导＋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统
一规划种植品种，统一进行田间
管理，统一组织销售，发挥规
模效应，提高产业效益，增加群
众收入。

鱼塘乡鱼塘村将 600亩碎片
化土地“打包”开发，配套修建灌
溉水渠和产业路，吸引农业企业
入驻发展“黄豆+太子参”立体种
植。“路通了、水到了，成本降了一
半！”村民桂红星看着连片农田喜
笑颜开。

“基础设施完善后，我们积极
推动产业招商，引进农业企业合
作经营，发展特色种植，增加村集
体收入。同时，通过土地流转、基
地务工等方式带动村民就业，拓
宽增收渠道。”鱼塘村党支部书记
李洁说。

目前，鱼塘乡耕地面积达5.6
万亩，全乡粮食总产量 7660 余
吨，已建成中药材种植基地1800
亩，引进3家中药材种植企业，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
动周边 500余名农民参与种植，
人均年增收3000元。

鱼塘乡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进林耕空间优化布局改革，
既守牢生态底线又激活发展动
能。生态与产业互促共进，让群
众在好环境中发展好产业，端稳

“生态碗”、过上“富日子”。
从“瘦改肥”到“林改地”，万

山区下足土地整治“硬功夫”：今
年新增优质耕地 800余亩，累计
新增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4400余
亩，配套农机补贴、技术培训、农
业保险等政策“组合拳”，让“望天
田”变“稳产田”。

据万山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科学规划林耕空
间，全区培育区级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 95家，今年一季度农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7.5%。

近日，笔者走进大龙开发区麻音
塘街道路良村银杏产业基地，只见 70
余名群众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挖沟、
打孔、植苗……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
作。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确保每一株
银杏苗都能扎根沃土，现场一片繁忙
景象。

“今年是我第一年通过土地流转
的形式，在油茶幼林里发展银杏种
植。目前，油茶处在生长期，效益不显
著，因此选择套种其他作物来实现增
收。”路良村银杏产业基地负责人杨开
金介绍。

新种的油茶树前4年属于幼林期，
这时候的树干低矮，树与树之间的间

隙较大，适宜种植低矮的农作物。发
展银杏产业刚好实现了不同作物之间
的优势互补，当银杏苗生长的高度到1
米左右，便可以采收叶子，达到采收标
准的银杏树苗一年可采叶 2次。科学
合理的套种模式，巧妙地利用了土地
空间和作物生长周期，既能有效提升
土壤肥力，又能维护生态环境的平
衡。同时，“林下+”的双轮驱动发展格
局，也为该村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
效益。

银杏叶又名白果叶，具有很高的
药用价值。“银杏产业比传统农作物带
来的收益更好，产量也更高，所以选择
套种银杏树。按照种植计划，4月初开

始种植，10月左右进行采收，理想状态
下，一亩地能产1000余斤银杏叶。”杨
开金说道。

在银杏产业的各个环节，需要
大量劳动力，从整地、栽种、施肥到
浇水、除草、降温、收叶等，能为周
边村民提供就近务工机会。目前，
当地已构建“固定岗+季节工”就业
体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灵
活就业增收。

“我们村里第一年发展银杏产业，
年纪大的也可以在家门口挣钱。在这
里我负责施肥和栽种，100块钱一天，
已经有 1000元左右的收入了。”65岁
的向东梅说道。

同样在基地务工的路良村村民杨
先坤说:“我都快 70岁了，村里发展银
杏产业后，叫我闲来无事来帮帮忙，在
家门口就能挣零花钱，我非常高兴。”

据了解，该村银杏产业基地总投
资约 200万元，种植面积 300余亩。当
前，银杏栽种工作已进行了半月，即将
结束。

近年来，路良村以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为根本出发点，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整合、盘活
辖内资源，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
全面振兴锦上添“花”。

本报讯（安义文 张运典） 德江县
锚定烟叶产业振兴目标，统筹推进布
局优化、技术升级、主体培育和政策创
新，全力构建现代化烟叶产业体系，为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德江县烟叶产业遭遇重
重考验，种植面积持续缩减，烤房、育
苗大棚等基础设施老化严重，青壮年
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种植与生产技
术难以突破，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为

此，德江县委、县政府组织多部门展开
深入调研，精准制定“稳根基、强保障、
育主体、促转型”的攻坚路径，坚定推
动烟叶产业向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转型。

为有效破解用地矛盾，该县创新
推出“土地普查+保护红线”机制。联
合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精心建立烟
叶种植用地数据库，科学划定5万亩优
质烟田保护区，为烟叶种植提供坚实

的土地保障。同时，大力推广“烤烟-
油菜-水稻-绿肥”轮作模式，通过政策
引导，实现粮烟协同发展，既保障了粮
食安全，又促进了烟叶产业可持续发
展。此外，今年将全面落实主栽品种
区域化布局，结合土壤与气候数据，为
每一块烟田定制专属种植方案，预计
烟田利用率将提升20%以上。

针对设施老旧这一关键问题，该
县投入 3000万元，启动“农机焕新计

划”。对全县1200座烤房、80个育苗
大棚进行智能化改造，引入环保型烘
烤设备和物联网监测系统。改造后，
设备故障率大幅下降，生产效率显著
提升。在人才培养方面，创新打造“线
上直播指导+线下实训基地”双轨培训
模式，累计培训新型烟农1500人次，农
机操作效率提升 30%。在项目审批环
节，依托区块链技术优化流程，实现烟
田配套电力、用地审批提速 60%，为产
业发展按下“快进键”。

该县组建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团
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土壤保育+绿
色防控”技术示范，技术覆盖全县 85%
的烟田。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联
动机制，整合42家合作社资源，统一生
产标准与销售渠道，有效提升了产业
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
万元。此外，建立数字化扶持平台，实
现自然灾害定损赔付“24小时到账”，
惠及烟农 3200户，极大地提升了烟农
抵御风险的能力。

目前，该县已建成3个智慧烟区试
点，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烟田温湿度、病
虫害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施肥技术推
广率达 90%。该县烟草公司负责人表
示：“我们将以数字化、绿色化贯穿全
产业链，力争三年内打造国家级现代
烟草农业示范区，让烟叶产业成为乡
村全面振兴的‘黄金引擎’。”

从“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迈向“科
技种烟”的现代化之路，从“单打独斗”
的分散经营转向“集群发展”的协同模
式，该县正以创新为笔，在烟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

清晨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街道芭蕉社区山坡上，成
群的山羊悠闲啃食牧草，养殖户龙红亮望着羊群笑容满面地
说：“去年起步时只有十几头羊，现在存栏量有40多头，效益
比预期好。”站在山坡上，龙红亮指着远处新承包的牧草地信
心十足：“有技术兜底、政策撑腰，一定会更好。”

在隼泰山羊养殖场，草料棚内堆满青贮饲料，圈舍里新生
羊羔围着母羊咩咩叫。“效益还不错，销售这一块是不担心的，
都是内订自销。”龙红亮翻开账本算起增收账。为扩大规模，
他承包土地种植专用牧草，计划三年内将存栏量提升至 500
头。如今，芭蕉社区4户养殖户总存栏量达400余头。

走进永红社区永锋肉牛养殖场，58头膘肥体壮的肉牛正
低头进食。负责人雷永锋从 2017年购入 20余头牛起步，历
经7年发展，如今存栏量稳定在58头。雷永锋介绍：“政府全
程‘保驾护航’，给我们养殖户免费提供牧草种子、技术培训、
销售对接服务。”

在养殖场忙碌的不仅有养殖户，还有县农业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他们定期为牛羊体检、接种疫苗，并指导
科学配比饲料。“春季防疫、秋季育肥，关键节点我们随叫随
到。”松桃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沈林介绍，太平营街道
构建“进、养、销”全流程服务体系，免费提供优质牧草种源、协
助申报家庭农场资质、定期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出栏时检疫员
现场检测并开具“健康证”，确保产品安全入市。

目前，全街道10个社区共发展17户养殖大户，牛羊存栏
量超800头，形成“小户示范、大户带动、全链服务”的产业发
展格局。

如今，太平营街道的牛羊养殖产业已形成“政府搭台、农
户唱戏、技术护航”的良性循环。沈林表示，未来将重点推广
生态养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加入产业链，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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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田伟 阙成岱） 近日，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水稻
集中育秧点火力全开，农户操控水稻钵苗播种机，将一颗颗饱
满、经过拌种预处理的水稻种子，均匀且精准地播撒进钵盘的
小格中。

“‘机器+人工’的集中育秧方式，提高了种植效率，降低
了育苗成本，速度与质量远超传统人工播种。”大龙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聂胜勇介绍，大龙村的集中水稻育秧点共有
20多亩，通过无纺布钵盘育秧技术集中育秧，预计可以供给
村民至少 200余亩的秧苗，20亩秧苗只需两三天就能精准播
种到钵盘中。

据了解，今年鱼塘乡计划种植水稻1.9万余亩。目前，大
龙村、高峰村两个集中育苗点正在同步进行育苗，总面积约
40亩。接下来，该乡还将持续加大对春耕生产的组织协调和
服务保障力度，积极引导农民科学种植，全力推动春耕生产高
效有序进行。

机械化集中育秧
增效率

万山区鱼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