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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 蒲召福
文/图) 7月3日，记者与碧江区铜
兴街道高级农艺师刘红军一道来
到柑子冲村了解蔬菜生产、销售
情况，看到辣椒、西红柿挂满了枝

头，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各种蔬菜。
柑子冲村、寨桂村均属碧江

区重要的蔬菜基地，其中柑子冲
村有菜地700多亩，通过多年的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条件优越，

菜农种菜经验丰富，一茬接着
一茬种，一年四季都有菜卖。
每亩地年产值达 1.5至 2万元。

本报讯(张洪权 陈晶晶 文/图) 当前，
正是鲜食玉米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在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鲁家山村紫糯玉米
种植基地，成片的玉米植株郁郁葱葱，健壮
挺拔。黑紫色的玉米粒颗颗浑圆饱满，沉甸
甸的玉米棒挂在秆上。数十名村民穿梭于
翠绿的田间，动作麻利地抢收鲜食玉米。清
脆的“咔嚓”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儿，掰下的
玉米就装满了背篓。

鲁家山村种植的紫糯玉米以其独特品
质赢得市场青睐，粒粒醇香、软嫩可口，糯中
带甜，且富含花青素。相较于传统玉米，其
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更为可观。为保证玉
米品质与品相，全程采用人工采收。随后，
玉米棒根据订单要求分拣装车，直接从田间
运往加工厂进行深加工。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了闲置土地资
源，采用‘公司+大户+基地’的发展模式进
行订单生产。紫糯玉米口感好，市场反响
好，亩产3000棒左右。扣除成本，每亩能为
种植户带来约1200元的净收益，效益远高
于普通玉米。收购商主动上门收购，销路完
全不用愁。”种植大户陈亦勇说。

保障紫糯玉米品质的关键在于及时采

收与加工。在谯家镇耳当生态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满载新鲜玉米的农用车正驶
入加工车间。去年投入使用的先进加工设
备组成了一条高效流水线，从扒皮、分拣、清
洗，到烘干、杀菌、蒸煮，每道工序都精心设
计，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锁住鲜食玉米的营养
与风味。

合作社负责人冯秀花说：“今年我们在
谯家镇和夹石镇共发展紫糯玉米和黄糯玉
米400亩。我们为农户提供种子，待玉米成
熟后统一收购，经深加工后销往广东、上海、
重庆等地。市场反馈良好，产品品质得到了
顾客认可。”

近年来，沿河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2025年，在后坪、谯家、板场、
夹石、官舟、和平等 6个乡镇（街道）发展 50
亩以上鲜食玉米种植大户16户，建成示范
基地 3100余亩，示范带动全县鲜食玉米种
植面积近 1.6万亩，预计总产值 3000余万
元。同时，积极推动玉米产业与肉牛养殖紧
密结合，示范基地全面实现种养结合与玉米
秸秆循环综合利用，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效益
和生态效益。

本报讯（徐回回 文/图） 眼下，正值夏季田管的关键
期，万山区通过培育专业化、智慧化的“农机经纪人”队伍，依
托先进农机装备和全链条服务，为“三夏”生产注入强劲科技
动能。

在鱼塘乡大龙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点，农技人员姚波正熟
练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施肥作业。伴随着阵阵嗡鸣，无人机
均匀播撒肥料，短短十几分钟，就完成了以往人工数小时的
工作量。

万创惠民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聂胜勇介绍，自去年以来，
合作社作业面积已超 2万亩，服务范围不仅涵盖本村，还辐
射周边乡镇。目前，合作社拥有 6名核心成员，已累计培训
农机手13人，带动就业超100人次。

万创惠民农机合作社作为万山区首个市级农机服务联
合体，该合作社依托村集体经济发展而来，整合上级帮扶资
金130余万元，购置无人机、收割机等设备13台，成功打造
出集“耕、种、管、收、烘”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在黄道乡丹阳村瓦寨组 30余亩的香柚种植基地，乡强
村富民公司技术人员姜涛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沿预设航线进
行农药喷洒作业。

“无人机撒播作业耗时短，一小时左右即可完成，而且因
飞行产生的气流作用，能让叶面正反两面均匀受喷，作业质
量更有保障。”姜涛说。

目前，黄道乡有植保无人机、旋耕机、烘干机等大型农机
15台，培养出15名农业技术人才，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技
术和人才保障。

黄道乡强村富民公司总经理杨利红表示，在日常工作
中，公司会借用乡里购置的无人机开展香柚管护工作。相较
于传统人工管护模式，无人机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管护效率。
同时人工成本降低近50%。

据了解，万山区现有15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汇聚社员
85名，配备各类在用农机具230台，农机储备总量达300台，
培育专业农机手53人。

2024 年，万山区农机作业成果丰硕，完成机耕面积
17.01万亩、机播面积2.04万亩、机收面积10.19万亩，主要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预测突破 58%。同时，着力建设 2个水
稻全程机械化核心示范区，为农业机械化推广树立了标杆，
智慧高效的现代农业图景正在万山加速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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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浩 文/图) 近年来，江口县德旺乡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产业发展作为助农增收的
关键引擎，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优势，大力推
动“林地+中草药”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淫羊
藿等中药材产业，提升经济效益，持续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

仲夏时节，走进德旺乡交界村林下淫羊藿种
植基地，一株株翠绿的淫羊藿在林木的荫蔽下蓬
勃生长，这里恰到好处的光照条件，为淫羊藿打造
了理想的生长环境，科学规范的管护措施，更让这
片“药园”活力满满。眼下，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有
条不紊地进行除草。

“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除杂草，雨季杂草
长势凶猛，要及时除草，以免吸收淫羊藿的养分，
一天上工可能有 20个人左右。”交界村林下淫羊
藿种植基地管理员邓万华说。

淫羊藿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入药，且种
植一次能够多年采收，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同时，
该种植基地从日常管护到采收的各个环节，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我们一直都在基地做工，80元钱一天，补10
元钱生活费，车子接送，一个月下来工资 5000元
左右，非常满意。”务工人员邓琴说。

像邓琴这样在基地务工的村民不在少数，用
工高峰期时，每天有 40余人，有效解决了周边群
众的就业难题。

据了解，交界村林下淫羊藿种植基地采用“企
业+村集体”的合作模式。企业全程提供专业技
术指导，从种苗挑选、田间管理到采收加工，每个
环节都严格遵循科学规范流程。这一模式不仅保
障了药材品质，更为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注
入强劲动力。

“我们村淫羊藿基地有900余亩，是2024年下
半年发展的，通过前期精心管护，目前长势非常
好。预计下半年有 600余亩能采收，每亩可以采
收 200斤左右，产值 200余万元。”交界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蒙海滨说。

德旺乡现已种植淫羊藿1857.9亩，计划今年
内在交界村、杨柳村、坝梅村等地增加淫羊藿种植
面积1800余亩。目前，种植林地选址、土地土样
检测等前期工作已完成，预计11月中旬全面完成
种植任务。德旺乡将持续扩大淫羊藿种植规模，
推动种植主体多元化发展，坚持村集体+大户+
散户抱团合作，高质高效完成淫羊藿种植与管
护工作，让小小的淫羊藿，成为带动群众致富的

“金叶子”。

江口德旺：抢农时管护淫羊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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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农机经纪人”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