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汉县地处达州市中北
部，具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
地貌特征，是典型的盆周山区
农业大县。近年来，该县农业
局紧扣县委“实施三大战略，推
进双核双区，建成繁荣美丽新
宣汉”中心工作，突出“转方式、
调结构”工作主线，狠抓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了一条
山区特色的现代农业转型发展
之路，已成为全省农区养牛第
一大县、川东北脆李第一大县，
跻身全省新一轮“现代畜牧业
重点县”，被农业部纳入全国畜
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和全
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
县，连续七年获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称号，三次捧回省政府
颁发的“丰收杯”奖，成功承办
第十一届（2016）中国牛业发
展大会，连续三年获全市现代
农业综合考核第一名，夺得全
市农业“甘露杯”。

峰城玉米+蜀宣花牛
种养结合推动循环农业发展

“峰城经验”和“蜀宣花牛”是宣汉农业两张
响亮的名片，如何让两张名片有机深度融合，宣
汉农业人用宣汉模式交出了答案。

该县在深入推进玉米高产高效绿色创建的
基础上，探索发展全株玉米青贮养牛。2016
年，按照“以养定种、以养促种”原则，建成
裹包青贮示范点100个，购置裹包青贮机60
套，修建青贮池4050口，青贮玉米16万吨，
年新增出栏肉牛1.5万头。

宣汉县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积极探
索，推广了“畜——沼——饲草——畜”模式。
污水进行沼气化发酵处理，沼气供牧场和周边
群众生活和生产用能，沼液用于农田浇灌。全
县建成沼气集中供气工程13处、沼液提灌站2
个、年产有机肥8万吨、有机肥料厂2个。该模
式不仅破解了畜禽养殖面源污染，还促进了该
县有机果蔬、水果产业的大发展。种养结合宣
汉模式，受到第十一届（2016）中国牛业发展大
会与会领导和同行的高度赞扬。

产业基地+乡村旅游
农旅结合实现产村相融发展

庙安乡通过融入乡村旅游理念，全乡连片
发展宣汉脆李1万余亩，成为达州市“春观花、
夏品瓜、秋摘果、冬赏雪”的花果山，与洋烈水乡
形成乡村旅游带。

2015年，该县通过招商引资，成功打造集
种茶、采茶、赏茶、制茶、品茶于一体的“马渡关
茶海”休闲农业生态园。“走古道、看石林、登山
寨、听民歌、赏蜡梅、品硒茶”的马渡关景区，令
人流连忘返，该景区有望晋升AAAA景区。

茶河镇圣水红心猕猴桃种植园区被评为达
州市十大美丽幸福新村，成功创建为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洋烈水乡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米岩花海被评为全省休闲农业主题公园，川
东莲乡被评为全市首批休闲农业示范园区。正
在精心打造位于巴山大峡谷的“巴山茶博园”和

“桑树坪蚕桑文化主题产业园”将成为又一个农
旅结合的典范。

据统计，全县已有各类休闲农业企业116
家，较大规模的有31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3.3
万人，带动9400余农户。

规模集群+品牌创建
产业融合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依托“蜀宣花牛”和“宣汉黄牛”两大优势品
种，着力打造全国优质肉牛基地县。2017年，

全县牛饲养量
达 30万头，居
四川省农区第
一。“宣汉牛肉”
畅销省内外，“蜀
宣花牛”成为全省
知名的区域特色农
产品品牌，副省长杨兴
平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上向全球推介。

规模与品牌并重发展，产业融合水平不断
提升。宣汉脆李具有“果霜较多、丰彩外盈、甘
甜可口、脆爽化渣”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是全
省优势脆李产业生产基地县，面积8.7万亩居川
东北地区第一，年产值1亿元左右。还成功开
发出“脆李酒”“脆李醋”系列产品方向。茶产业
已由单一绿茶向绿茶、红茶、白茶并重发展，种
茶面积16.8万亩，综合年产值达3.8亿元。“九顶
雪眉”、“雪眉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食用
菌产业跻身全省重点培育县之一，2017年远赴
俄罗斯参展，引起外商关注。

该县已注册各类农业品牌50余件。“宣品
天下农业公益品牌+企业品牌”成为众多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首选。老君香菇、黄金木耳、桃
花米、漆碑茶、峰城玉米获农业部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

基础建设+农机发展
产能提升夯实产业发展基石

宣汉地处山区，以坡地、小梯田为主，田
小、零星、瘦薄，综合生产能力弱，严重制约了
农业发展。该县依托农建综合示范区建设，建
成高标准农田36万余亩，昔日的“豌豆角田”
变成了田网、路网、渠网三网配套高标准农田，
探索出了盆周山区独具特色的“长藤结瓜、串
点连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实现了“藏粮
于库”向“藏粮于技”转变。

该县全面落实建设“五统一”、全面推行管
护“四制”，加大老旧提灌站改造。截至日前，
全县建成机械化节水灌溉工程1处、机电提
灌站 230座。其中，太阳能提灌站 2座。
2017年，推广机插秧10万亩,水稻机收面积

过半，水稻全程机械化达3.55万亩。玉
米、油菜机直播6万余亩。全县农机总
动力达57.16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8.49%。

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的快速提
升，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耕作方式，机耕、机播、
机灌、机收成为主流。“以前种
一亩水稻要先犁先耙，再栽插，
三四个人最少都得用一天时间，
这几年用上了农机新技术，每亩

田只需1小时”。胡家镇石梁村的家庭农场业
主袁军如是说。

主体培育+能人带动
工商资本助力农业脱贫攻坚

2016年，宣汉县委召开了全县能人带动农
业产业发展促脱贫工作座谈会，县政府出台了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的实
施意见》。通过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和能人带动
模式，全县规模流转土地达24.55万亩，建立了
一批牛、药、果、茶、菌产业示范基地（场）。能人
创造的“牛寄养”、“牛托管”、“田托管”、“乡友产
业发展互助基金”等模式，逐渐成为产业扶贫的
又一支生力军。茶河镇雷远学带着在外打拼积
累的资金，回到老家投资500万元，建设年出
栏“蜀汉林猪”仔猪3万头、驯养“麟焕梅花
鹿”3000头的高峰岩森林生态产业基地。已
成为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综合
休闲胜地。

该县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农业领域，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培育了全市首个家庭农
场、首个职业农民。截至2017年底，全县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达5984个、137户。一
批特色产业基地的建立，既推动了特色产业发
展，更成为农业脱贫攻坚助推器。

□文/图 李斌 蒲正杰

富硒茶产业基地

宣汉县农业现场会

毛坝天平村脆李产业基地

做好“五道加法”推进“五个发展”
——宣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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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透“农”字文章 收获遍地金黄
——宣汉县2017年农业农村工作成效显著

双河镇大田村刘家坡新村聚居点

七里牧场

2017年，宣汉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
县委“实现四大目标、筑强三大支撑、抓好五大
任务”总体部署和“实施三大战略，推进双核双
区，建成繁荣美丽新宣汉”中心工作，以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为工作目标，加快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
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农民增收为核
心，以切实搞好农村产业扶贫为主线，以“四好
村”创建为载体，全面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全年实现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10.3%以上。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
引进工商资本，发展现代农业。该县坚持

培育与引进并重，按照《宣汉县引导和鼓励工商
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的实施意见》、《宣汉县
新型农业经营示范组织扶持奖励办法》等文件，
积极培育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实业，带
动农民增收。2017年引进四川松柏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宣汉龙森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等31
家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公司+专合社+
基地”等模式，在毛坝、胡家、樊哙等22个乡镇
31个村建立脆李产业示范园、中药材种植基地
等，辐射带动2440余户贫困户种植青脆李、中
药材等3160余亩。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该县全面推进农文旅、农科教、休闲观光示范园
区建设，成功打造万亩脆李旅游观光体验区2
个、产业融合示范园区2个。积极推荐申报茶
河圣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马渡关镇蔡家山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项目和庙安乡八庙村休闲农业
专业村。进一步提升川东莲乡、荷塘明月、圣水
果蔬、舜天湖生态农业园、庙安花果山和洋烈水
乡等休闲农业景区、景点建设。有序推进桑树
坪蚕桑文化主题产业园建设。2017年新成立
农民合作社160个、家庭农场94家，成功评选
省级示范合作社1个、市级示范合作社4个、省
级示范家庭农场3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4个。
成功培育市级龙头企业3家。

建设幸福新村 改善人居环境
新村建设工程扎实推进。一是遵循“新村

带产业，产业促新村”的思路，大力实施扶贫解
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和文化传承

“五大行动”，坚持“缺啥补啥”和建、改、保相结
合的原则，全面开展农村住房“广厦行动”，逐步
消除农村土坯房，大力推行“农村按揭房”模式
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建成南坝镇五龙村贺家湾
等三个新村聚居点，胡家镇鸭池村等90个幸福
美丽新村。二是依据贫困村脱贫摘帽“七有”标
准，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相结合，突
出抓好民居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

和产业扶持，用好新村扶贫政策，多措并举解决
无房户、危房户、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在产
业扶贫增收上下功夫，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建成三墩土家族乡月亮村等65个扶贫新村。

“四好村”创建工作有序开展。制定了《宣汉
县县级“四好村”创建考评办法》，立足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培育能增收
致富的优势特色产业，广泛开展“诚信、守法、感
恩”公民道德教育活动和“村规民约”自治活动，
全面整治农村住居环境、群众行为规范和风俗习
惯，真正让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
习惯、形成好风气。创建君塘镇洋烈社区等县级

“四好村”129个，胡家镇鸭池村等市级“四好村”
90个，推荐申报省级“四好村”24个。

打造引领示范 实现连片脱贫
该县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总体要求，围绕全市“15664”的工作
思路,坚持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形成了“三化、
四区、五制”的脱贫攻坚引领区建设新途径，全
面展示宣汉脱贫攻坚工作成效，为加快宣汉脱
贫奔康进程谱写了一曲恢弘篇章。

坚持三化，激活农村发展新引擎。规划科
学化。按照“因地制宜、资源整合、集中连片、系
统推进”的思路,聚焦210国道、201省道两根主
线，重点建设毛坝、庙安两大核心区，将脱贫攻
坚引领区、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农建综合示范
区、抓点示范展示区、全域旅游扶贫开发区“五
区归一”，实现区域联动，片区推动，无缝覆盖。
打造特色化。坚持“布局合理、突出重点、注重
特色”的思路，突出打造宣汉特色，走“农旅融
合、农村三变、田园综合体”等引领脱贫发展之
路，做大示范基地，做优产业园区，示范带动全
县农业农村整体上水平。示范效益化。以“脱
贫攻坚引领区”建设为统揽，努力打造以基础设
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乡村旅游、农村改革、
幸福美丽新村为一体的示范区，进一步加快区
域整体脱贫奔康步伐，切实增强脱贫攻坚的辐
射带动效应，构建区域脱贫连片发展新格局。

建设四区，打造农业增效新亮点。农民增
收样板区。按照田、水、路、林“四网”配套的理
念，建成高标准农田1.6万亩，土地整理1.8万
亩；整治山坪塘（微水池38口）98口、渠系18.4
公里；新建道路及加宽115.6公里，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变，为脱贫奔康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以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为重点，培育特
色产业基地5个，新发展脆李、油牡丹等现代农
业3万余亩。培育省市级龙头企业6家，示范性

专合组织（家庭农场）30余家，带动贫困户5326
户、1.6万人，户均增收2820元。农村改革先行
区。大力实施全省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建设，
率先成立胡家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成
功探索出土地托管、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农
村账务委托管理、资产收益扶贫“90145”等改
革新模式，破解了“农村土地撂荒，农村治理，农
民增收脱贫”三大难题，为农村改革综合实验区
内的农民人均增收1890元。农旅融合新景
区。坚持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坚持一个产业园区就是一个乡村旅游景区
的思路，把红色文化、乡村旅游元素融入园区，
配套建设游客接待中心、观景亭（台）和游步道
等，成功打造了双河蓝莓谷、胡家芦笋园、毛坝
四方山等农旅融合景区12个，开办星级农家乐
16家。幸福新村保障区。坚持“建改保”相结
合，大力实施新村建设“1+5”工程、村落改造

“5+1”工程，新建新村聚居点8个、旧村落改造
提升1860户，新建微田园13000平方米，保护
性修缮古院落2个，有效帮助358户、765人解
决了住房问题。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文化等

“1+6”村级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功能建设，深入
开展“诚信、守法、感恩”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
动，评选道德模范户2000户、达标户3000户。

创新五制，增强脱贫奔康新动能。为全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宣汉县积极探索脱贫奔康发
展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通过党建引动、政府
推动、项目撬动、专合带动、市场鼓动等形式，加
快了脱贫攻坚引领区建设步伐。

深化农村改革 激发发展动力
该县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

入推进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在解决“土地撂
荒、基层治理、人才匮乏”等难题上取得了新
突破，大力培育了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
推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了脱贫奔康步
伐。

聚焦撂荒土地，走出规模经营“新路子”。
针对农村“土地撂荒”严重现象，创新土地经营
模式，推动农村土地向种植大户、农业企业集
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功解决“谁来种地”问
题。全县累计流转土地23.61万亩，占全县耕地
面积的25.08%，实现了昔日荒地变金山。大力
发展农民股份专业合作社，成功注册成立宣汉
县群鑫农民股份专业合作社，就近吸纳927户
群众入股土地2243亩，收益按入股比例分红，
农民闲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成立乡镇农合
联，为农户提供某个环节或全环节托管服务，有
效解决农户缺劳力问题。全县推广土地托管面
积达到2.8万余亩。

强化科技支撑，引领农业发展“新格局”。
针对农民普遍缺乏经营管理意识和科学技术的
现状，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吸引了各方面人才
进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撑，成功解
决“怎么种地”问题。三年来共有495名农业
科技人员，申报涉农创新创业项目206个，政
府兑现产业扶持奖励资金1150万元。制定出
台专项扶持奖励政策，县财政每年预算不低于
800万元，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返乡农民工
进入农村，成功引进优秀返乡人才创建的四川
松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取“用工+社保”
脱贫模式，与389名群众签订固定用工合同，
实现了“农田变农场、农民变工人、农区变景
区。”

□文/图 曾鑫 桂爽 蒲正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