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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迎小康
热烈庆祝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时节，素有“中国糯米之
乡”“中国醪糟之都”的大竹县又
迎来了一年丰收季，此时的大竹
县月华镇糯稻种植基地，数台收
割机在稻田里有序地进行着糯稻
机械化收割作业，农民们在稻田
边上谈笑，各自估量着自家稻田
的产量，脸上洋溢出丰收的喜悦。

一粒小小的糯米，铺起了农
民们迈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糯稻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大竹县
发展现代农业的缩影。近年来，
大竹县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
揽，以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为抓手，
以电子商务为农业发展新契机，
加快构建“5+5+3”产业体系，积极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农
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全面推进农业大县向农业强
县转变。

10万农民致富有“稻”

“我们的谷子挞完晒干后就直接卖给醪糟厂，
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很省心!”正用编织袋装运新
鲜稻谷的大竹县月华镇玉皇庙村 1 组糯稻种植户
张大爷面含微笑，心中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糯稻已成为该县的农业支
柱产业，其加工品糯米粉（汤圆）、醪糟等，深受广大
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大竹县依托“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500强”东柳醪糟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推动糯稻产业规模化、专业化、融合化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经营方式分散和产业结构单
一问题。大竹县采取免费发放种子、免费为贫困户
耕收、保护价回购等八大措施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以高于国家稻谷保护价30%的价格进行入户回购，
并根据农户糯稻售卖数量进行“二次返利”，极大地
提高了农民种植糯稻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大竹县
建设糯稻基地2万亩，辐射全县规模种植糯稻17万
亩，带动15个乡镇、50余个行政村、10万余名群众
从事糯稻生产。

糯米颗粒饱满，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营养价值
较高，但未经加工生产的糯米在产业链中也仅是初
级的农产品，收益甚小，那么如何让它摇身一变成
为高价值的商品呢？大竹县给出了答案——田间
直达车间、产品直变商品，收割的糯稻不需要外运，
直接送到月华镇的东柳醪糟生产车间。一粒粒糯
米进入生产线中，生产成醪糟、糯米粉、饮料、米酒
等7个品种80多个规格的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
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我们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醪糟，规模小、
品种少、产量少，品牌也做不出来。如今，我们已建
起2万吨的醪糟生产线、6.5万吨糯米粉生产线，成为
醪糟国家标准制定者，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和地标产
品，小醪糟变成了大产业！”东柳醪糟公司董事长唐
祥华自信地说道。

如今大竹县月华糯稻—醪糟现代农业园区，是
四川省省级培育园区，面积2万亩，年产糯稻1万吨，
糯米加工品9.3万吨，产值6.8亿元。园区规模以上
加工企业5家，实现产值7.8亿元。园区基地“四网”
配套覆盖率、农机化率、“两替代”绿色防控覆盖率、
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90%以上，化
肥、农药使用量同比减少15%。依托东柳醪糟公司
实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打造全国农业产业强
镇糯稻—醪糟产业示范区、国家农产品加工业AAA

级景区，辐射带动全县种植糯稻17万亩，带动全县3
万农户10万多农民种糯稻，亩均增收690元，实现
糯稻产值2.25亿元。

“虾兵虾将”成农业新贵

立秋的到来，标志着炎热天气已到尾声，暑气
渐渐消退。深夜时分来到大排档点上一份麻辣小
龙虾，惬意感受城市的烟火气。

如今，达州人餐桌上的小龙虾，不再都是来自湖
南、湖北等地的“外地虾”，而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本
地虾”，这些“本地虾”多数来自于大竹县水产现代农
业园区。

大竹县水产现代农业园区覆盖乌木、团坝2镇6
村，规划面积1.5万亩，建成稻虾基地6000亩，优质
稻9000亩，年繁育虾苗1.5亿尾，产小龙虾900吨、
优质稻8000吨，产值2.3亿元，是国家稻虾综合种养
示范区、农业部第二批无公害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小龙虾有着较高的经济效益、广阔的市场前
景，我国很多地区将小龙虾产业作为地方特色主导
产业进行打造，小龙虾产业在促进农民增效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多好处让大竹县也下定决心把
小龙虾产业搞起来。但大竹县经过调研后发现，四
川的小龙虾种业滞后，本地优质苗种繁育基地少，
缺乏优质稳定的苗种来源，因此在产业分工上处于

“来料加工”的位置。这让部分养殖户尝到了苦头：
长途运输中，大部分车辆无法做到带水带氧，导致
虾苗存活率低、价格居高不下、良种率低，这也导致
了四川本地的虾苗采购成本比其他主产区贵三成
左右，而这样品质差、价格高的小龙虾是无法为养
殖户们带来收益的。

“我们必须要解决虾苗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
大竹县的小龙虾产业就是空中楼阁。”面对这一难
题，大竹县引进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并开启校企合作，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水研所等
院所专家教授积极攻关，改变小龙虾传统繁育模式，
建立工厂化、设施化苗种繁育基地，从太湖、巢湖、鄱
阳湖、洞庭湖引进小龙虾种苗，再与本地小龙虾在繁
育实验室里进行杂交配种，采取控温、控水、控藻、控
排放以及循环利用养殖水等方式，成功缩短了虾种
的繁育时间，提高了虾苗的生长适应能力，使得小龙
虾产苗由正常的2次提升到了4次，让虾苗成活率更
高、生产更快、品质更好。

解决了虾苗这一问题，大竹县便开始着手发展
“稻虾共养”，但很快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因为小龙
虾对农药化肥极为敏感，促使村民必须改变过去种

水稻滥用农药化肥的做法，每亩稻谷产量较原来将
有所减少。“我种了大半辈子的水稻，哪儿养得来小
龙虾呀！”“养这个小龙虾风险好大！万一亏了怎么
办？我看还是就种水稻稳当些！”

面对村民的诸多顾虑，大竹县推出了“套餐式”
合作经营模式，让贫困户在“流转费+务工”“流转
费+种稻”“养虾+种稻”等多种“套餐”中任选一种
参与“稻虾共养”产业发展。在利润分配上，合作社
占 51%，剩余 49%的利润拿出来给贫困户和村集
体。这些合作经营模式一经推出，村民们迅速打消
了心中的顾虑，积极投身到“稻虾共养”，成功实现
了贫困户、村集体、合作社的三赢。

“现在四川每年要吃掉10万吨小龙虾。但是去
年，全省产量也就3.5万吨，这个规模还远远不够，我
们还要继续扩大规模，把我们大竹县的小龙虾做大
做强！让全省都能吃到我们大竹县产的小龙虾。”据
大竹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熊德洪介绍，到2025年，大
竹县水产现代农业园区计划繁育18亿尾，产1000
吨的小龙虾。

农业+电商 点燃发展“新引擎”

“大竹香椿含有人体所需多种微量元素和 17
种氨基酸，营养丰富，用来炒鸡蛋、凉拌、炒腊肉都
可以，味道巴适得很。”“从大竹县石河镇的巴山红
香椿基地直接发货，没有中间商环节，都是出厂
价！”

今年以来，受疫情严重影响，全国餐饮行业严
重受挫，外地收购商、经销商大幅减少，大竹县的农
产品销售一度受阻，这让农民们心急如焚。

为了保住椿农的“钱袋子”，今年春季，大竹县
副县长和商务局局长走向台前，在大竹县石河镇的
巴山红香椿基地开启了直播代言活动，看着订单量
不断增多，椿农们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这样的直播仅是大竹县农业电商发展的一个
缩影，去年大竹县电商年交易额突破25亿元，农副
产品电商交易额达到 3.5 亿元，建立电商服务站
246个，农产品溯源示范基地5个，开展电商人才培
训18000余人次，这样喜人的佳绩是大竹县持续推
动农业电商发展的回报。

近年来，大竹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政府、商家、平
台和农户的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大竹农业从技术、
物流、产品质量标准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措施，推进
电子商务人才工作培训，强化宣传推进品牌打造，
让大竹县的农业电商迈向了健康稳步发展的良好
态势。

大竹县先后创建成“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全省电子商务脱贫奔康示范县”“全省商
贸流通示范县”。“政府奖补建设电商集聚区，集聚
区培育电商企业，电商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链接机
制”的电商扶贫模式被商务部在全国推介，建成了
川东北区域“面积最大、功能最全、影响最广、示范
最强”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形成了“电商服务
中心、电商培训中心、电商孵化中心、电商物流中
心”为一体的电商服务体系，为网销农产品奠定了
坚实基础。

宜居乡村 打造农民幸福生活

日前，记者来到大竹县团坝镇农华村看到，错
落有致的小楼前绿意盎然、花团锦簇；道路两边绿
树葱茏，路面干净整洁，令人心情舒畅，三五成群的
老人围坐在一起，玩耍的孩童跑着笑着……

“我们村设置善行功德榜，还开展了十星级文
明户、五好家庭评选活动；每月进行一次环境卫生
大评比，村上聘请专职保洁员10名，专门负责公共
区域清洁卫生，垃圾及时清扫清运，让整个村子都
靓了起来！”该村村干部介绍道。

过去的农华村基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基础设
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经济活力不足、农民收入较
低，2014年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为改变原有“输
血”式扶贫方式，有效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乡村
治理，推动实现脱贫奔康，该村探索“五治五力”治
理机制，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服务增效和产业
增收，将乡村治理转换为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五种
能力，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2019 年
农华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2.15 万元，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

“明星村”。
不仅是农华村，为规划建设“美丽达州·宜居乡

村”，目前，大竹县所有行政村生活垃圾收储设施覆
盖率达100%，开展农村户用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
实施粪污治理，确定了月华镇、乌木镇、团坝镇、川
主乡等乡镇建设农村户用无害化厕所整村推进示
范村 33 个，新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6754 户。
示范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以上，厕所粪
污实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着大竹县稳步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大竹农业已处处迸发出发展活力，在这
一番精耕细作中，大竹县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收获季。

□本报记者 刘晨 邱霞 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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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团坝镇白茶基地大竹县团坝镇白茶基地

小龙虾良种繁育中心

庙坝镇寨峰村秦王桃产业基地 （王晓林/摄）

香椿丰收 （唐兵/摄）

大竹庙坝镇长乐村新农村综合体 （王永明/摄）

网箱繁育小龙虾

万亩水稻开镰收割 （王晓林/摄)

糯稻基地机械化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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