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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长福

5 月 31 至 6 月 1 日，安徽省农科
院棉花所、土肥所、植安所在宿松县
复兴镇召开麦后棉机械化种肥同播
示范现场会。现场示范棉花新品种

“盐丰 39”、新型种子包衣剂及机械
化种肥同播、无人机杂草封控、秸秆
促腐等技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现
代化的基础。这次示范的棉花新品
种具有早熟、抗逆性强、品质优，适宜
中早熟栽培等特点。与此同时，科学
施肥、合理密植等技术也有新亮点，
根据棉花需肥特点，一次性每亩深施
缓 释 复 合 肥（氮 磷 钾 20—9—18）50
公斤，密度 6000 株/亩，行距 76 厘米，

一播三行，与三行采棉机作业相配
合。”宿松县复兴镇农技站副站长王
晓光告诉记者，这些新品种、新技术
的示范推广，深受棉农欢迎。

此次示范现场会，是安徽省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抗逆中早熟棉花
新品种及配套技术示范与转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该项目涵盖棉花新品
种选择、机械化播种、一次性平衡施
肥、全程化学调控等单项技术，综合
示范麦（油）棉两熟周年秸秆还田和
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等技术模式，旨在解决制约当前棉花
生产的突出问题。

“本项目以自主选育适宜机采的
新品种为核心，2023 年在宿松县建立
综合技术示范基地 1000 亩，其中核
心示范区 500 亩，通过开展技术培训
及示范推广，来转化科技成果。”安徽
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叶泗洪副研究
员告诉记者，项目所要转化的成果具

有先进的科技含量，市场前景广阔，
是落实安徽省“两强一增”行动计划
的具体体现，对我省棉花绿色、环保、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和服
装生产国，需求量大，每年缺口 200万
吨以上，其中优质棉花自给率不足
70%，主要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
国进口。”安徽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
所长徐道青表示，2020 年以来，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给棉花进出口带来严
峻挑战，提高棉花自给率势在必行。

棉花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
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
展规划》提出，要巩固提升棉花生产保
护区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种植面积；力
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花播种面积
恢复到 1100 万亩以上，其中安徽省
100 万亩以上；重点推广中早熟、抗病
品种和“直密矮株型”栽培模式。

作为植棉大省，安徽棉花种植面

积位居全国第 6 位，其种植、加工、纺
织等产业链主要集中在沿江地区。
近年来，棉花价格低且不稳、机械化
规模种植率低、农资及劳动力投入高
等诸多问题叠加，造成棉花种植面积
持续下降，严重制约棉花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宿松县是安徽有名的棉花种植
大县。“由于棉花生产周期长，费工
费时劳动强度大，加上劳动力和生
产资料成本逐年长升，植棉比较效
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棉花种植面
积 连 年 下 滑 。 从 2008 年 的 32 万 亩
大幅度下降到 2022 年 3.5 万亩，皮棉
产量从 3 万吨下降到 0.37 万吨。”宿
松县农技推广中心农业站站长朱全
保表示。

如何推动全省棉花面积恢复增
长？叶泗洪表示，通过在沿江棉区宿
松县、安庆市迎江区等县区，建立以
新品种为核心的高产优质绿色综合

技术示范基地，推广抗逆中早熟棉花
新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辅以棉花
副产品高值化利用等途径，来降低植
棉风险，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棉农收
益。“向科技要效益，效益上来了，农
民才有扩种棉花的动力。”

在朱全保看来，安徽省农科院集
成棉花育种、栽培、植保、机械方面的
科研成果，重点转化棉花新品种、新
型种衣剂、病虫草害绿色防控、轻简
配方施肥、棉花集中成铃吐絮株型塑
造等技术，辅以种肥同播机、无人植
保机、采棉机等农机装备，这一套节
本增效的“组合拳”打下来，有助于宿
松县重振棉花产业。

“聚焦棉花提质增效，省农科院
棉花、土肥、植保、农机等研究机构协
同创新，在沿江棉区打造新品种与新
技术示范样板，将有力促进全省棉花
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农技推广
总站经作科科长朱烨倩表示。

技术协同创新 棉花提质增效
省农科院在沿江棉区建新品种与新技术示范基地

记者 观察

眼下，正值金银花盛开期。走
进青阳县乔木乡凌塘村金银花种
植基地，一簇簇黄白相间的金银花
挂满枝头，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加
紧采摘，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碌景
象。2018 年，凌塘村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青阳县丰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组建年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利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带领当地及周边村民种
植金银花。截至目前，乔木乡金银
花 种 植 面 积 达 1700 余 亩 ，金 银 花
已成为当地农业主导产业。

“今年采花用工共计 18000 余
人 次 ，高 峰 时 日 用 工 达 600 余 人 ，
发 放 工 资 近 100 万 元 。 金 银 花 基
地 有 常 年 务 工 村 民 80 余 人 ，年 人
均工资达到 1.5 万余元。”青阳县丰
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
丰介绍，金银花种植不仅解决了村
民在家门口的就业问题，还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凌塘村长山组
村 民 汪 小 满 今 年 72 岁 ，因 年 纪 大
无法外出打工，现在每年仅土地流
转 金 就 有 1500 元 。 金 银 花 采 摘
季，他到金银花基地采摘鲜花，一
天能挣五六十元钱，一季金银花增
收 2000 余元工资。

凌塘村金银花种植也带动了周
边村民就业。乔木乡金山村村民汪
清绣每年花季都赶过来，采摘 20 多
天能挣 2500 元左右。她算了一笔
账：“摘一斤金银花 6 元，每天能摘
20 斤左右，这活对经常干农活的人

来说还算轻松，离家近还能挣点钱，
真是太好了。”

在发展金银花种植的同时，乔
木乡鼓励基地套种传统名贵中药材
九华黄精。如今，乔木乡九华黄精
种植面积已达 2000 余亩，成为青阳
县九华黄精的重要产地，2020 年成
功申报九华黄精特色小镇。为了帮
助金银花等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
乔木乡在资金、人力、宣传等要素上
给予重点扶持。今年 5 月 20 日，乔
木乡成功举办了乔木金银花节暨九
华黄精特色小镇主题推介活动，吸
引众多人员前来观光体验。

游客黄媚每年金银花开时，都
会带着孩子过来游玩，体验当地生
态农旅融合发展带来的乐趣。黄媚
告诉笔者：“这里不仅可以看见美丽
的 金 银 花 ，还 可 以 带 孩 子 参 加 采
摘。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都有收
获。”2019 年以来，凌塘村金银花基
地先后获得池州市科普基地、安徽
农业大学产学研基地、中国林草产
业创新企业等荣誉称号。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乔木乡副乡长李栋林表示，该乡将围
绕九华黄精特色小镇建设，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王齐斌）

金银花开幸福来

近日，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超
然家庭农场内生机盎然，吊蔓西瓜
硕果累累，桑葚果实缀满枝头，工
人们正在给香瓜整枝疏果。“西瓜
和香瓜是近两年才种植的新品种，
6 月上旬采摘上市，主要批发销往
超市及周边水果零售店。”经营户
刘超介绍，都是按有机标准种植，
销路一直很稳定。

家庭农场主刘超是一位 90 后
返乡大学生，7 年前怀揣梦想回乡
创业。“创业路异常艰辛，像资金、
调研市场、土地承包等很多事都需
要解决。”刘超说，刚开始种植了 4
个草莓大棚，因为缺乏种植技术和
管理经验，品质和产量都受限制，
市场不认可，利润微乎其微。

“我几乎走遍滁州所有的草莓
种植基地，尝遍了全市所有品种的
草莓。”当初的创业经历至今记忆

犹新，为增加自家草莓的竞争力，
他从山东引进了新品种“隋珠”“白
雪公主”，通过自己精心的栽培和
管理，新品种个大，色泽光亮，甜中
还透着一股浓郁的香气，一上市就
得到市场认可。在草莓销售上，刘
超也开始通过网络销售、与团购网
站合作及微信平台拓宽销路。

2021年开始，刘超引进“特小凤”
西瓜及“博洋”“花蕾”等香瓜品种，尝试
大棚立体有机栽培，积极应用新技术，
使自家农产品达到无公害、绿色标
准。目前，家庭农场拥有瓜果蔬菜27
亩，建设标准化草莓种植大棚30亩，养
殖水面48亩，各种农用机械一应俱全，
每天固定使用工人达10余人，留守村
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夙愿。2021
年，刘超喜获滁州市“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表彰。2022年，刘超再获滁州市首
届“青年创业先锋”表彰。

“近年来农场经营状况日渐好
转，不仅仅归功于产品质量和自身
信誉。”刘超说，随着乡村振兴的稳
步推动，农村道路交通更加便利，
沿线村庄环境焕然一新，节假日入
园观光采摘的游人日益增多，带来
的经济效益特别明显。另外，通过
参加南谯区政府组织的家庭农场
实用技术培训，学到了很多科学种
植技术。

眼前的刘超依旧腼腆而不善
言辞，衣着古朴却透着成熟干练。
刘超说，年轻人要有在这片沃土上
成就梦想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韧
劲，看准了的事就要认真地做，这
样才不负青春韶华。（陈勇 董超）

创业梦想在乡村绽放

眼下，正是丝瓜络田间管理关
键期。走进宿松县汇口镇同马社区
西风堤丝瓜络种植基地，只见一株
株丝瓜络长势喜人，无数根又细又
长的瓜藤在工人们的帮助下，都爬
上了两米多高的网架上，给一眼望
不到头的基地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
毯，煞是壮观。

“ 以 前 ，这 里 全 是 废 弃 的 旧 宅
基地，一直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在
同马社区党总支书记桂长江看来，
西风堤废旧宅基地的变化，得益于
丝 瓜 络 种 植 项 目 在 同 马 社 区 的 落
地建设。

西风堤原是一个村庄，地处长
江江畔。2022 年 4 月，同马社区在汇
口镇党委政府和县相关部门的大力

扶持下，筹集 30 万元资金，对占地
200 亩的西风堤废旧宅基地进行改
造和土地平整。同年 10 月，湖北黄
梅县丝瓜络种植大户杨生林瞄准西
风堤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
投资 100 万元，在这里创办了丝瓜络
种植基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跟随着杨生林的脚步，笔者来
到了丝瓜藤架下，只见十几名妇女
穿梭其间，忙着将主枝上长出的一
根根小丝瓜藤，牵拉到网架上面，然
后小心翼翼地用绳子将其捆住。杨
生林说，基地里共安装了 1600 根水
泥杆，上面都铺着一层钢丝网，这是
为了将丝瓜藤全部牵引到上面，以
提高丝瓜络的挂果率。自 5 月中旬
以来，基地每天都要安排 20 余名工

人 ，给 丝 瓜 络 整 枝、牵 藤、除 草 ，整
枝、牵藤工作要持续到 7月底。

杨生林介绍说，丝瓜络有着很
高的经济价值，既能做中药材，又能
做新型环保材料。丝瓜络每年 4 月
中旬种植，6 月份陆续挂果，7 月中旬
开始采收，采收期持续到 12 月份，采
收后的新鲜丝瓜络都要经过浸泡、
去皮、去瓤、晾晒等工序之后，才能
形成成品丝瓜络，每 10 斤新鲜丝瓜
络，只能加工出一斤干品，一斤干品
在市场上能卖到 40 元；正常情况下，
每亩地可出产 350 斤左右的干品。
今年基地种植的 200 亩丝瓜络，平均
亩产干品量有望达到 350 斤，届时可
创造总产值 280万元。

（孙春旺 尹丹丹）

丝瓜藤牵出致富新路

5月 30日，在皖河农场石牌镇双
一村大托管基地，数台大型收割机来
回穿梭,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去年秋种，皖河农场公司根据
省农垦集团公司统一部署，以“两强
一 增 ”行 动 为 引 领 ，在 怀 宁 县 石 牌
镇、宜秀区五横乡等周边乡村试点
推行农业生产“大托管”，目前已签

订土地托管面积近 10000 亩。其中
流转土地种植的小麦 800 亩喜获丰
收，平均亩产量达 450 公斤，宜秀区
五横乡近 3000 亩夏种正在开展。

据了解，在小麦生产过程中，皖
河农场公司将农户自愿托管的农田
实 行 统 一 机 耕 、统 一 飞 播 、统 一 飞
防、统一收割、统一烘干的“五统一”

耕作模式，不但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增加了群众收入，有效解决了冬闲
田撂荒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同时增加村集体收入，实现多赢，助
力乡村振兴。截至 5 月 30 日，皖河
农场公司近 5 万亩小麦、油菜等午季
作物已全面抢收结束，与此同时夏
种正在有序开展。 （徐丽燕）

皖河农场“土地托管”实现多赢

5 月 28 日上午，在安庆市宜秀
区杨桥镇鲍冲湖村栗树组的水果采
摘园里，茂密的枝条上挂满红彤彤
的桃子，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
装车，将桃子送往市场销售。“今年
的桃子品相很好，预计整片果园全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15 万元。”看着
一筐筐个大饱满的桃子，采摘园负
责人张复祥高兴地说。

栗树采摘园曾是一片杂草丛生
的荒坡，既资源浪费，又影响着村容
村貌。2021 年，该村对栗树组的荒
地 荒 坡 进 行 复 垦 ，建 立 占 地 面 积
120 亩的水果采摘园，种植樱桃、蟠
桃等精品水果，不仅每年为村集体
增收 20 万元，还带动村民就业 60 余
人，年人均增收 4800 元。

鲍 冲 湖 村 自 然 资 源 丰 富 ，有
9000 亩山场和 3000 亩的水面，森林

覆盖面积达 85%以上。但在缺乏区
位优势以及生态红线的制约之下，
曾经的鲍冲湖村仅靠水面收租，年
集体收入不到 10万元。

面对“荒山长柴不生财”的局
面，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索多元化发
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果、花卉苗木、乡
村旅游等产业，让荒山变为致富的

“金山银山”。该村先后引进龙泉生
态农林开发、安徽宜龙集团、润滋农
林科技等 10 余家公司，进一步盘活
荒山荒坡，建成多个特色苗木和水
果采摘基地。如今，全村精品水果
和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 2100 亩，带
动村民就业 600 余人，实现了集体
增收、企业创收、村民受益的“三赢”
局面。

（余永生 鲁大雅）

荒山披新装 增绿又生金

能人 传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