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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节气已过，北方寒风凛冽，
但云南金沙江畔、广西右江河谷、海南
三亚等秋冬蔬菜生产区温暖如春。

在广袤的田野上，各类蔬菜郁郁葱
葱，运菜车辆来回穿梭，集散市场里人
头攒动。

翻越崇山峻岭，跨长江、渡黄河，
这些新鲜蔬菜一路向北。为做好今冬明
春的蔬菜供应，素有“南菜园”之称的
滇桂琼等省区多措并举，确保供应充
足、品类丰富、价格基本稳定，在做好
民生保障中，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稳价保供 “南菜园”里正忙碌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但在

云南、广西、海南的秋冬蔬菜生产区，
却是“一年之计在于冬”。

在云南省最大的冬早蔬菜产区元谋
县，元马镇星火社区的黄瓜大棚里一片
忙碌，农户早上7点就下地采摘，大棚外
等待装箱的黄瓜已经堆了1米多高。

“元谋温差大、日照长，种出的黄瓜
皮薄、脆甜，很受北方市场欢迎。每天
我从这里发往河南郑州的黄瓜就有 3 车
54吨。”种植大户张小康说。

作为我国“南菜北运”重要基地之
一，元谋县预计今年蔬菜种植面积约 24
万亩、产量近 74 万吨。包括元谋县在
内，经过 30 余年发展，我国“菜篮子”
工程已形成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
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等优势区域。

其中，云南、广西、海南均在我国
“南菜北运”七大省区之列，每年秋冬季
都有大量新鲜蔬菜销往北方。

蔬菜生产关乎民生保障。滇桂琼等
省区多措并举，确保蔬菜种得出、卖得
好、运得出，为全国市场稳价保供作出
应有的担当。

种得出。番茄、黄瓜、甘蓝、香
葱、青椒……目前云南、广西的秋冬蔬
菜已经大量上市。在海南省三亚市，政
府发放冬季良种补贴，农民在田间地头
抢种瓜菜。今年，三亚市冬季瓜菜种植

面积将稳定在 15万亩，力争总产量突破
47万吨。

卖得好。“卖菜不用跑市场，鼠标一
点就成交。”滇桂琼积极探索“传统农
业+电子商务”新模式，并通过农批、农
超对接等拓展线上线下销路。下个月，
2021年中国 （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将如约而至，预计参展商有
2000多家，还将举办“云上对接会”。

运得出。为保证蔬菜外运通道畅
通，滇桂琼在交易、流通、秩序方面狠
下功夫，强化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并提前预留春运高峰期的“绿色通道”。

10月中旬以来，元谋县最大的蔬菜
集散地能禹蔬菜批发交易市场进入“白+
黑”式忙碌状态。每天有700多吨蔬菜从
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这几天，菜商吴发祥忙着收购甘
蓝。“一车甘蓝 32 吨，2 位司机轮着开，
60多个小时就能到北京。忙的时候，我
每天要往北京发6车甘蓝。”吴发祥说。

南北相济 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秋冬蔬菜生产一头连着产区农民的

“钱袋子”，另一头连着北方市民“菜篮
子”。最近，一些地方菜价上涨，引发公
众关注。

这主要是由于灾害性天气导致上市
量有所减少，农资价格上涨，运输流通
成本增加。个别地区疫情点状散发，也
增加了产销衔接难度。

农业农村部综合研判认为，当前及
“两节”期间，全国蔬菜生产总体正常，
灾害影响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当前全
国在田蔬菜面积为 1.03 亿亩，同比增加
了400万亩，预计未来三个月后，蔬菜供
应量能够达到 2 亿吨、同比增加 700 万
吨。

对于今冬明春的蔬菜供应，“南菜
园”也信心十足——当前广西在田蔬菜
面积545.3万亩，同比增加23.5万亩，预
计未来4个月产量可达1184.6万吨，同比
增加38.5万吨；云南在田蔬菜面积510万
亩，同比增加 6.5万亩，预计未来 4个月

产量可达 980 万吨，同比增加 15 万吨；
海南各地正积极补种、抢种，降低前期
台风雨水天气造成的影响，预计今冬明
春瓜菜种植面积约 290万亩、产量约 500
万吨。

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近年来滇
桂琼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质量兴农、品
牌强农和绿色发展等导向，高度重视

“菜篮子”产品供给安全，从源头上保障
蔬菜供应、质量安全和价格稳定，实现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博白蕹菜、荔浦芋头、罗平生姜、
元谋番茄、三亚豇豆……借助“南菜北
运”的广阔市场，滇桂琼因地制宜，把
蔬菜产业列入“一县一业”“一村一
品”，把党组织建在龙头企业、合作社、
生产基地，涌现出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实现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绿油油的香葱，长势正好。在广西
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中平村，发展了 20
多年的香葱产业已告别粗放式生产，向
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转型，并形成
香葱产销“一条龙”。

“我们村就是靠种香葱致富，许多家
盖了漂亮的楼房，大家都说这是‘香葱
楼’。”中平村党总支书记卢能成说。

洞察“需求侧”，方能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瞄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田园休闲需求，滇桂琼依托蔬菜产业，

“烹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餐”。
在海南省三亚市大茅村的奇幻世界

共享农庄，水培蔬菜、众筹种植的火龙
果以及亲子民宿吸引不少游客“打卡”。
在这个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带动下，当地
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2017年的 8620元提高
至2020年的2.15万元。

提质升级 “南菜园”愈加春色满园
如今，在种菜历史悠久的元谋县大

塘子村，涵盖种子繁育研究、会展交
易、育种展示等全产业链的元谋现代种
业科技园入驻，实现当地农业的再次飞
跃。村民不仅种植品种繁多的蔬菜、水
果，还实现从育苗、种植、销售到电商

“不出村”。
不仅是元谋，近年来滇桂琼等省区

加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规范土地
流转、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
现，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
强，蔬菜产品愈加健康、绿色、生态，
田间地头涌现的新鲜事也越来越多。

在广西田东县引入的首个国家有机
农业综合体项目，不仅建设了水肥一体
化系统，还配有生产可视化、全程溯源
等物联网科技。

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消毒、
统一出苗……海南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院采取工厂化育苗方式，今年将培
育 1000万株优质青瓜、茄子、豇豆等种
苗。

“我们一头连着专家，一头连着农
民，持续推出好种好苗，才能真正把科
研成果转化到农民手里。”该院院长孔祥
义说。

展望未来，滇桂琼将继续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蔬菜产业规模化、
绿色化、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

云南持续评选表彰“十大名菜”、培
育“云菜”品牌，在全省蔬菜生产用地
配套建设、完善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
色防控设施，提高菜田生产设施化和机
械化水平，推动产业绿色发展。

广西根据气候条件、种植传统、市
场需求、区位优势等，进一步优化设施
大棚蔬菜产业布局，加快实施露地蔬菜
提质增效工程，并强化防灾减灾机制。

海南创建农产品品牌引领农业转型
升级，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重点行
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产销对
接确保“卖得好”，持续擦亮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品牌。

不断深化的改革创新，让千家万户
的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机衔接、相
辅相成，“南菜园”愈加春色满园，为

“菜篮子”的稳价保供、推动乡村振兴贡
献更大力量。

“南菜园”里满眼春
——滇桂琼“南菜北运”生产一线直击

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杨静 罗江 雷嘉兴

在湖南省新邵县县城 10
多公里外的雀塘社区服务中心
前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有
摆放整齐的健身器材、休闲桌
椅，不少人在享受温暖的阳
光。正在此休憩的“老村干”杨
兑国告诉记者，多年前的雀塘
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坐的地
方，以前堆满了垃圾，家家户户
门口堆垃圾，臭气熏天。”

新邵县曾是贫困县，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不少雀
塘居民就靠回收废旧塑料谋
生。老百姓在自家小作坊将废
旧塑料制品分拣、粉碎、清
洗，产生的污水就直排到周边
沟渠。杨兑国还记得：“那时
候都是打井喝地下水，很多人
因水污染得病。”

当时，当地人在加工回收
废旧塑料制品时，塑料经过加
热形成颗粒会产生大量恶臭气
体。“村里烟雾弥漫，走到哪
里都能闻到一股焦味，村里也
没有柏油路，车开快一点，连
路都看不清。”居民安枭说，
他去外地读书时曾被同学嘲笑

“垃圾村来的”。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资源再生”持续多年后，当
地政府和老百姓意识到，只看
眼前利益行不通，产业清退、
转型、升级才能让乡村环境变
好、给乡村经济持续“造血”。

在随之而来的治理中，小
作坊相继消失，专业、环保的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取而代
之。2016 年，一座现代化循
环经济产业园开始建设，安枭
父亲的公司是最早一批入驻的
企业。“父亲转型做废旧铝制
品回收加工利用。加大技术和
环保投入后，废铝基本没浪
费，产出的铝锭可用于制造摩
托车发动机、手机外壳等产
品。”

当地的循环经济产业已成
为区域性特色产业，去年产值
30 亿元，老百姓在家乡实现
就业增收。产业园负责人伍洞
良说：“发展循环经济产业让
雀塘重现碧水蓝天，也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产业动
力。”

资源再生业转型升级让湖南雀塘重现碧水蓝天
新华社记者 陈宇箫

脆枣、蛋糕、啤酒、盆
景、枣木雕刻……在山东省滨
州市沾化区，一棵老枣树衍生
出一片冬枣林，因此产生了冬
枣产业，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
收。

沾化区下洼镇是沾化冬枣
的起源地。这里生长着一棵树
龄 300多年的冬枣树，每年能
生产冬枣300斤左右。

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
长说：“1990年，下洼镇发展
冬枣产业之初，育苗场的冬枣
树就是用它来接穗、嫁接的。
整个下洼的冬枣树都是它的

‘子孙’。”
育苗成功后，下洼镇大面

积推广冬枣种植，在张三、马
武等村，一共种下 3000 多亩
冬枣。

滨州市沾化区地处黄河三
角洲冲积平原，濒临渤海湾，
盐碱性的黄河土壤不利于传统
粮食种植，却为冬枣提供了适
宜的生长条件。

2000 年左右，沾化农民
庭院里一棵冬枣树产的冬枣，
能卖到三四千元，比两三亩地
的 庄 稼 收 入 都 高 。 到 2005
年，下洼镇枣农年人均收入达
到1万多元，村集体收入也逐
年提高。

在沾化冬枣研究所的院子
里，有十几个枣树品种，用于
枣类品种研究和栽培技术示
范。于洪长说：“沾化冬枣产
业也有过低迷期。这些年，镇
里支持枣树更新换代、大棚种
植，冬枣产业又焕发出活力。”

这几天，下洼镇曹庙村大
棚冬枣园里，健之源冬枣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陈磊正忙着给枣
树喷洒药剂，进行病虫害防
治。他说：“多亏给冬枣树盖
上大棚，种出的冬枣品质、口

感有保证，卖价也高了。我种
的沾冬2号根本不愁卖。”

今年冬枣成熟的关键期，
沾化遭遇连续阴雨天气，大田
的冬枣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下
洼镇党委书记姜竹凯说：“镇
上年初出台政策激励枣农建设
设施大棚，改良嫁接新品种，
效果明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大大提高。”

在下洼镇，越来越多的冬
枣大棚拔地而起，冬枣树住进
了“小房子”，种冬枣不再看

“老天爷”的脸色，大棚里的
冬枣平均价格比普通冬枣高出
一大截。

不仅如此，除了鲜食外，
沾化区把冬枣作为发展现代农
业的主攻方向，引进冬枣深加
工项目，发展采摘观赏服务
业，引导冬枣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于洪长说：“我们还专门
培育了冬枣盆景，果实结得
密，而且不容易掉果。挂果期
长达6个月，适合放在家里观
赏。”

依托冬枣，沾化区建成了
50 多处集中连片的旅游采摘
园，沿公路干线建成 300多公
里的“冬枣采摘长廊”，全区
年接待游客约160万人次。

作为沾化冬枣原产地和主
产区，下洼镇还发挥枣木资源
优势，引进木雕企业，利用废
弃枣木、枣根创作生产枣木马
扎、手杖等艺术品，打造“沾
化枣木”木雕特色产业。目
前，下洼镇已发展木雕经营企
业、业户近30家。

今年，滨州市沾化区下洼
镇村级集体收入超 10 万元的
村占比由 42%上升到 79%，人
均 年 增 收 3000 元 左 右 。

（新华社电）

山东沾化：百年老枣树推开盐碱地上致富门

鲜红的大公鸡栩栩如生，金黄的稻
穗映出农民丰收的笑靥，绿水青山间流
淌着江南风光……初冬时节，走进位于
浙江西部山区的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
东村，街巷间随处可见一幅幅色彩浓烈
的墙画。

这些墙画出自当地村民之手。他们
踩着梯子，手握画笔，在一面面白墙上画
出极富乡土气息的艺术画。“白天扛锄头，
晚 上 拿 笔 头 ，卧 室 当 画 室 ，门 板 当 画
板”——当地的顺口溜正是“余东画村”里

“乡村毕加索”的生动写照。
“越来越整洁的乡村环境，越来越富

裕的农民生活，正是十九届六中全会描绘
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余东
村党支部书记余晓勤说，过去，村里主要
以种植水稻、柑橘和扎龙灯狮灯手工业为
主。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衢州文化馆下乡
组织绘画培训，这颗农民画的种子开花结
果至今已50多年。

如今，800多人的余东村，参与农民画

创作的有 300 多人，其中骨干成员 48 位，
中国美协会员 1位，还有 6位农民画家入
选“浙江省民间优秀艺术人才”。

村民余云梅没想到，通过画画，可以
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村庄的风貌。“过去丈
夫外出打工，我留在村里看着自家橘园。”
如今，她从一个普通村妇变成了浙江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一年仅绘墙画就能收入十
余万元。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一幅画如何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源，带动老
百姓走上“共富”之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到“促进共同
富裕”。浙江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重中之重，正是解决好山区26县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

柯城区沟溪乡党委副书记陈国刚说，
外地考察团队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投了多
少钱”，但余东的做法不是靠堆钱，而是挖
掘沉睡的农村资源。

“全国有不少农民画村，但一幅画真

正带动地方百姓致富的却不多。”陈国刚
说，不去挖掘每个村独特的优势，“金点
子”就是在沉睡。通过“市场化的大脑”唤
起村民共同建设的积极性才是关键。

记者在当地开发的农民画线上交易
平台看到印有农民画图案的餐具、手提
包、相框等衍生品，一条“农民画+”的产业
链正逐渐形成。

光靠卖画不行。当地村干部说，余东
的创新在于做活一条时尚的农民画产业
链，从卖画到卖版权、卖文创、卖旅游。

陈国刚说，当地共开发出80多种农民
画文创产品，与杭州万事利丝绸联手开发
农民画丝巾等产品，还把农民画“搬”进了
华为手机壁纸商城。

数据显示，2020年余东农民画及文创
产品产值超过1500万元，农民增收1万余
元。农民画产业美了乡村，富了农民，余
东村也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共建共享共
富的典范乡村。

2021年“五一”期间，余东村接待游客

1.5 万人，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收入近
120万元，农民画文创产品更是热销。

如今，余东村农民画已经走出村域，
走进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和国际文化艺术
节等舞台。据悉，当地人社局还将对农民
画家进行职业等级认定，农民画也被纳入
当地职业培训项目。

余东村乡村振兴的画布也越铺越大，
辐射周边更多乡村，结合各村特色产业，
开发出农民画碗瓷等产品，为乡村发展注
入新动力。

柯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鲍继红说，
2020 年 9 月，余东村启动未来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上色”，这座以农民画驱动
的乡村，未来将呈现更多国际范、江南韵、
乡愁味。

看浙西“余东画村”里的“乡村毕加索”如何点墨成金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郑梦雨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广
播电视局获悉，广西智慧广电
固边工程龙州、东兴试点项目
主要建设任务全面完成，截至
目前，项目已在龙州、东兴两
地边境地区累计建设广电光缆
干线约 242.64公里，完成 100
个边境自然村联网。

据了解，智慧广电固边工
程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
五”期间着眼兴边富民、乡村振
兴重点推动的惠民工程项目。
今年，广西成为全国智慧广电
固边工程两个试点建设省份之
一，试点建在龙州县、东兴市。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边
境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
施、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平

台和边防部队专用文化信息服
务平台、智慧广电赋能应用等
建设，完成“四通”（通自然
村、部队营房、口岸、乡镇卫
生院）光缆联网，累计建设广
电光缆干线约242.64公里，完
成 100个边境自然村联网，20
个边防部队营房、5个乡镇卫
生院、2 个边防口岸光缆联
网，13 个行政村全媒体信息
站建设。

据介绍，下一步广西将在
试 点 基 础 上 向 8 个 边 境 县
（市、区） 推开这一项目建
设，实现边境全覆盖，支持边
境疫情防控，强化文化固边，
助力兴边富民和乡村振兴。

（新华社电）

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完成100个边境自然村联网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一家
企业的缝纫工人在制作服装产品。

今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
山街道积极推进“村头工厂”建设，通
过实施就业技能培训，扶持企业扩大规
模，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当地富余劳
动力提供纺织、服装等多个产业的工作
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发 梁孝鹏 摄

山东即墨：

““村头工厂村头工厂””助就业助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