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县张村乡，一栋栋鸭舍整
齐排列，成群的鸭子叫得正欢。
这是农民杨瑞连建的肉鸭养殖
场。借助乐寿农牧集团的“五统
一”经营模式，他每年能养肉鸭
2万只，年收益30万元以上。在
献县，像他这样被带动起来的养
殖户有近700户。 除 了 养 殖 行

业，依托全产业链条的发展，饲
料原料的收购运输，鸭苗、成
鸭、冷冻鸭坯及成品饲料的运
输，抓鸭队、鸭棚建设施工队等
环节，也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据统计，在献县肉鸭全产业
链中，被带动的从业人员达1万
人以上，每年可增收 1.5亿元以

上。
献县农民分享肉鸭产业链条

增值收益，还只是我市全产业链
条带动效果的一个缩影。农业产
业链姓农，主要的目的和功能就
是联农带农。农业全产业链将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及科
研团队、技术培训、生产服务等
主体一体化打造，延伸出生产、
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增值
增效链条，让农民实现多环节就
业增收。

以桑树栽植带动产品加工和
旅游休闲养生产业的发展，营子
镇桑葚产业延伸链条后，直接吸
纳当地800名农民就业，间接吸
纳500人以上就业。当地农民人
均收入提高40%以上，带动周边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20%。不
仅如此，为助力桑葚种植户及相
关企业的农产品线上创业增收，

营子镇每年还会开展电商培训，
针对种植户及相关产业负责人讲
解相关电商平台的创业技巧、网
店及微商的经营策略，拓展增收
空间。

以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为龙头打造的“动物养殖—原
料收购—皮张鞣制—皮张染色—
裘皮服装设计加工—销售贸易”
于一体的皮毛加工产业链，除带
动起皮毛动物养殖、饲料、皮张
加工、科研设计、销售、物流、
出口、旅游、电商等行业共同发
展，还联动了饲料用鱼、肉冷
藏、辅料、丝线、纽扣等相关行
业，广泛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通过全产业链赋能，我市多
地农民的增收途径已从单一种养
领域向全产业链中的二三产业拓
展。增收空间更为广阔，农户们
在产业发展中同步受益。

链条拓展 农民分享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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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会卖 产业安全有保障

防返贫培训防返贫培训防返贫培训 为脱贫户再添为脱贫户再添为脱贫户再添“““柴柴柴”””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 卫 杨吉利 李辰昊

今年，农业农村部相继发布加快农业全产业链

培育发展、开展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及重点县建设

的文件，指出在“十四五”期间，要围绕重要农产

品、优势特色农产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全产业链，是围绕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将

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

费、服务等各个环节、各个主体有效衔接的一二三

产融合经营模式。近年来，借助农业现代化、规模

化、产业化建设，我市农业全产业链已崭露头角，

并成了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日前，记者

走进我市多地，看全产业链条如何在乡村产业发展

中挖掘高价值、重塑新功能——

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延伸农业全产业链
“““链链链”””出发展新天地出发展新天地出发展新天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不负好不负好不负好“““食食食”””光光光
■■ 梦 鹤

几天前，在手机上看到这样一条
新闻：某奢侈品牌与上海一家菜市场
做了个创意活动——顾客买满 20 元
菜，就能获得该品牌的一只手提袋。
视频中，一名女子拿着奢侈品手袋美
美拍照后，走出市场就把刚刚购买的
芹菜丢到了路边的垃圾车里，流畅的
浪费行为刺痛人心。不少网友热议，
在拒绝浪费的风尚下，这样做，浪费
的不只是个人财物，也伤到了公众珍
惜食物的心。

另一边，有关秋收的视频新闻也
“刺”疼了大家的心。但是这里的疼，
是感动的心疼——阴雨连绵，田地积
水，收获遇难。虽然条件恶劣，但不
少老农并没有放弃庄稼。他们蹚水进
地，硬是把玉米一个个掰下来，又一
袋袋背回家。冷水浸泡，不少人冻得
嘴唇都紫了，却依然坚持收获，让人
心生敬意。

这两个视频对比鲜明，引发了笔
者的思考。为何有人就可以随手丢掉
一把蔬菜不会愧疚，有人却甘愿冒雨
抢收一穗玉米，甚至还会为了泡水的
粮食流泪？是因为他们财力悬殊？还
是消费习惯不同？我想，归根结底，
还是有无对粮食、对劳动的尊重与敬
畏吧。

对于经历过饥饿的人来说，粮食大
于天，是决定生存的关键。但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粮食不再短缺，不少人就忘
记了过去，丢掉了敬畏之心。有大量丰
盛食材可供挑选时，珍惜的感觉被浪费
行为悄然取代。

在随手丢弃时，浪费者不会想到，
这些粮果蔬菜，倾注了种田人几个月的
汗水与心血。

笔者是一名“80后”，出生时已赶
上了好时候，从来没有为吃饭发过愁。
近些年，下乡采访，走到田间地头，亲
身感受才知，一蔬一饭，实在来之不
易。玉米从种植到收获，最快也要七八
十天才长成；小麦从播种到成熟，要经
过冬天严寒、春日大风还有夏季酷暑
……每一粒不起眼的米，每一棵看似平
常的菜，要经过多个环节才能被端上餐
桌。尤其是农业看天“吃饭”，在漫长
的生长中，还要经过恶劣天气的考验，
稍有不慎，面临的就是减产甚至是绝
产。

来之不易，更要倍加珍惜。上个周
末，我们度过了第 41 个世界粮食日，
不少人纷纷支招，如何杜绝“舌尖上的
浪费”——适当购买蔬菜粮食，避免不
当储存产生的浪费；外出就餐倡导光盘
行动，剩余餐点可打包回家；居家选择
小规格餐具、烹饪食物少量多样……

方法不少，重在行动。笔者认为，
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走到田间地
头，亲身体验粮食的生产过程。唯有亲
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其中的辛酸。唯有
体味艰辛，才有持之以恒的动力。

虽然饥饿已成往事，但我们依然要
对食物心怀感恩，让节约成为永不过时
的美德。愿每一个人都能不负好“食”
光，不负每一份辛劳。

本报讯 （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李粲）
日前，我市2021年度现代农业园区培训在
青县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农民培训中心开
班，全市百余名各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经
营主体负责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市农业项目规划与监测中
心主办，旨在让经营主体深入了解数字农
业领域新技术和现代农业装备，推动园区
数字农业发展，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

当前，智慧农业已深入各领域，今后
农业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手段。学习数
字农业，转变传统农业生产和思维方式，
不仅节约成本，还能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效
率，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支撑。

为此，培训会特意请来河北农业大学
专家韩宪忠教授讲解“‘互联网+’与智
慧农业”，让学员们了解最新信息技术，
通过实例学习互联网技术如何赋能现代农
业。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数字乡村专委会
专家张鹏程带来的“智慧农业让中国没有
难种的土地”课程，从中国农业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智慧农业的组成部分等 5个方
面讲解。此外，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三
农”服务中心主任席国成还分享了现代农
业经营管理模式实践与沧州农业典型案例
分析。沧州市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孔德平讲
授的“羊肚菌—南瓜”绿色高效循环生产
模式，也都干货满满。

培训课程详尽易懂，内容全面实用，
学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仅开拓了经营
思路，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和思维方
式，还为今后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指明方
向，提供学习的范本。

赋能现代园区发展赋能现代园区发展赋能现代园区发展

掌门人学智慧农业掌门人学智慧农业掌门人学智慧农业

金秋时节，菊花飘香。走进
献县英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片片洁白如雪的菊花映入眼帘。
十几名村民正忙着抢收，他们或拎
着篮子，或提着袋子，随着手臂来
回摆动，一朵朵洁白的菊花逐渐从
枝头消失。

“今年俺们共种了 400多亩
地菊花，主要有北京菊、七月菊
等两个品种，目前已进入采摘
期，走向药材市场。”合作社负
责人郝万仓正忙着将采好的菊花
晾晒，不多时，邢台客户就要来
拉货了。每天，合作社能卖出 2
吨花。

献县英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已成立 10余年了，一直专
注特色中药材种植。原来，金银
花是这片土地的主角。近年来，
得知菊花市场效益好、管理更方

便简单，郝万
仓尝试着探索
种植。“菊花
有平肝明目、
清热解毒、润
喉生津、抗疲
劳等功效，可
以食药两用。我们这儿地力不
错，“五一”前后种上芽子，只
要前期不涝，再注意除草、杀菌
等管理，就能闹个好收成。”

每亩地产花 1000 多公斤，
鲜花价格能卖到每公斤8元，小
小的菊花不愁销，成了郝万仓的
致富宝。

除了促进农业增效，每年农
历八月十五后，菊花进入采收
期，也为当地闲散劳动力提供了
难得的工作机会。

“现在俺们已采收了 20多天

了，工人都是周边村里的妇女和
老人，还有部分脱贫户。”他指
着地里采摘菊花的村民说，“俺
们是按件记工，工人摘一公斤菊
花可以赚 1.6元，每天少的可收
入百十元钱，多的能赚200来块
钱，中午还管饭。”

将菊花种植产业做大，明年
郝万仓还打算扩大菊花种植面
积，进一步做好技术培训，助力
乡村振兴。看着一望无际的花
海，他的笑容像绽放的花儿一样
灿烂。

“俺大女儿刚大学毕业就在北京找到
了工作，二女儿也很争气，在大学里当
上了团支书，今年还得了5000元奖学
金，俺也在村上找了一份保洁工作，现
在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多亏参加了你们
的培训课，让我生活有信心，致富有希
望！”近日，泊头市人社局组织的防返贫
培训课开课前，村民于立新高兴地握着
老师的手，分享她内心的喜悦。

于立新今年56岁，是泊头市寺门
村镇绘彩于村脱贫户，老伴因病离世
早，她一个人带大两个孩子，日子一
度过得十分艰辛。得知组织培训课
程，能帮助农村妇女掌握家政、作物
种植等各项技能，她连续 3年报名参
加，每次都早来晚走，认真听课。丰
富的课程不仅让她掌握了就业技术，
还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像于立新一样对生活重拾信心、
尝到防返贫培训课实惠的还有文庙镇

村民董桐英。培训课上，她学到了有
机蔬菜种植管理技术，搞起马齿苋种
植，算上正在做的兼职，一年下来有
2万多元收入。

今年以来，为了做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泊
头市人社局以防返贫培训为重点，以
促进就业增收为目标，摸清防返贫培
训人员底数，结合群众意愿和当地实
际，大力开展防返贫培训，努力做到
应培尽培、愿培尽培。目前，泊头市
12 个乡镇 545 人正在参加防返贫培
训。培训课程包括大田作物种植、养
殖、家政服务、养老护理、育婴、有
机蔬菜种植管理等，应学员要求，还
增加了创新培训、创业培训等内容。

在近日泊镇举办的防返贫培训课
上，34名学员还在课程结束后自发唱
起了国歌。热烈的气氛中，幸福在他
们的脸上绽放。

随着流水线快速前进，一只只完整的
白条鸭，走到终端时，被分割得只剩一个
鸭脖……走进今年投产的河北乐寿鸭业有
限公司郭庄分公司，生产车间一派忙碌。
不同于专注鸭坯生产的老厂区，郭庄分公
司的主营业务是分割肉鸭，这是献县乐寿
农牧集团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条的又一动作。

从1998年落子饲料生产加工后，乐寿
农牧集团就没有停下全产业链条开发的步
伐。如今，以肉鸭特色产业为核心，乐寿
农牧集团已实现了“玉米种植—种鸭繁
育—饲料加工—肉鸭养殖—屠宰制坯—熟
食加工—冷链物流—食品和餐饮门店连
锁”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为何“乐寿”一直执着于全产业链条
的建设？在公司负责人看来，全产业链条
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不仅能形成更大的产
业优势和发展潜力，还是各产业安全发展
的有力保障。

打造全产业链条后，可以最大程度减
少饲料原料成本及鸭苗价格上涨等因素带
来的不利影响，并从饲料、鸭苗源头开
始，把控养殖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不仅
如此，还能对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升级，通
过技术提升获得更优的产品质量和更经济
的产品成本，在加工产品进入消费终端
后，创造品牌溢价。与此同时，产业链一
体化经营还能保证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和销
售的稳定性。

能产会卖，在孟村回族自治县，由大
成畜牧开发有限公司主导构建的肉鸡产
业，也打造出覆盖饲料加工、鸡雏孵化、
肉鸡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专柜销
售等各环节的全产业链条。

在这个产业链中，绿色发展理念无处
不在。饲料配方经过多年验证科学严谨，
坚持无药残、无激素原则生产饲料。采用
高标准鸡舍，借助精良设备养殖，营造温
度舒适、湿度适宜、气味清新的最佳生长
环境。屠宰前7天，公司要按比例采样检
测药物残留，超标的拒收毛鸡。屠宰后，
还会按每户每天2至3只采样测药物残留，
超过国家标准的进行无害化处理。在加工
环节，率先启动“来源透明”食品工程，
建起从农场到餐桌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
管理系统。从农场到餐桌的绿色生产，让
市民们能吃得健康，为企业赢得更大市
场，又能反向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接“二”连“三”农业价值多元化

农业增值增效，关键在二三
产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积极
开发绿色生态高附加值产品、发
展休闲农业，建设三产融合的乡
村、园区，还能实现农业的多元
化价值。

深秋，漫步在泊头市营子镇
古桑文化景区，桑叶黄绿交织，
阳光斑驳点点，树影婆娑、草木
清新，别有一番秋韵。

营子镇有 2000多年的桑葚
种植历史。近几年，依托悠久
的种植历史及独具地域特色的
品种，大力发展桑葚种植产
业，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全
镇桑葚种植面积达 2 万余亩。
一产发展迈开步伐，二三产业
同样没有落后。他们不断延长
产业链条，建立产业园区，打
造高标准桑葚加工龙头企业，
研发出桑葚干、桑葚粉、桑叶

茶等特色产品，将小小桑果的
身价成倍提升。此外，瞄准日
益火热的农业休闲游市场，将
园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
合，以桑葚采摘休闲游为核心
的农业特色文化旅游也发展得
如火如荼。

李彩霞是营子镇三厂种植基
地的负责人，近几年，每到桑葚
成熟期，除了要带工人们抢收
葚果，接待前来采摘的游客更成
了她的重任。赶上丰收期，每天
基地要接待千人左右。从5月底
开园到6月中旬，接待的游客超
万人。

肃宁县尚村镇的华斯农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借助皮张
加工、裘皮服装设计制作、休闲
购物等二三产业，发掘出一张皮
毛的多元价值。

来到京南裘皮城，满目皆是

貉皮，客商们正仔细地挑看品
相。在这里流转的裘皮原料，不
仅抢占了全国各地毛皮加工基地
的订单，更因丰富而低价的优势
受到本地裘皮加工企业的青睐，
每年可加工出裘皮服装服饰几百
万件。

气温变低，迎来裘皮的销售
旺季。走进肃宁中国裘皮城，不
禁眼前一亮。农业全产业链延伸
的休闲功能，在这里体现得淋漓
尽致。

明亮的橱窗中，花样繁新的

裘皮服装赚足了游客们的目光。
这家的样式大气，那家的设计新
潮……试着、逛着，徜徉在裘皮
的海洋中，这是一趟寻美的旅
程。裘皮城 3楼的裘皮文化馆，
还挖掘出皮毛产业的文化价值。
文化墙上，肥马轻裘、吹毛求疵
等与裘皮有关的成语漫画让人会
心一笑。展台上，各式各样的工
具带人走进制皮的旧时光。裘皮
文化展示墙、珍稀动物仿真模
型，边走边看，游客们流连忘
返。

菊花芬芳富农家菊花芬芳富农家菊花芬芳富农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