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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甜’瓜，来马庄村，吃在嘴里，甜在心
里。”6月 10日，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马庄村
党支部书记史银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
条信息。当天，头营镇香瓜成熟上市。

“村集体加上农户，全村一共种植香瓜
59 栋棚。”史银强算了一笔账：按照零售价每
斤10元计算，1栋棚一年产香瓜2500斤，59栋
棚除去成本纯收入 70多万元，每栋大棚净赚
1万多元。

杨郎村家家户户一直以养殖、种玉米为
主。直到 2017年，杨郎齐力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后，投资建设了1000栋大棚种瓜，带动村
民入股合作社，入股村民达到 100户，人均收
入达3万元。

在马庄村香瓜上市之际，邻村杨郎村的
蜜瓜正铆足劲积攒糖分。阳光下泛着粼光的
连栋大棚里，拳头大小的蜜瓜挂满青藤。

“再有 1个月，这 1200亩蜜瓜全部成熟。”
齐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辉介绍，这些
蜜瓜以“农超对接”方式销往上海、浙江等地。

2019年，浙江客商彭利民看中原州区独
特的农业生产条件，找到曹辉合作。两人一
拍即合，将3000亩荒地改造，配套节水灌溉设
施，引进优质种子，种植高档优质蜜瓜。

“大家都要参与，一起赚钱。”曹辉创新经

营模式，引进浙江温岭市吉园果蔬合作社、宁
夏新绿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齐力种植专业
合作社合作，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方式，鼓励村民入股参与。

“带动全村 210户种植瓜菜，有 32户脱贫

户有了保底分红，解决就业280人。当年实现
产值 1000万元，收益 500多万元。”曹辉说，在
收益分配中采取入股分红制，农户首先在土
地流转中获得流转金，然后在流转土地上打
工获得劳动报酬，最后再通过本利结算分红，
实现多重收益。

头营镇产业发展的背后，蕴含着原州区
“一盘棋”谋划产业布局，坚持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的执着。

原州区昼夜温差大、空气清新，天然隔离
条件好，有着发展冷凉蔬菜的独特优势。产
自当地的冷凉蔬菜色泽鲜亮、脆嫩多汁，闻
名大江南北，成为南方消费者餐桌上的“香
饽饽”。

近年来，原州区改变一家一户的传统种
植方式，扩大冷凉蔬菜种植规模，推广新品种
试验示范种植，建成智能育苗中心、净菜分拣
中心、预冷库，延长蔬菜产业前端，延伸蔬菜
产业后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大棚蔬菜先上市，接着露地西蓝花、甘
蓝陆续上市。”种植大户马啟在彭堡镇河东村
流转2000多亩地，种菜的同时，联合专业合作
社成立“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联农带农
机制，组织跨村建、产业跨村育、能人跨村带，
带动彭堡镇11个村发展冷凉蔬菜5万亩。

“原州区把冷凉蔬菜按照一个工业流程
去做，依据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标准，从育
苗、栽植、管理到采摘、包装、运输、销售，建起
一套高标准农业生产模式，建立从生产到餐
桌全过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原州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冯晓明介绍。

依托“互联网+”建成蔬菜信息交易平台，
与全国各大果蔬市场联网，又在广东省主要
城市开设档口，打通菜地到餐桌直销通道；组
建冷链运输车队，将原州区的冷凉蔬菜销往
广州、深圳、上海等地。

“早期吴磨村种的菜只在周边集市出售，
自从合作社与外地大型超市合作后，取消中
间环节，从菜地到南方消费者餐桌实现直销，
亩均增收 30%。”彭堡镇吴磨村种植大户王升
说起销售变化感慨不已。

现在，原州区有机蔬菜基地被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工程确定为第一批认证基
地，认证形成了六盘山冷凉蔬菜产品品牌，
售价高于江南市场其他地区同类蔬菜 10%
至 30%。

今年，原州区把冷凉蔬菜产业确定为助
农增收的主要产业，沿清水河川道区打造清
凉蔬菜产业带，建设蔬菜示范村33个，带动冷
凉蔬菜种植20万亩，1.7万户农户参与。

玉米 70%、豆粕 13%、油渣 14%、预混料
3%……6月10日上午9时，原州区寨科乡蔡川
村村民杨宗仁像往常一样，来到牛棚配料。

看到杨宗仁，几十头牛扑闪着大眼睛伸
长脖子，哞叫着挤到槽前。

杨宗仁往槽里倒满腌制的青贮，撒上麦
麸、玉米粉、油渣，接着用木棒搅拌均匀，眼见
香喷喷的饲料配成，牛儿们迫不及待地吃
起来。

“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一样不
能少，饲料不仅要营养均衡，粗饲料、精饲料
搭配还要合理，这样精心喂养，牛才能膘肥体
壮。”说起养牛，杨宗仁侃侃而谈。

生活的磨炼，让这个庄稼汉明白，只有勤
劳用心、科学养殖，才能经营好来之不易的家业。

在养牛之前，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杨宗仁
一个人在外打工勉强维持。

2008 年，蔡川村成立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村民抱团发展肉牛产业。杨宗仁第一个响
应加入合作社，从银行贷款1万元起家。

有了政策支持、技术指导，杨宗仁养的牛
一年比一年多，从养殖“门外汉”慢慢成长为
远近闻名的“土专家”，饲养高品质肉牛 50多
头，每年给他带来18万元收入。

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元户，杨宗仁只用了
10多年就实现了致富梦想。

住砖瓦房、开小轿车，杨宗仁家的变化成
为蔡川村村民养殖致富的真实写照。

蔡川村位于固原市东部干旱山区，这里
曾经十年九旱、广种薄收，农民靠天吃饭，生
活贫困。

“2008 年，全村养殖黄牛 170 头、羊 1000
多只，全村资产不足 200万元，村里没有像样
的产业。”蔡川村党支部书记杨小军回忆。

脱贫攻坚让这个山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
变化，当地群众依托金融帮扶“借鸡生蛋”，养
牛、养羊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现在，全村饲养牛 5500头、羊 1万多只，
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3万元，全村有小轿
车 260辆，有 100多户村民在固原市区购置了
楼房，总资产超过3亿元。”杨小军说。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到肉牛养殖示范
村，蔡川村依靠“产业引领+能人带动+金融帮
扶”的“蔡川模式”名扬国内外，并作为中国扶
贫经典案例在联合国网站展示。

如何借鉴蔡川村的成功经验，促进全乡
群众富裕富足，寨科乡干部深入思索着。

“全乡现有牛 1万头，虽有一定规模但品

种落后，饲料投入产出比不高，利润较低。”
寨科乡副乡长马金国说，提高群众收入，肉牛
产业提质增效势在必行。

于是，寨科乡采取服务扩能、金融扩面、
产业扩规，开始探索“蔡川模式”升级版。“寨
科乡地广人稀，耕地超过 12 万亩，有着发展
养殖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马金国说，今年争
取项目，将现有耕地全部改造成高标准农田，
种植耐旱优质玉米，让土地为牛服务。

“用足金融惠民政策，将农户授信贷款从
5万元增加到 30万元，养殖大户授信贷款从
10 万元增加到 50 万元，贷款期限从1年延长
至3年。”马金国说，为了提高肉牛养殖效益，寨
科乡从品种引进到市场对接全程引导，促进百
姓“腾圈换牛”。

引导养殖户加快更换生长周期短、出肉
率高、经济效益好的优质品种，主推四代以上
西门塔尔、安格斯等高端肉牛品种。“现养的肉
牛每头利润 4000元左右，四代以上肉牛每头
利润 1万元左右。”饲养 15头四代肉牛后，杨宗
仁有了底气，付出相同劳动，四代肉牛每头可多
赚6000元。

“全乡的肉牛全部换代后，净增收入 5000
万元。”马金国说，计划用 3年把优质肉牛饲

养量扩增到 3 万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寨
科乡组织专业人员从外地引进优质肉牛，再
以平价向当地群众转售，推进肉牛品种改良
升级。

近年来，原州区按照“扩量提质”思路，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母畜扩栏、良种技术推
广和饲草基地建设投入力度，先后打造万头
肉牛养殖乡镇8个、千头肉牛养殖示范村30个，
培育养殖企业 7家、肉牛养殖合作社 354个、
规模化养殖场 52家，1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大
户达到 4799户，形成主体多元、协调互补、多
种养殖模式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肉牛就是行走的钞票。如今，原州区养
殖肉牛 26 万多头，产值 14.4 亿元，肉牛产业
增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16元，占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24%，成为富民硬支撑。

产业是富民之本。
原州区立足资源禀赋，加大政策扶持、技

术投入、人才培育力度，构建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产业链，高质量推进肉牛、冷凉蔬菜
等特色产业向标准化、科学化、规模化迈进，
不断提升富民强农综合能力，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产业
基础。

走进原州区张易镇黄堡村，
农家院里玉米、油渣等饲料堆积
如山，粉料机、搅拌机、铲车等农
用机械到处可见。

40岁的马志明是黄堡村有
名的致富能人，他每天清晨起床
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牛喂料、打扫
牛棚，观察牛生长发育情况。将
牛安顿好后，马志明打开粉料机
开始加工饲料。

“除了养牛、贩牛赚钱外，每
个月加工饲料还能收入 3000多
元。”马志明憨笑着说，眼里全是
喜色。

没有养牛前，马志明在外地
务工，收入微薄。在产业政策支
持下，马志明返乡创业，通过金
融贷款买牛种草、建牛棚，一心
扑在肉牛养殖上。

通过上网学习肉牛养殖技
术，向村里有经验的养殖户请教
疾病防治常识，参加技能培训，马
志明很快掌握了育肥、饲养技术。

“每年出栏 10 多头，收入七八万元，比在
外打工强。”惠民政策加个人努力，马志明的产
业如滚雪球般发展起来，现在牛存栏20多头。

靠着养牛，黄堡村村民致富奔小康，托起
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结婚时，家里除了 10 亩地、1 间土坯房
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村民马玉终回忆，
当时他对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道出路在何方。

2016年，黄堡村调查摸底，将马玉终一家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金融贷款扶持。

“第一年贷款买了两头牛犊，忙完农活后，
抽时间外出打零工，跑牛市了解行情，琢磨着
贩牛赚差价。”马玉终家距西吉县兴隆镇牛市
30多公里，他从贩卖肉牛行当中发现商机，决
定改变传统养殖方式。

经与妻子马生花商议，承包 40 多亩地种
植玉米，肉牛养殖、育肥、贩卖齐头并进，实现
年收入30万元。

如今，黄堡村肉牛存栏量 1.05万头，户均
10头牛以上。养牛成为村里的固定产业，成为
村民手中的“金饭碗”。

“之前，黄堡村外出务工 400多人，现在都
在家养牛，很少有人出去了。”黄堡村党支部书
记孙志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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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挺起农民富足脊梁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希望田野，一片欢歌。
“香瓜拉到本地市场销售，1斤10元；菜心通过冷链物流运输到广州，1斤12元。”
芒种一过，清水河川道区沃野上，弥漫着淡淡清香，瓜菜陆续成熟上市，人们忙着采摘、装运，收获的喜悦映红了农家人的脸庞。

原州区 新发展新变化
百姓说

2017年

生产总值 114.83亿元
第一产业 14.87亿元
第二产业20.78亿元
第三产业79.17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5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61元

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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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生产总值 130.35亿元
第一产业 16.80亿元
第二产业24.38亿元
第三产业89.17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596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46元

2019年

生产总值 135.98亿元
第一产业 16.83亿元
第二产业22.42亿元
第三产业96.73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95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164元

2020年

生产总值 146.92亿元
第一产业21.27亿元
第二产业25.26亿元
第三产业 100.38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72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63元

2021年

生产总值 158.71亿元
第一产业 19.61亿元
第二产业29.95亿元
第三产业 109.15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83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12元

创新拓展农业新天地

产业向高质量要红利

新农村、种植基地与“出户入园”养殖区相得益彰。彭堡镇姚磨村冷凉蔬菜基地。绿染山川，众业兴旺。

引进高档优质蔬菜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