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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日，在隆德县城关镇星火村，宁夏
千峰兔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兔舍内，随着饲养
员推着兔饲料的进入，一只只肉兔爬到食盒
前等待投喂。“75天左右，一只兔体重能达到
2.6公斤就可以出栏了，园区目前存栏商品兔
18万只，母兔 2万只。”生产总经理陈双斗瞧
着即将出栏的肉兔说道。

成立于 2020年的千峰兔业是一家集种
兔育种、饲养、销售及技术研发推广的全链条
融合发展的肉兔养殖企业，配置兔笼 36000
个，30栋标准化兔舍全部参与生产，年出栏商
品兔 130万只。带动全县 5个乡镇 530户农
户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迈进。

“无论从温度、湿度、水资源还是兔子的
生活习性来看，星火村都符合养殖条件。我
们公司养殖品种为伊拉配套系，种兔繁殖的
次数每年 6—7次。”在生产舍内，陈双斗翻看
着刚出生3天的兔宝宝说道。

母兔产崽是肉兔养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
一环，需要技术员 24小时照看，才能保证幼
兔的存活率。在距离千峰兔业 38公里的奠
安乡新街村肉兔养殖园区有一批怀孕的母兔
即将生产。“养兔子是门技术活，天气不好空
气潮湿容易腹泻，饮食、防疫工作要做好。想
要提高产量，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新街
村肉兔养殖园区技术员李婷说。

新街村是隆德县第一个规模养殖肉兔
的村子，从 2020年奠安乡打破村与村之间
界限，通过旧街村、新街村、马坪村、梁堡
村、雷王村 5村联合，成立奠安乡扶持发展
壮大村集体联合社后，奠安乡的兔产业发
展蒸蒸日上，成为全乡的支柱产业。“我们
乡把肉兔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
效途径，与产业富民和培育特色产业紧密
衔接。目前奠安乡有兔舍 26栋，基地现存
栏商品兔 24339 只，已出栏商品兔 43000
只，去年销售额达到 195万元。”奠安乡副乡
长夏靖祥介绍。

肉兔养殖推动奠安乡形成从种草到饲

料加工、种兔培育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在养殖肉兔之前，奠安乡村民就有种植紫
花苜蓿加工饲料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让
饲草有了去处，还让肉兔有了好饲料。”夏
靖祥说。

随着肉兔养殖业的兴起，隆德县也出
现了与兔肉相关的美食。以固原盛产的马
铃薯为主要原料配合新鲜兔肉研制出的

“芋兔相约”，碰撞出的特色美食也让当地
人尝到了不一样的美味。“以后我们还要研
究制作兔肉火锅、兔肉暖锅等，让兔产业发
展多点开花。”新街村肉兔养殖园区负责人
蒙玉新说。

隆 德“ 兔 景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昊斌 文/图

数字赋能农业生产大托管

“今年我的地还是委托你们继续管理，可
以吗？”

“没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统计托管对象今
年的种植需求。”

1月 31日，大地仍在酣睡，拓寨村村民段
学勇已早早和农业生产托管企业商量好了。

拓寨村位于宁夏和甘肃交界处的沙坡
头区兴仁镇。村民段学勇种有 80多亩地，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山地。长期务农的他
虽是种地的一把好手，但已年近六旬面临着
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困境：子女在外定居，谁
来接班种地？

对此，沙坡头区创新举措聚力破局。针
对优质粮食、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创新运用数
字化手段，大力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
聚焦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数据
链条，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为农综合服
务中心运营模式。建立县乡村三级监管平台
WEB端、服务组织实施App和小农户应用小
程序三方线上沟通桥梁，全程信息化精准连
接小农户和服务组织。投资 180万元搭建一
体化农业大数据平台，将物联网、大数据、5G
等技术导入农业生产托管，实现区、镇、村三
级联动，全力打造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
点县（区）。

力破“谁来种地”难题

“我种着 80多亩地，现在年龄大干不动
了。2020年跟富饶农业公司签了生产托管合
同后，这几年从种到收他们全管了，我当起甩手

‘掌柜’，年收入还比以前多。”
中卫市富饶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栓祥介绍，公司共托管兴仁、香山、迎水桥、
东园等乡镇2万亩土地，村集体和小农户各占

一半。托管后统一进行整地、施肥、播种、飞防
等科学化、规范化田间管理，耕、种、防、收全程
机械化耕作，对种植同样作物的土地采用大型
机械进行整片作业连片种植。“不仅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还为农民节省了成本。”

“以前我自己种，每到农忙时候，要雇别
人的农机，机械常常忙得约不上。听到有农
机来我们村，就赶忙去地头守着，操心得很。”
段学勇说，“托管以后我太省心了，锄草、施

肥、播种、防治、收割等，到了节点，富饶公司
的大型机械准时就来了，再不用为没人帮我
种地而烦恼了。”

沙坡头区通过农业生产托管模式，将
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有力地促
进农民增收，带动集体发展。“我们通过农
业生产托管新模式，创新实施集约化、规模
化、专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使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破解了‘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加快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步伐。”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赵峰说。

打通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段学勇算了一笔账，生产托管前他种一
亩地的农机租赁费是 200多元，托管之后他
只需向托管企业一亩地交 40元，农机费用每
亩省了 160多元，产量上一亩地比托管前增
加收入 200多元，“这样算下来，相当于一亩
地比以前增加收入将近 400元，这对农民来
说是最实惠的”。

2022年，段学勇的 86亩地托管种植西瓜
收入 12万元、种植小麦收入 6.8万元，自己还
留了 500公斤粮。“我闲了就去打零工，一年
收入 2万多元，全年下来总收入是 23万多元，
比托管前的年收入多了 5万多元。”段学勇难
掩喜悦，“今年我打算也购买农机加入托管公
司，跟着他们干。”

沙坡头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实施以
来，共为农户补助资金 1149万元。遴选服务
组织 101家，涉及 11个乡镇 150个行政村，完
成作业面积 117.97万亩次，覆盖玉米、黑小
麦、水稻、设施蔬菜、露地蔬菜、瓜果等作物，
惠及小农户33295户。

沙坡头区苹果晚霜冻防控农业社会化服
务典型经验，在中国农业生产托管万里行高
峰论坛上被现场交流推介。中卫市富饶农业
机械服务有限公司的“五制八统一”社会化服
务做法，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全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典型。沙坡头区也被列为全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区）。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不仅打通了沙
坡头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也开
启了由农户单打独斗向农业现代化、专业化
挺进的变革。

沙坡头区：农业托管破解“种地难题”
本报记者 王文革

↑奠安乡新街村肉兔养殖园区。

1 月 18 日，由实力派导
演靳浩执导的军事动作电影
《突击》正式上线，同时在爱
奇艺与优酷双平台全网首
播。枪林弹雨，炮火轰鸣，场
面震撼人心，战争留下的是
残酷、落寞，更饱含热血激昂
的爱国情怀。影片中的镜头
让人过目不忘，取景地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
旅影视小镇再次随之“热”了
起来。

如今的石炭井小镇保存
完好，充满时代感的环境、民
居、院落、厂房、铁轨等成功
吸引了众多剧组的目光，近
几年，《万里归途》《山海情》
《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
影视剧在这里取景拍摄，这
座工业小镇从废弃矿区变身
为影视“梦工厂”。《万里归
途》更是在去年国庆档创下
15亿元的票房。

石炭井位于贺兰山北段
腹地，因出产“太西煤”享誉
国内外，素有贺兰山“百里矿
区”之称。1958年，国家开始
投资建设石炭井矿区，来自
全国各地支援宁夏的建设
者，先后来到贺兰山腹地的
石炭井，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历程。因煤而起，因煤而
兴，石炭井一度发展成为拥
有 10多万人口的繁华小镇，
撑起了宁夏乃至西北工业的
一片天。这段历史值得记录
和留存。

随着煤炭资源枯竭，石
炭井大批机关、人员撤出，小
镇日渐破败。2017年开始，
石嘴山市对石炭井矿区实施
保护，加快推进石炭井工业
文旅小镇建设。学校、医院、
市场、职工俱乐部、八号泉水
泥厂等得以完好保存，成为
保护与开发利用价值较高的
工业文化遗产。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
“煤二代”，葛义红见证了石
炭井当年的辉煌，同时也亲
历着石炭井的重生。1月 17
日，葛义红告诉记者，工业文
旅影视小镇建起来后，镇上
很多人有了新工作，有的做
起了群演，有的开起了民宿，
不少人享受到了影视文化产
业迅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站在甘泥台上，葛义红指着

下面成片的树木爽朗地说：“春天一来，石炭井就从
‘黑’山变成‘绿’山了！”

近年来，石嘴山市以修山、整地、增绿为发展方
向，重点推动 302省道沿线绿化工作，全面推进道路
沿线环境整治，不断巩固贺兰山绿化及生态修复整
治成果。

依托贺兰山的自然优势，传承工矿发展、军旅故
事、生态修复的时代脉络，石嘴山市对部分闲置工业
遗存改造利用，建立“红色资源库”和“影视资源库”，
设置“网红打卡点”，打造“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影视拍
摄基地”“贺兰山腹地最有魅力的工业文旅影视小
镇”，以影视拍摄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使影视产业成
为该市生态工业文化旅游新的增长点。近 3年内通
过主题党日、专题调研、怀旧观光、休闲自驾等形式，
共接待18万余名访客。

从废旧矿区到影视小镇，石炭井让珍贵的工业
遗存定格，实现了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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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峰兔业等待出栏的肉兔。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托管土地统一进行播种。 （资料图片）

1月 30日，节日的余温还未散去，在石嘴山市惠
农区大到高新产业小至日用产品，各领域企业铆足
干劲，生产车间里一派红火的景象。

宁夏启玉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L-乳酸生产
车间内机声轰鸣，工人们或忙着检查设备或调整机
器参数，确保新年第一次生产顺利进行。该公司
2020年入驻惠农区，2022年升级建成了 5万吨高纯
L-乳酸（一期）项目。“食品、饲料、工业、生物降解等
领域都需要添加 L-乳酸。”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学祥
说，得益于广泛的使用范围，去年产品正式投产后
迅速获得了市场认可，目前向杭州娃哈哈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供货。下个月要向客户交付 1000 吨货物，现在
公司开足马力生产。“从机器整体启动到产品产
出需要一周时间，所以我们抓紧开工，保证能
按时交货。”李学祥说，“希望今年产能达到 3万吨
以上。”

与此同时，石嘴山市金鼎包装有限公司也火
热开工，糟好娃正月初七一大早便来到车间开始
忙碌。她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扎针放线，不一会儿
便制成了一个塑料袋。边顺着手里的线，糟好娃
边说：“从家到这里只需几分钟，上班很方便。车
间按件计费，这两天家里没什么事，来上班还能多
赚点钱。”

石嘴山市金鼎包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塑料袋、
包装盒、纺织品等产品制造、销售，订单稳定，车间常
年务工人员有 30多人。“公司常年有固定客户，生产
数量相对固定，且目前还有存货，我们就先让一部分
人开工，其余工人下周将陆续到岗。”该公司车间主
任马梅说。

目前惠农区大部分企业已竞相开工，正全力奋
战，力争实现春季“开门红”。

惠农区吹响
开工“集结号”

本报见习记者 张适清

1月 29日，在中宁县新堡镇盖湾村，84岁
的盖全信坐在院内悠闲地晒着太阳，老伴则
在厨房做饭。

盖湾村常住人口 600多人，这个小村子
曾出了两位抗美援朝英雄，其中李吉武的事
迹被中宁人广为传颂。前些年，村上建了英
雄广场，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这也成
了村民们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

盖全信谈到村里的变化说：“去年，村
上修建了文化广场，老年人歇歇凉，年轻人
跳舞锻炼，路和渠修得好，村干部信心强，乡
村振兴工作搞得好，感谢党的好政策。”

2022年，盖湾村被确定为中宁县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村。新建了乡村大舞台和健
身场地，精心打造了微景观、文化长廊、凉亭、
小游园等，村上的主干道两侧栽植了景观树，

沿线的土墙面也粉刷一新，地面还铺设了草
坪砖，整个村子变得美观大气。

春节前，村上在文化广场举行村集体收
益分红大会，领取分红的村民代表个个喜笑
颜开。大家有序地对账、签字和领取分红，整
个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

“真没想到，村里能为大家分红，我特别
激动，也感到很骄傲。”盖湾村村民李行说，家
里流转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7亩多土地，流

转费是 8000多元，这次分红又拿到了 380元，
真是尝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甜头。

不仅村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盖湾村
的产业发展也实现了新突破。2022年是盖湾
村实行分红的第一年。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莉
介绍，为了带领村民致富，村上成立经济合作
社，动员村民将土地进行集中流转，以土地入
股，实现“资源变股权，村民变股民”。为实现
更多经济效益，村上将 580亩土地流转给浙

江商会种植麒麟瓜，村集体种植 30亩，实现
收益 13.1万元，村上拿出 53397元，按照每亩
50元的标准给村民分红。2022年，盖湾村村
集体经济收入 26.3万元，是 2021年的 8倍，实
现了量和质的飞跃。

王华是盖湾村致富带头人，在村里成立
宁夏杞萃堂枸杞开发有限公司，从事枸杞芽
茶、黑枸杞及枸杞相关产品的收购、加工、销
售。去年下半年，王华开始尝试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上直播卖货。“今年，我们打算在直播
带货领域发力，扩大中宁枸杞产品的销量和
渠道，带动盖湾村及周边村子农民增收致
富。”王华说。

“今年我们将在村庄环境、特色产业、乡
风文明等方面下足功夫，让盖湾村变得更美，
让村民享受更多红利。”陈莉说。

盖湾村里气象新
本报记者 杨志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