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近日，我区结合实际提出《关于
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详细
列出“34条”重点工作，明确提
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样板
区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走在西
部前列。

春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农
村大地，深入田间地头，跟随
“土专家”“农场主”一起寻找答
案，看看他们在建设乡村全面
振兴样板区的征程中，播下了
怎样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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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春耕展藤，贺兰山东麓产区
的葡萄酒从业者们也忙碌起来。

见到银川志辉源石酒庄总经理袁园时，
她刚送走一波前来参观的客人，在返回酒
庄葡萄园的路上。袁园每天的工作忙碌且
繁杂，即便如此，得空的时候她总会去葡萄园
看看。

“这个习惯是学习我爸爸的，他总说‘好
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袁园说，我们不断深
化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每年会有 10余名
博士生和研究生来酒庄做课题，帮助酒庄提
升技术水平。

今年志辉源石酒庄计划再扩产 1000亩，
引进如丹菲特、白玫瑰等 8 到 10 个新品种，
并新建一个品种园，种植 30 余个目前产区
没有的小品种，目的在于实验探寻出更适

合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品种，丰富产品类型。
作为宁夏的紫色名片，葡萄酒产业依托

独特风土条件，创新发展模式，拓展葡萄酒+
文旅、康养、休闲、生态等新业态，产业基础
日渐厚实。

“过去葡萄酒的酿造多凭经验，现在依
靠技术支持进行精准酿造。比如我们酒庄
的每罐原酒都会拿进实验室里，细致分析其
中每种物质的含量，形成调配模型。调酒作
为葡萄酒酿造的重要环节，经过近几年的数
据累计，酒庄也形成了特有的调配模型，通
过机器实验分析后生成十几个调配方案，再
由人工从中选出最优方案。”袁园信心满满
地说，今年计划对生产车间进行智慧改造，
并建造 6000吨的自流酿造车间，通过重力法
完成葡萄酒的酿造流程。

从 4月第一天开始，马
存录忙了起来。

“今年还是种大豆和玉
米，估计 4 月 20 日左右播
种，眼下就是把垄上的旧膜
撕掉。”今年，马存录打算把
承包的 1200亩地继续用来
套种大豆和玉米。

2022 年，全国首次大
规模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宁夏积极应对农
机农艺尚不配套、适宜的大
豆品种较缺乏等实际困难，
共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85.5万亩，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种植任务5.5万亩。

马存录是西吉县马莲
乡的种粮大户，有着多年的
玉米种植经验。作为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他看到了

“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
的好处，同时也深知套种作
物在技术、管护上的高要求
和复杂性。

“在套种的条件下，先
前适宜的品种、田间管理技
术等都要发生变化，不能照
搬单种的方法。1200 亩地
不是小数目，要种就得种
好。”马存录说，去年想尝试
大面积套种大豆玉米，苦于缺乏经验，西吉
县农技中心技术员得知后，全年提供技术
指导，培训内容从土壤墒情、品种选择、化
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治，事无巨细。

“每亩地的大豆可增收 300多元，去年
的 1200亩地除了玉米收成之外，还多了 36
万元的大豆收入。”马存录说，种植大豆玉
米的收益可观，但存在的困难也不容忽视，
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怎样实现农
机化、机械化种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也
是一些大规模种植户或合作社对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望而却步的原因。

“今年，复合种植将向中南部山区集
中，同时扩大春小麦套种大豆模式推广。
在中北部地区大力推广‘粮豆、粮油、粮饲、
粮菜、粮粮’等‘一年两熟’技术模式，前茬
稳粮、后茬增草增菜增效。实现农产品就
地转化增值，推动农业全链条升级，让种粮
农民有钱赚、得实惠，不断巩固粮食生产好
势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说。

实验证明，宁夏引扬黄灌区发展小麦
套种大豆，大豆平均亩产 200—250公斤，既
能保证春小麦的面积产量稳定，又能增加
大豆产量。此举让宁夏推进大豆和油料产
能提升工程多出一条新路径。

2022年，宁夏在全力以赴完成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的同时，也在“摸石头
过河”，探索如何因地制宜、更高质量推进
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今年，宁夏带状复
合种植大豆玉米的种植区域布局得到进一
步优化。与此同时，宁夏总结的引扬黄灌
区播前封闭除草技术要点，得到全国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第四调研组的充分肯
定，并转发推广西北其他省区学习借鉴。

“尝试复合种植的前提是在玉米不减
产的情况下增收一季大豆。复合种植模式
下，玉米的播种面积小了，选择合适的品
种、合理的行距和株距、精准的全程技术方
案才能保证产量。我选的玉米是‘种星619’，
粮饲两用，销路也广。”马存录说，在一块田
里同时种好大豆和玉米，就像娃娃念书，不
能只靠农技人员教，遇到问题时得思考和
摸索，要下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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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在位于平罗县高仁
乡八顷村的蕾牧高科生态园内，桃
花、杏花争相开放，孔雀、鸵鸟等在
各自领地悠然自得，而前来游玩的
市民们生火、切肉、烤串，一派热闹
景象……

很难想象，10年前的八顷村，
沙丘连绵、黄沙漫天，村里人望沙
兴叹，外地人则敬而远之。

宁夏蕾牧高科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旗下蕾牧高科生态园负责人
高英告诉记者，由于此地位于毛乌
素沙地的边缘地带，公路、黄河到
这里都拐了弯，为此还被当地人称
之为“沙拐子”。

从曾经黄沙漫天、风吹石头跑
到现在绿树成荫、动物成群，八顷
村的华丽“变装”引起记者的好奇。

“刚来时，这里除了沙子，啥都
没有，一刮风，我们的帐篷和活动
房等都被吹走了。”高英回忆说，为
在沙漠淘得“真金”，公司将沙丘推
平后，修路、架电、打井，顶着恶劣
的气候环境和当地人的不解，先后
制定了各种应对方案。针对地表
水分蒸发过快现状，公司采用“客
土压沙”的方法保持湿度；针对土
壤贫瘠、栽树难活的情况，采用

挑壕子、填黄土、填粪等措施进行应对；针对
渗漏快、不保水的问题，采用指针式喷灌机、
固定式喷灌机和滴灌技术，以及膜下灌溉和水
肥一体化等综合技术。同时，根据农艺特点，为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公司自制施肥机、开沟机
等各种农机具，其中还有两项发明荣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生态园有了雏形后，经多方考察，种、养结合
成为高英的优先考虑，并首选适应自然环境能力
极强的牦牛入驻生态园。“我们在沙漠中用铁管
围起了 300头牦牛的牛圈。”高英说，刚开始没人
吃牦牛肉，他们就把亲戚、朋友、同学、邻居请来
免费品尝，一次吃了五头牛，品尝人数达到 1000
人。经过这次试吃，牦牛肉的口感得到了当地人
的认可，当年就卖了近 600头牦牛。而后，乌骨山
羊、二狼山白山羊、鸵鸟、灰雁、鸡、鸭、鹅等开始
陆续入园。如今的蕾牧高科生态园已有 500亩苹
果树，桃、李、杏树等共计 40亩，涵盖早、中、晚熟
各类品种，200亩苜蓿以及 10万棵防风林带树木
郁郁葱葱。

近几年，蕾牧高科生态园制定了以林、草、畜
产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游”提升
价值的四字发展方针。比如，将闲置的职工宿舍
改为餐厅，在蓄水池旁建设长廊、凉亭等，办公楼
部分办公室改为民宿……如今这里已经形成了
集休闲、娱乐、采摘、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现代休
闲农业观光园，年接待游客达 20万人次，销售牛、
羊、鸡、鸭、鹅5000只左右，年收入可达1800万元。
不仅如此，蕾牧高科生态园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
群众致富，日常用工近 100 人，高峰期达 200 多
人，年发放农民工工资近 300万元。“以前我就在
家带孩子，在生态园工作后，实现了赚钱顾家两
不误。”村民高贵说。

“我们将在‘产’字上下功夫，培育新产业新
业态，通过深加工延伸产业附加值等，和邻近村
民一道，把充满乡土气息的农产品做大做强做
精。”高英说，蕾牧高科生态园将继续开拓产业，
采摘由季节性拓展为全年性的温棚采摘，以及在
农产品深加工上下功夫，同时搭建电商平台，把
宁夏优质的农副产品通过互联网推向更广阔的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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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

我们在这个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短 评

京宁村村民“抢”地种粮
本报记者 裴云云 文/图

贺兰县京星农牧场京宁村 35岁的高燕
洁种地多年，今年却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
的事：以前被人嫌弃的地，如今再种要靠

“抢”了。
原来，京宁村二队、六队有 580亩地的流

转期已到，这片地曾经因盐碱高、地力贫瘠，
村里人不愿种，早些年流转出去了。“如今流
转期一到，抢着流转种地的村民达到15人。”
近日，京宁村村委会副主任杨金柱告诉记者。

面对激烈的竞争，村里对流转人开出了
条件：首先是本村人来种地；其次有足够的资
金保障；第三是农业机械化实力出众；第四是
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种粮面积有保证。

“我本来打算流转 200亩地。”高燕洁有
点遗憾。

“以前没人流转，为什么现在要抢着种
呢？”记者问。

看高燕洁不好意思说，杨金柱接上话
茬：“去年有粮食经纪人到村里收粮食，高燕
洁负责记账、量地、付款，所以他知道种粮的

好处。”
原来，京宁村现有耕地 5600亩，其中三

分之二是地力羸弱的盐碱地。记者入村时
发现，道路两侧大片平整好的耕地上，确是
白花花一片。隔壁立岗镇的小麦已经绿茸
茸一片，京宁村的小麦苗仅有两三厘米高，
有些还在使劲往外钻。

近年来，全区各地坚持“四水四定”原
则，压减耗水作物。去年，贺兰县调整作物
结构，开始推广小麦、大豆套玉米等旱地作
物，京宁村种植任务为 1500亩，其中小麦面
积 500亩。然而，村民们认为种了 20多年水
稻的地，根本不适合种大豆，迟迟不下种。
作为京星农牧场试行托管模式的一块流转
地，场、村两级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才得以运
作下去。

2022年 5月上旬，错过了玉米的最佳播
种期，如何保证丰产增效？

“我们进行统一购种、统一机械、统一灌
水的作业模式。采用带 GPS 导航系统的大

型播种机、无人机洒农药，机械的精耕细作
不仅减少了成本，还提高了出苗率，后期
管理也减少了损失。”杨金柱告诉记者，秋
收后大家算了一笔账，种玉米青贮每亩地
收益 1900 元到 2000 元，种粮食玉米产出
1600元、黄豆 200元，国家和自治区、县上的
种粮补贴加起来 350元，算下来两种作物效
益基本持平。

“如果地力好，再进行高水准机械化种
植方式，种粮食每亩地多收益 200 元到 300
元。”杨金柱告诉记者，国家在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上，有足够的政策激励，而且去
年种粮的收益大家有目共睹。

杨金柱说，国家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的措
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大家尝到了甜头，看
到了前景，所以积极性特别高，争相流转土
地种粮。

在筛选了几轮后，580 亩地由 7 人流转
种植。高燕洁最终“抢”到 130亩地，其中计
划种植玉米套大豆的面积为100亩。

贺兰山下葡萄展藤
本报记者 王婧雅 文/图

工人进行葡萄展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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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的适播期在4月中下旬。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犁铧翻开沉睡的泥土、种子播入希望
的田野……放眼春日的宁夏山川，春风激
荡、春潮涌动。

农田里机械声隆隆作响，踏着科技创
新的步伐，农业实现了全面升级；产业园区
内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一一坐落，千家万
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如果说这是一
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在这幅画中，
不但有人有景，有传承有产业，更有发展与
创新。

理念一变天地宽。乡村要发展，不能
依靠人力叠加、资源拼凑来发展；乡村要振
兴，绝不能像往昔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一身力气百身汗”。乡村的发展振兴，必须

迈入现代化、实现高质量、走向可持续。从
“汗滴禾下”到机械轰鸣、从“漫山撒种”到
设施农业，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再到迈向农业强国，农村发展、
乡 村 振 兴 的 路 上 ，创 新 的 力 量 从 未 缺
席。正是依靠着不断更新新理念、新技
术、新模式，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发展，乡
村完成了迭代升级。事实证明，科技创
新已成为促进粮食增产增收、农业农村经
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强劲动力。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
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着眼当下，自治区
党委、政府紧密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立足我

区实际，对全区今年“三农”工作作出了全
面部署，各地也干劲正足，一幕幕只争朝
夕、昂扬奋进的景象令人心潮澎湃。当此
之时，唯有紧紧抓住创新的“种子”，才能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
业增值收益；也唯有播撒更多更好的创新

“种子”，才能给予乡村振兴以强有力的支
撑，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前路漫漫，任重道远。让我们坚定起
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奋力推动
乡村振兴走在西部前列的信心和决心，向
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好图景奋力迈进，共同
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

共绘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宫炜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