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经 济 特 刊
J I N G J I T E K A N

商洛日报客户端

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柞水县抢抓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机遇，针对产业发展中的资金难题，创新
工作思路、举措和方法，大力推进木耳产业提档升级。

县上出台《柞水县切块下达镇办支持木耳产业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试行）》，将县级整合配套资金 40%以上切块直接下达
到镇办，由镇办自主用于木耳产业发展，有效破解了木耳产业
发展过程中资金使用不精准、镇办产业发展权责不对等、带农
益农利益联结不紧密的问题。

针对部分群众缺乏产业启动资金的难题，县上创新推行

“借袋还耳”“借棚还耳”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签
订“借袋”合同、农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借袋还耳”协议，
村集体经济免费为农户提供木耳菌袋，待木耳销售之后，再扣
除农户“借袋”成本。2021 年，全县 3800 多户群众通过“两借
两还”模式发展产业，户均实现增收 5000元。

针对农户发展木耳产业缺资金难题，县上积极与金融、保
险机构对接协调，创新推出木耳“富民贷”，实行“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立风
险补偿金”的产业小额贷款政策，不断促进木耳产业创新发展。

柞水加快木耳产业提档升级

6月 15日，记者走进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程家
川的镇安县水产智慧养殖

产业园，在工作人员的操作
下，直观地感受到了智慧农业

的无穷魅力。
地头的植保无人机，代替人力实现自

动作业；量身定制的“营养套餐”，通过纵横
交错的管道，可以送达每一个池塘水田；水
下的传感器、空中的成像设备，将各类数据
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智慧系统已成
为当地现代农业的“千里眼”“听诊器”。

镇安县水产智慧养殖产业园项
目是镇安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开
发的农旅融合农业园区项目，计
划投资 1.2 亿元，分建设现代农
业观光园、培育特色农业产业
群、打造生态康养度假区 3 个
建 设 阶 段 。 目 前 ，该 项 目 通
过实行政府主导、企业带动、
区 域 共 建 ，对 程 家 川 一 体 规
划 ，已 投 资 5000 万 元 ，完 善
了道路交通和水利设施，建成

了智慧养殖园等一期项目，建
成智慧水产养殖园 510 亩，建成

复合农业体验园 500 亩。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镇安县岭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镇
安县程家川水产智慧养殖产业园内的一家企业，

主要从事小龙虾、大闸蟹等高附加值水产养殖。
虾蟹对水体环境的要求比较高，高温、水草过密等都

会导致水体缺氧，影响虾蟹苗的成活率，因此，如何控制好
水体环境一直是该公司的一大难题。
“以前我们就是凭借经验，用温度表来测水温，1 个池塘 1 天就

得测 3 次，还得两个人交替值班巡检。”镇安县岭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林男说，“现在有了这套智慧系统，报警信息直接发送到手

机，遇到池塘缺氧，可以随时打开增氧机，大大减少了因水体缺氧带来的养
殖损失。”

陈林男提到的智慧系统设置在镇安县西口水产智慧产业园物联网服务
中心，是园区与南京国家农创园合作建立的智慧平台，为入园企业提供“一站
式”管理服务，实现了生产经营一张网、管理服务一朵云、数据资源一张图。

“在平台上查看信息，动动手指就可以看到稻田是啥情况。现在的科技
不得了，啥都能监控到。”镇安县岭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水稻种

植能手王朝余笑着说。
稻 田 边 看 似 路 灯 的 装 置 ，其 实 是 一 盏 盏

诱虫灯，每晚自动发

出五彩斑斓的光，吸引飞虫靠近后电击灭杀；稻田中间还有小型气象站，
传感器记录下温度、湿度、负氧离子、风速风向、雨情等数据，在电脑端、手
机端都可随时查看；12 个水质监测点，及时反馈水情……平台实时播放监
控视频、各类数据不停滚动更新，不放过田间塘口任何“风吹草动”。

智慧平台如同大脑，通过对农户种植流程和作物本地生长态势、环境数据
的耦合关系进行计算分析，逐步建立本地化的农业生产模型，实现农事决策标
准化，并通过互联网为农户提供农业咨询、专家辅导、田块数据、科学方案、市
场行情等实用信息。农户只需要通过网页查询，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 24 小时
实时更新的最优种植方案、天气水质报告、产量与发育阶段精准预测、遥感长
势监测、灾害预警诊断等多方面数据。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平台向南京国家
农创园和本地农技中心的专家学习咨询。

“如系统监测到水塘缺氧时，园区工作人员在手机功能键上一按，就可远
程控制，打开增氧设备进行增氧。”西口回族镇青树村党支部书记石宏星说。

过去是靠天吃饭，对水体、施肥等靠经验、凭感觉，运气好的时候一年还能
有所收获，遇到天气、温度突变时还可能绝产绝收。而现在通过科技让农民按
照“标准”来种庄稼，溶氧度低、氨氮含量低等异常问题会被及时发现，系统会
自动发出提醒，并给出解决方案。

“有了智慧农业平台，农户实现了精细化种田，实现了从体力到智力、从凭
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西口回族镇党委书记王涛说。

从粗放经营到全程溯源

过去，程家川沿线的水产养殖个体户依靠老旧经验搞养殖，不但造成了水
产品品质低劣卖不到好价钱，而且对环境造成污染，一到夏天鱼腥气四处飘
散、气味难闻。

而现在采取智慧平台调节，通过虾、蟹、稻混养的方式，水产养殖业不但实
现了品质优、单价高、可溯源，更重要的是这种“花园式”养殖塘口为程家川的
绿水青山增添了“颜值”。

30 个观测点的 100 多个摄像头 24 小时监控，对养殖塘口水质实时监测、
定时增氧、自动投料……在镇安县程家川智慧水产
养殖产业园，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数据，全部汇集
到物联网服务中心的智慧平台，由平台进行问题派
发、督办及公示，确保虾、蟹、稻健康成长，并实时全
程记录。平台还可以对接加工厂，把园内养殖的水
产加工为半成品，直接输送餐饮企业，真正达到产
品可溯源、质量可追溯。

“园区田间地头的传感器、摄像头组成的监控
网络，能够及时为我们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信
息。打开微信扫一扫‘云病历’，就能查询到虾、蟹、
稻的免疫档案、诊疗病历等，还能评价诊疗服务等
内容。专家可以线上远程进行水产诊疗，根据检查
结果开具‘处方’，并将数据上传回管理平台，在病
害暴发之前消除隐患。”王涛说。

智慧平台还为岭沟贡米放上了防伪码，从育
种、种植到收割等一系列过程，都会被录入水稻溯
源系统，只要扫一下防伪码就能在网上查询真伪。

县上充分挖掘贡米历史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着力
打造生态康养品牌，目前，岭沟贡米获得了有机认证。

如今，陕西岭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晓琴投资建设的 300 多亩
岭沟贡米基地信息全部录入查询系统。据介绍，该基地年产贡米 60 吨，按照
每公斤 80 元的价格在互联网上众筹销售，不仅卖得火爆，也对外宣示了岭沟
贡米无与伦比的品牌价值。

从单点发力到全面开花

两年前，青树村还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村，垃圾随处可见，建筑杂乱无章，
几乎没有游客来访。

现在，青树村依托十里智慧水产养殖园沿线秀丽风光、乡土文化，不断提
升乡村风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村上建设了 3000 平方米的停车
场、10个多功能移动钓房以及防汛、安保等设施设备，为游客提供停车管理、钓
台出租、餐饮生活等便捷服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20 万元的经济收益，确保群
众实现了稳定增收。

水产智慧园区让当地百姓尝到了甜头，撂荒的下湿地被充分盘活，村
民依靠土地流转赚租金、就近务工挣薪金，开办农家乐、民宿的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带动就近务工 22 人，人均年创收 3 万多元。每年，村民仅依靠土地
流转创收 35.35 万元，而在农家乐、民宿消费的游客在 100 万元以上。

近年来，西口回族镇充分挖掘特色资源，大力发展冷水鱼、虾、蟹等水产品，扩大
岭沟贡米种植规模，建设生态康养中心、特色陕南民宿、休闲垂钓园等多个特色园
区，培育出了集乡村风貌展示、田
园观光体验、水上休闲娱乐、民俗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业。

“通过智慧农业打造的农
旅综合体成为西口经济的关键
引擎，企地联动让群众真正变
成了‘新股东’。”西口回族镇镇
长杨洪益如是说。（题图照片
青树村智慧水产基地一瞥青树村智慧水产基地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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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小龙 通讯员 陈维智 唐瑞希

眼下正值木耳收获的季节。在商州区首家
富硒农业示范项目——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
农场，务工群众正在忙碌地采摘木耳。

2016 年以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先后在沙
河子镇舒杨村流转土地 50 亩，建起香菇、木耳
产业基地，采取“农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年
发展数量不低于 50 万袋、产值 350 多万元的食
用菌。该农场注册“花枝伞”商标，创建“秦岭云
菇”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产
品一度销往我省西安及河南、湖北等地。

多年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累计带动沙河
子镇石窑子村 112 户脱贫户增收 98.3 万元，给
群众发放劳务费 58万元，兑付土地流转费用 43
万元。该农场先后被评为商州区就业扶贫基
地、农业生产优秀企业以及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等称号。2022 年，该农场在交通更加便利的地

方新建产业基地，进一步扩大了种植规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各种微

量元素的摄取也更加注重，因而富硒农产品越
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为此，农场负责人专门前
往山西、山东等地学习富硒食用菌技术。

今年以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按照“三百四
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要求，发挥“头雁”引领作
用，从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富硒农业技术专
业委员会引进了富硒食用菌技术，初步探索出
一条利用生物技术培育富硒农业产业、变技术
优势为经济优势的新路子。

“目前，40 万袋富硒木耳已进入采摘期，
产品将销往湖北等地。目前，20 万袋富硒香
菇正在养菌中。”农场负责人党红表示，和去
年相比，今年木耳产量增加了 10%以上，价格
也高出了 20%。

商州首家富硒商州首家富硒农业示范项目食用菌基地农业示范项目食用菌基地——

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富硒木耳获丰收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富硒木耳获丰收
本报通讯员 董旦旦

工作人员在显示屏前操作智慧系统工作人员在显示屏前操作智慧系统

陕西岭沟红农业发展陕西岭沟红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员工在岭沟村育有限公司员工在岭沟村育
苗基地锄草苗基地锄草

岭鸿生态农业发岭鸿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员工在分展有限公司员工在分
拣小龙虾拣小龙虾

晾晒木耳晾晒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