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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都

又是一年秋分时，丰收节里话丰年。

赣州北大门——宁都县处处洋溢着丰

收喜人景象。日前，笔者深入宁都田间地

头，和当地农民一起感受美好金秋、共享丰

收胜景。

9 月 12 日，宁都县长胜镇樟坑村鑫龙万

羽富硒黄鸡基地，山林苍翠。密林下，成群

结队的黄鸡或聚集觅食，或悠闲散步，或追

逐嬉戏，鸡鸣声此起彼伏。“今年，在县农业

农村局的指导下，我们的鸡全部按照富硒

标准进行散养，经过权威机构认证，肉中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硒元素

等营养成分，是名副其实的富硒鸡。”宁都

鑫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声福向笔者介

绍，从去年开始，该公司大力推行富硒鸡散

养，富硒鸡肉质细嫩，口感鲜美，市场反响

相 当 好 ，深 受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客 户 的 青 睐 。

据了解，为发展好黄鸡产业，宁都推出“公

司+基地+养殖户”“合作社+基地+养殖户”

“公司+合作社+基地+养殖户”三种生产经

营模式，富硒黄鸡已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道路。截至目前，宁都县已成立黄鸡专

业合作社 54 家，全县 24 个乡镇规模养殖户

3160 户，其中万羽规模以上的养殖专业户

1506 户，产业就业人员 2 万余人，户均年增

收 4 万元以上。2022 年，全县实现宁都黄鸡

出栏 6000 万羽，产值 20 亿元。

发展富硒功能农业，宁都县不仅在养

殖 业 上 发 力 ，而 且 在 种 植 业 上 势 头 强 劲 。

走进宁都县青塘镇富硒辣椒产业园，一条

流水线映入笔者眼帘，从摆盘到撒底肥、种

子、面肥，再到出盘，整个流程不到 1 分钟。

该园区的负责人介绍：“一条生产线 1 个小

时可生产 800盘辣椒苗，出芽率超 95%，流水

线作业，效率是人工的 20倍。”智慧育种通过

模块化、智能化管理，不仅缩短了周期、提升

了效率，而且有效降低了风险，实现可持续

的农业生产。近年来，宁都县不断打响富硒

品牌，大力发展富硒设施蔬菜基地，如今已

建成基地 191个，面积超 5万亩，年产量超 25

万吨，总产值达 15亿元。4000余户专业种植

户间接带动近 3万人就业，该县黄石、青塘两

个蔬菜基地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富硒蔬菜已成为宁都老百姓

的“致富菜”“黄金菜”。

农业要强，加工业必须强。走进位于

宁都县工业园区的江西虔农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但见 1 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们

正在忙着生产方便杂粮产品。据该公司负

责人李小平介绍，该公司以富硒大米为基

础原料，生产出方便杂粮、固体饮料、压片

糖果，同时拓展开发了富硒核桃芝麻黑豆

粉、纤维益生菌、“精固棒”“糖掌牢”等系列

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9170.4 万元。为了做强农产品加工企业，宁

都县还竞速预制菜新赛道，让“菜篮子”变

“菜盘子”。进入赣州市晟阳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智

能生产线，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装

料、检验、包装等作业，智能搬运机器人依

照设定好的路线进行产品和货物运输，一

派繁忙景象。宁都三杯鸡、宁都肉丸、宁都

大块鱼……一盒盒预制菜从生产线上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来。近年来，该企业依托行

业主管部门及地方政策的大力扶持，已发

展成为全省预制菜产业的龙头企业。

宁都是农业大县，享有“赣南粮仓”之

美誉。近年来，该县充分利用富硒土壤资

源优势，大力推进“富硒+农业产业”，把发

展富硒产业作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

农业经营效益的重要手段，聚焦富硒蔬菜、

富硒水稻、富硒茶叶、富硒脐橙、富硒禽蛋

等五大产业，大力培育和发展富硒种养业、

富硒食品工业、富硒特色服务业等业态融

合发展的富硒产业集群。

未来已来，宁都富硒功能农业已走在

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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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辣椒成群众致富蔬菜长胜镇樟坑村鑫龙万羽富硒黄鸡基

地，养殖户正在给散养的富硒土鸡喂食

在晟阳食品集团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在加工预制菜

摸清家底 把准产业发展方向

要发展富硒产业，首先要掌握当前家

里的富硒土壤面积到底有多少？都分布

在哪里？这样才能确保发展富硒产业有

的放矢。

为了摸清这个家底。早在 2018 年，芦

溪县就启动了富硒富锌土地调查项目，在

125 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成果的

基础上，委托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

查中心对芦溪县全县境内富硒富锌土地

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 15 万全面摸查分

析，并对重点区域和具有开发价值区域开

展了深入的地质调查。

“我们先后采集了土壤样品 1373 件

（包 含 新 泉 张 家 坊 372 件），农 作 物 样 品

203 件（包含紫红米、水稻、莲子等），灌溉

水样品 14 件……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详细

掌握了全县富硒土壤资源情况，为我们发

展富硒产业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芦溪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学红介绍。调查发

现，芦溪县有绿色富硒土地 6 万余亩，绿色

硒锌同富土地超过 1.6 万亩；同时还发现，

紫红米、玉米、莲子、火龙果、西瓜、甜瓜、

香瓜、杨梅、柑橘、无花果、辣椒、冬笋和搓

菜（新鲜）等农作物品种易于富硒。

依托这个成果，芦溪县圈定绿色富硒

基地 4 个，绿色富硒富锌基地 1 个，并建立

相应基地档案，开启了芦溪富硒产业高质

量发展之路。

增值赋能 产品畅销市场

距离萍乡市 40 公里，芦溪县一村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内，绿树成荫、凉风

徐徐，来客坐下来品尝该公司新开发的

“富硒紫米露”，清甜的口感、微醺的气息，

让人不免陶醉。该公司已成立 25 年，主要

以生产一村火腿、武功紫红米为主。近年

来，该公司瞅准全省大力推进富硒功能农

业发展的有利契机，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指

导下，积极打造富硒紫红米，开发了“富硒

紫米露”等一系列富硒产品，产品畅销湖

南、上海、北京等地。

在芦溪，依托传统主业发展富硒产业

的公司还有很多。近年来，该县科学规划

富硒产业发展重点区域，制订了推进富硒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和奖励办法，

明确建设富硒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天然

富硒资源产业带的目标任务，引导各类富

硒经营主体从事富硒产业、开发富硒产品。

在政策的有力引导下，目前，全县共

有 33 家企业的 67 个产品取得富硒认证，

涵盖水稻、禽蛋、茶叶、水果、蔬菜等各类

产品，认证数量居萍乡市第一。

富硒富民 产业欣欣向荣

“一户茶农种茶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

在萍乡武功山山麓，一抹抹绿韵在云雾之

间若隐若现，这里是江西省江莲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的 茶 叶 生 产 基 地 ，来 自 武 功 山

富硒土壤、水源的馈赠，以及高山气候的

滋养，造就了高品质的富硒茶叶“武功一

叶”，深受市场欢迎。2012 年以来，该公

司在积极建设自身核心高山云雾茶园示

范种植基地的同时，通过“公司+技术+基

地+农户”的经营方式 ，带动 2 万亩茶园

种植规模，有力地促进了武功山下茶农

增收。

党 员 带 头 ，联 系 协 会 社 员 和 周 边 群

众，实行帮技术、帮收购、帮销售“三帮服

务”。在银河镇，富硒富锌产业协会党支

部，通过建立“一带双联三帮”党员联户服

务机制，发展“赣玺”脐橙等，让群众享受

富硒产业发展红利。为了更好地帮助农

户生产销售，该镇还推行“党支部+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通过产前物资供给、产

中技术服务、产后保障回收等方式，组织

农企实行统一种养、统一管理、统一回收，

实现产业基地联营抱团发展，有效带动当

地农户发展。目前，银河镇有 4 个蔬菜基

地共 3000 余亩、12 个果业基地共 6300 余

亩、20 个水稻基地共 6700 余亩及 2 个养殖

基地，银河镇富硒富锌产业遍地开花。

全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先进县、全省粮

食生产先进县、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先进

县、全省富硒功能农业重点县……今天沉

甸甸的收获，是明天更大的期盼，芦溪的

农业，未来一定会是一片艳阳天。

甘冬梅 朱 锋/文

（图片由芦溪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赣西粮仓美“丰”姿
金秋时节稻谷黄，丰收节里话丰收。赣西粮仓——芦溪

大地迎丰收，幸福农民笑开颜。

投料、收集、清洗、消毒、分拣、包装……走进存栏 32 万

羽芦溪县葛溪正太禽业公司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一枚枚

富硒鸡蛋正按照自动化设备的程序设置，通过传送带从鸡

笼里运往后续各车间。在整个生产流程结束后，这批鸡蛋

将按照订单需求分装并连夜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湖南等地

的批发市场。

葛溪正太禽业的丰收只是芦溪县农业丰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芦溪县聚焦县域富硒土壤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富硒禽

蛋、富硒水稻、富硒蔬果、富硒牛奶等富硒特色产业，把富硒资

源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

道路两旁道路两旁，，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

葛溪正太禽业智能化蛋鸡养殖基

地，蛋鸡正在欢快地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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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乳业养殖基地，奶牛正悠闲地

嚼着草料

芦
溪

①① 富硒紫红米稻穗压弯了禾苗富硒紫红米稻穗压弯了禾苗，，等待着收割等待着收割

②② 宁都河背千亩富硒基地菜农察看辣椒苗情宁都河背千亩富硒基地菜农察看辣椒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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