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蜂是大自然的小精灵，在地球上已与植物协同进化 1亿

多年，成为自然界最理想的授粉昆虫，生态系统中16万种需昆虫

授粉的显花植物中，85%都依靠蜜蜂授粉……”日前，江西蜜蜂科

普馆的讲解员正在为参加研学游的小朋友详细地介绍蜜蜂相关

知识。从蜜蜂的个体构造、分工明确的群居生活、高效精准的作

物授粉，到香甜美味的蜂产品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讲解员娓娓道

来，由浅入深带领孩子们走进蜜蜂的神秘世界。 李 倩摄

芦溪县大富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牛舍，奶牛正怡然自

得地进食。 易团飞摄

6 月 21 日 ，2024 年 江 西 省 和 美 乡

村 休 闲 游 活 动 暨 休 闲 乡 土（民 族 乡

村）美 食 大 赛 在 乐 安 县 流 坑 古 村 举

办 ，全 省 11 个 设 区 市 的 20 家 休 闲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和 10 个 民 族 乡 村 代 表 参

赛 。 经 过 专 家 现 场 评 定 ，最 终 来 自

乐 安 县 的“ 状 元 红 鱼 ”、鄱 阳 县 的“ 鱼

肉 之 恋 ”等 10 道 美 食 获 评 2024 年

“ 江 西 省 休 闲 乡 土 特 色菜”金奖；来自

峡江县金坪民族乡的“孔雀宴”、乐安

县金竹畲族乡的“畲乡笋干烧肉”等 5
道 美 食 获 评“ 江 西 省 民 族 乡 村 特 色

菜”金奖。

近 年 来 ，我 省 充 分 发 挥 绿 色 生 态

优 势 ，推 动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促 进 了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和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 下 一 步 ，我 省 将 坚 持 把 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促进农村一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充 分 利

用 好 丰 富 的 农 业 资 源、优 越 的 生 态 环

境 和 璀 璨 的 农 耕 文 化 ，把 乡 土 美 食 作

为 展 示 地 方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窗 口、宣

传 乡 村 风 土 人 情 的 重 要 手 段、连 接 农

产 品 和 消 费 者 的 重 要 纽 带 ，持 续 做 好

“土特产”文章，紧扣促进农民增收这

个 中 心 任 务 ，出 政 策 、搭 平 台 、促 联

结 ，让 更 多 农 民 分 享 产 业 发 展 红 利 。

（黎 萍 文/图）

全省休闲乡土美食大赛在乐安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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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贯 彻 落 实《全 国 粮 油 等 主 要 作 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4 年

“ 虫 口 夺 粮 ”保 丰 收 行 动 方 案》要 求 ，日

前 ，全 国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中 心 在 九 江

市组织召开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病虫

害防控技术研讨会。笔者从技术研讨会

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减损就

是 增 产 ”理 念 ，深 入 开 展 病 虫 防 控 、化 学

农药减量化行动和新型植保技术试验推

广 ，全 省 病 虫 危 害 实 际 损 失 率 常 年 控 制

在 5%以内，喷施植调剂提单产应用面积

超 千 万 亩 ，有 力 促 进 了 粮 油 作 物 大 面 积

单产提升。

科 学 有 效 防 控 病 虫 害 ，不 仅 能 减 少

病 虫 害 危 害 损 失 ，而 且 能 通 过 有 效 增 强

农 作 物 健 康 和 抗 逆 能 力 ，提 高 作 物 单 产

和品质。去年全国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

防 控 植 保 贡 献 率 为 30.59%，危 害 损 失 率

控 制 在 5%以 内 ，“ 虫 口 夺 粮 ”保 丰 收 、提

单产成效显著。随着粮油作物大面积提

单 产 行 动 的 深 入 推 进 ，病 虫 发 生 防 治 规

律更加复杂，良法配套衔接要求更高，植

保体系要加强研究、提前研判，及时提出

解 决 方 案 ，保 障 粮 油 作 物 大 面 积 提 单 产

行动的顺利实施。

会 议 强 调 ，各 级 植 保 部 门 要 扛 起 防

病 虫 提 单 产 的 重 任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和 系

统 观 念 ，把 病 虫 害 防 控 作 为 支 撑 粮 油 作

物 大 面 积 单 产 的 硬 任 务 ，实 现 保 产 、稳

产 、增 产 的 目 标 任 务 。 要 以 技 术 优 化 为

切 入 点 ，按 病 虫 解 决 提 单 产 中 病 虫 害 防

控 难 点 。 抓 住 作 物 出 苗 、分 蘖 、拔 节 、抽

穗、扬花等关键时期，有针对性地提升作

物 健 康 和 抗 病 虫 能 力 ，优 化 大 面 积 单 产

提升过程中的病虫防控方式方法。要以

技 术 集 成 为 方 向 ，形 成 一 系 列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 要 形 成 作 物 全 生 长 周 期 、全 要 素

的大面积单产提升病虫防控的综合解决

方 案 ，实 现 防 病 治 虫 与 单 产 提 升 有 机 统

一 。 要 以 技 术 示 范 为 抓 手 ，打 造 一 批 粮

油 作 物 大 面 积 单 产 提 升 病 虫 防 控 样 板 。

加大防病虫提单产关键技术和模式示范

展示，引导和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广 泛 参 与 ，充 分 调

动 专 业 化 统 防 统 治 服 务 组 织 的 主 动 性 ，

加速推进防病虫提单产工作。

会 议 期 间 ，与 会 嘉 宾 实 地 观 摩 了 瑞

昌市水 稻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示 范 基 地 ，总

结 分 析 了 加 强 病 虫 害 防 控 对 提 升 粮 油

作 物 单 产 的 作 用 ，研 讨 交 流 了 下 一 步 工

作 思 路 ，安 排 部 署 了 全 年 防 病 虫 提 单 产

工 作 任 务 。 未 来 ，我 省 将 大 力 推 广 绿 色

防 控 技 术 ，着 力 提 高 粮 油 作 物 单 产 提 升

的 植 保 贡 献 率 ，示 范 集 成 一 批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增 产 方 案 ，切 实 做 好“ 减 损 增 产 ”

文章。 （孙 飞）

我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成效显著

在 江 西 ，宁 都 县 犹 如 一 颗 璀 璨 的 明

珠，凭借着其独特的富硒土壤资源，在乡

村 产 业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大 放 异 彩 。 近 年

来 ，宁 都 县 以 富 硒 功 能 农 业 重 点 县 项 目

建 设 为 抓 手 ，以 硒 赋 能 、以 硒 兴 业 ，点 亮

乡村振兴之路。

以硒赋能
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宁都是一片拥有悠久农耕历史和丰

富自然资源的地方，素有“赣南粮仓”的美

誉。曾经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面临着诸多

挑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产业结构

不优。进入新时代，宁都大力开发富硒土

壤资源，为该县乡村产业打开了一扇通往

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正 值 夏 至 ，青 山 绿 水 之 间 ，一 群 群

黄 鸡 正 在 悠 然 自 得 地 进 食 、散 步 、舒 展

翅 膀 …… 这 里 是 宁 都 县 鑫 龙 食 品 有 限

公司的富硒黄鸡养殖基地。

宁都黄鸡是江西宝贵的地方优质鸡

种质资源，迄今为止已有一千多年的饲养

历史，因其味美、鲜嫩、营养价值高，受到

广大消费者青睐。2022 年以来，为进一步

提升宁都黄鸡产业效益，鑫龙食品按照富

硒标准养殖宁都黄鸡，产出的鸡肉中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硒元素

等营养成分，肉质细嫩，口感鲜美，市场反

响相当好。

宁都富硒黄鸡养殖是该县大力推进

富硒产业的一次有力尝试。近年来，为有

效发挥富硒土壤资源优势，宁都县高位推

动、精心谋划，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富硒产

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为富硒产业发展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在政策的有力引领下，宁都县富硒产

业发展有了清晰的方向。截至目前，全县

已建设 2 个 10 万羽以上富硒黄鸡养殖基

地和 4 个 1000 亩以上富硒辣椒种植基地，

累计 97 个农产品获得富硒认证，富硒产业

正逐步成为该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

全链发展
向着产业化市场化前行

富硒产业 的 发 展 ，不 仅 带 动 了 传 统

产 业 的 提 质 增 效 ，还 促 进 了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的 蓬 勃 兴 起 。 在 宁 都 县 的 工 业 园 区

内 ，一 家 家 富 硒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如 雨 后

春笋般涌现。

走进江西虔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

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我们主要从事富硒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通 过 引 进 先 进 的 生 产

设 备 和 工 艺 ，提 高 了 富 硒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虔 农 农 业 负 责 人 李 小 平 介 绍 ，该 公

司以富硒大米为基础原料，开发了“精固

棒”“糖掌牢”等系列精深加工产品，深受

消费者喜爱。

农产品价值的提升，除了精深加工带

来的产品增值，还得益于品牌建设带来的

市场溢价。宁都县强化富硒品牌的打造

和推广，大力推进“宁都富硒”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对符合标准的富硒农产品

进行严格认证和标识管理。通过参加富

硒农产品展销会等各类农业博览会活动，

“宁都富硒”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

提升。如今，宁都的富硒黄鸡、富硒稻米、

富硒米酒等产品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抢手

货，远销全国各地。

在宁都 一 家 电 商 快 递 驿 站 ，工 作 人

员正在熟练地打包发货。随着富硒产业

化的持续推进，宁都县积极探索“富硒+
电 商 ”的 销 售 模 式 。 通 过 与 各 大 电 商 平

台 合 作 ，建 立 了 宁 都 县 富 硒 农 产 品 电 商

销 售 专 区 ，将 优 质 的 富 硒 农 产 品 推 向 更

广阔的市场。

“通过电商平台，我们的富硒农产品

能够在短时间内送达消费者手中，大大缩

短了销售链条，提高了销售效率。”宁都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盛荣表示，未来，该

县将继续加大对富硒产业的支持力度，统

筹各方资源，进一步完善富硒产业链条，

畅通富硒产品流通渠道，提高“宁都富硒”

品牌市场竞争力。

联农富农
让富硒产业成为富民产业

走进宁都县的田间地头，富硒产业发

展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青塘镇

富硒蔬菜种植基地里，绿油油的蔬菜拔节

生长。“以前种地，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

生计。现在种上了富硒蔬菜，价格高，销路

好，日子是越过越红火！”菜农们忙碌的身

影穿梭其中，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当地富硒蔬菜的热销，不仅带动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吸引了许多外出

务工的农民返乡创业。

为了给当地农民发展富硒蔬菜提供

更 有 力 的 服 务 支 撑 ，宁 都 县 对 接 科 研 院

校，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成

立 了 专 门 的 农 业 技 术 服 务 团 队 ，为 农 户

提 供 从 种 苗 培 育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到 病 虫

害 防 治 的 全 方 位 服 务 。 同 时 ，还 加 大 了

对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入 ，修 建 了 完 善 的

灌 溉 系 统 和 道 路 ，大 大 提 高 了 农 业 生 产

效率。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宁 都 不 断 完 善

产 业 发 展 与 农 民 利 益 联 结 的 机 制 ，让 富

硒产业发展为宁都的农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收益。

去年，宁都县富硒功能农业重点县项

目全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农户 9000 户以上；

新增带动 500 户以上农民增收致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联结带动农户数占总农户

数的 30%以上。

回望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前景

光明。

如今，宁都县凭借着富硒产业的独特

优势，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图景

正徐徐展开。

以硒赋能 以硒兴业
宁都以富硒产业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张 霖

桃子喜获丰收
日前，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南门分场世外桃源

种植基地的桃子迎来丰收季。在世外桃源里，沉甸甸的

蜜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小心翼翼地拨开桃子

的套袋，再将其采摘放在篮子里。

“我们一家人来摘桃子，这里的桃子个大饱满，汁水

很足，而且价格也很公道，来这里既体验到了采摘的乐

趣，又可以把桃子带回家送给亲戚朋友品尝，实在太值

了！”市民吴女士高兴地说。

据了解，世外桃源是一个集有机水果种植、农业技

术 推 广 、休 闲 旅 游 度 假 为 一 体 的 现 代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园。目前，该园拥有 400 亩集中连片果蔬生态种植园，

园区设有有机水果种植区、特种桃种植区、水产养殖区

等特色种养区，包括蟠桃、黑桃、黄桃等系列桃种，以及

新西兰红梨、秋月梨、金橘、车厘子等近 40 个品种。进

入桃子采摘期以来，每天有上百人入园采摘，通过线下

采摘和线上订购结合的方式，园区桃子销售收入预计可

达 300万元。

近 年 来 ，太 平 镇 南 门 分 场 依 托 世 外 桃 源 种 养 产

业 ，大 力 发 展“ 采 摘+旅 游 ”新 业 态 ，着 力 推 动 农 旅 结

合 全 面 发 展 ，每 年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6 万 元 ，带 动 周 边 20
余 名 农 民 就 业 ，让 大 家 实 实 在 在 共 享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红利。 （高心宇）

多形式开展节水宣传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节水小窍门？如何养成节约用

水的好习惯？”近日，全南县水利局联合多部门在该县河

边街广场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活动。

为增强居民节水意识，助力节水型社会建设，今年

以来，全南县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点为契机，

广泛开展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进机关、进

企业、进社区，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标语、发放资料等方

式开展节水宣传，推广节水型器具，传授节水小妙招，累

计发放宣传资料 3500 余份，回复现场咨询 100 余人次，

切实增强了居民对水资源的保护意识。

全南县在城区明珠塔、河边街超市等城市地标建筑

物的显示屏上滚动播放节水公益宣传片，组织全县干部

职工在绿宝碳汇 APP、赣法云 APP 等线上平台开展节水

知识答题，引导全民参与节约用水行动，在全社会营造

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的浓厚氛围。

“这段时间，县里组织节水宣传活动，让我了解了节

约用水的重要性，学到了很多节水知识，我将带动身边

人一起节约水资源，参与河湖的治理与保护，守护美好

家园。”居民王先生观看完节水宣传片后说。

为进一步提高保护和利用水资源的效率，全南县

河长办联合该县水利局、水土保持中心，深入企业宣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

例》等政策法规，引导企业在生产生活中防治水污染、

保护水环境，激发企业参与河湖长制工作的热情，共绘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画卷。（郭根平 刘广天）

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新建村民广场，本地村民在这里聚聚聊聊融洽感情、

加深情谊；组织开展“黎移一家亲”特色文艺活动，邀请文

艺队、越剧团及村民代表登台表演；组织“米粿擂茶会”，

现场制作并品尝米粿、擂茶……近年来，黎川县龙安镇宋

洲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促进村民

和睦相处、共谋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倾力调解促和谐。村党支部从村民中推选 10 名亲

邻里、有威望的党员乡贤，组成“黎移一家亲”工作队，主

动上门化解矛盾纠纷。把功能单一的移民活动室改造

成“黎移议事堂”，由工作队牵头组织村民在此建言议

事、调处矛盾、普法宣传。该村矛盾纠纷大幅减少，矛盾

化解率达 100%。

凝心聚力谋发展。村党支部组建“黎移互助会”，鼓

励村民互帮互助。村里发展缺产业缺技术，乡贤袁正才

在全村推广葡萄种植技术，20 余名村民合力致富；村民

就业难，乡贤沈富贵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回乡开办米

粉加工厂，吸纳 8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该村

统一规划农田和机耕道，全村 4000 余亩耕地全部进行了

改造提升，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由村里牵头成立粮

油种植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牧草、

烤烟等产业。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5 万元，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 万元。 （朱 恒 余乐琴）

创建节水型社会 助力高质量发展
当前，正值脐橙夏季管护的关键期。近日，笔者走

进位于安远县镇岗乡涌水村的智慧果园，果农轻轻一

点，含有精准配比养料的水便流入果树根部，让脐橙喝

足水、吃饱肥。

“整个园区采用滴灌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远程可调

控环境、浇灌施肥，不仅节省人力，管理也更精细。”涌水

村果农卢红梅说，告别“大水漫灌”，水肥一体化滴灌节

水率可达 50%以上，可节肥 20%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30%

左右。

近年来，安远县以节水载体创建为重点，不断探索

新思路、新举措，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该县根据

区域水资源特点，规划建设了一批蓄水、引调水工程，优

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并全面推进农业节水、工业企业节

水、公共机构节水和小区节水创建。

“我们通过分区安装智能水表、建设智能监管平台、

循环利用非常规水等，不断推进公共机构、企业、学校、小

区等节水型载体创建。”安远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全县共建成抬起式水龙头、感应式小便斗、雨水及

空调冷凝水收集装置等节水型载体，已同步投入使用。

同时，该县充分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节水宣

传周”等重要节点，整合部门、社区、学校等多方力量，常

态化开展宣传、培训和走访，对节约用水相关知识等进行

宣传，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截至目前，该县共建成省级

节水载体 4个、市级节水载体 30个。 （魏明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