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线 5■ 责任编辑 张海光 见习编辑 陈希明

2024年 8月 23日 星期五

初秋，在樟树市义成镇罗港村黄栀子

种植基地，十几名村民正忙着除草浇水。

该基地去年采收 1000 多吨黄栀子鲜果，实

现产值 400 多万元。近年来，樟树市发挥

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森林

药材种植面积达 11.6 万亩，年产值超 6 亿

元，带动 2.9万户农民增收致富。

用好政策激活民间投资

在吴城乡塘下村万亩中药材种植基

地，村民正忙着采收、晾晒枳壳。这里有

种药材的传统，以前大家利用房前屋后、

田头地角等零散空闲地种药材，产量和质

量参差不齐，收益没有保障。

没有大面积种植的优势品种，也没有

统一的种苗供应和种植标准，药材种植基

本上处于小而散的状态。为改变这一现

状，樟树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中国

药都”振兴实施方案》《樟树市中药材种植

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

举措，设立中药材发展专项资金，对种植

枳壳、吴茱萸、黄栀子、车前草等传统道地

中药材以及高价值药材给予补贴，鼓励中

药饮片企业、种植经营能人建设药材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基地。

自 2021 年起，樟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

中药材价格保险及种植保险试点，将中药

材种植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市财政补

贴 75%的保费，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户和林

农风险。有力的政策支持，激发了各类经

营主体的投资热情，带动超 5 亿元民间资

金投入中药材种植，其中直接用于种植的

资金超 3亿元。

梦达实业在吴城乡塘下村建成万亩

枳壳种植基地，农户以土地入股，企业主

导经营，合作社全程协调服务。近 5 年来，

梦达实业获得政府奖补 1000 余万元，累计

投入 4000 余万元用于基地生产、配套设施

的完善。

用好办法种出好药材

欣飞实业在中洲乡西塘村流转 1100
余 亩 林 地 用 于 种 植 枳 壳 、黄 栀 子 和 车 前

子，给村里带来看得见的变化。

“我家 17 亩林地，以每亩每年 230 元

承包给公司，自己在基地干活，每月还有

4000 多元工资。”算起这笔经济账，村民喻

苟芽笑得合不拢嘴。

一块地两份收入，给西塘村带来大变

化，96 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去年劳

务收入超 60 万元。近年来，樟树市探索推

广“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股权量化+保底

分红”“结对扶持+自主创业”三种模式，鼓

励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等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土地、土地入股等方

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推动中药材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在双金园艺场中药材种质资源圃，农

艺师胡小猫带领 30 多名村民忙着铺膜、培

土、栽苗。他说：“种药材不仅要有规模，

还要有良种、良法作支撑。”该资源圃占地

120 多亩，目前繁育了 100 多个药用植物品

种，面向全市供应优质种苗，推广运用良

技良法。

双 金 园 艺 场 摸 索 出 吴 茱 萸 矮 密 早

GAP 丰产栽培技术，获得省农牧渔业技术

改进奖三等奖。当地村民运用该项新技

术种植吴茱萸，实现单产翻倍，每亩纯收

入超 3000 元，引得周边昌傅、刘公庙、临江

等乡镇农户争相效仿，推广种植面积 1 万

多亩。

樟树市还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江西中

医药大学等院校合作，建立南方优质中药

材种苗繁育基地 1400 余亩，推动中药材种

质驯化扩繁、资源保护，助力中药材种植

业高质量发展。

用好生态催生好效益

秋日，店下镇芦岭村村民正在林子里

对黄精进行抚育除杂。“这里的好生态适

合黄精生长，林下种植的黄精品质好、药

效高。”茂悦农业总经理熊宇繁说。

数年前，由于村里大部分壮劳力外出

务工，竹林靠留守的老人、妇女打理，长势

越来越差，一根毛竹还没一根甘蔗值钱，

竹林生态功能逐步退化。

茂 悦 农 业 在 芦 岭 、松 湾 等 地 租 用 竹

林，仿野生环境种植黄精 1.2 万亩。林下

种植黄精需要每年进行清杂、起垄、翻耕、

施肥等管理，病虫害少了，竹子也越来越

粗壮。

“在林下套种森林药材，不与粮争田、

不与树争地，既增加林农收入，又能提升

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拓宽了‘两山’转化

通道。”樟树市林业局局长程永康说。林

下生金，生态富民。目前，该市已有 10 多

种 中 药 材 实 现 林 下 套 种 ，建 成 5000 亩 以

上森林药材基地 3 个、千亩基地 11 个、百

亩基地 72 个、种苗基地 6 个，基地面积超

4 万亩。

林下生金 生态富民
——看樟树市如何依托资源优势发展林下经济

肖 龑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蔬菜价格涨至‘过年价’”“黄

瓜大涨 150%”“丝瓜、红辣椒高峰时

期均达 20 块钱一公斤”……近段时

间，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部

分蔬菜价格上涨明显。记者近日

在北京、山东、贵州、海南等地调研

发现，高温多雨等多重因素叠加推

动 菜 价 上 涨 。 不 过 ，在 短 期 冲 击

性、季节性影响退去之后，价格有

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较往年同期
涨幅偏高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记者看到，拥挤排列的冷藏车、

厢式货车敞着后厢，展示着码放整

齐的捆捆蔬菜。“小白菜原先 8 毛 1
一斤，这个月涨到 4 块多。”摊主王

女士说，进货的小白菜产自河北香

河 ，当 地 暴 雨 不 仅 影 响 小 白 菜 产

量，也给进货增加了难度。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8 月 19 日，新发地市场蔬菜

批 发 的 加 权 平 均 价 为 4 元/公 斤 ，

比 上 个 月 上 涨 37.93%，比 去 年 同

期上涨 28.21%。据统计，今年 8 月

中 旬 的 价 格 在 近 5 年 同 期 中 处 于

最高点。

传统的夏秋季蔬菜产区如黄

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环渤

海 地 区 蔬 菜 价 格 也 同 样 出 现 上

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指数

月评显示，7 月份监测的十大蔬菜

类别指数中，有 7 类上涨。8 月 12
日至 18 日当周监测的十大蔬菜类

别指数中，有 9 类上涨，上涨明显的

类别是白菜类、菜豆类、叶菜类、水生类。

在安徽安庆一家商超，不少市民在蔬菜专区选购。市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最近半个月，菜价总体有所上涨，特别是菠

菜、上海青等鲜叶菜价格涨幅较大。

每年 5 月到 10 月是海南瓜菜的生产淡季，由于本地蔬菜

产量有限，供给需从岛外大量调运。“今年蔬菜主产区省份降

雨偏多影响产量，进一步拉高了价格，目前各类蔬菜收购价格

平均每斤上涨了 1 元到 1.5 元。”海口市菜篮子食品工程有限

公司农业生产部基地主管陈建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9.3%，

同比上涨 3.3%。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指数从 6 月 20 日的 111.57 上升到 8 月 20 日的 134.11，上涨

20.2%；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从 4.32 元/公斤上升至

6.09元/公斤，涨幅 40.97%。

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菜价上涨

从历年规律看，蔬菜价格呈季节性波动。七八月份，高温

多雨的天气不利于露地蔬菜生长，一般每年这个时候菜价都

会转入上行通道。

为何今年菜价涨幅更大？

极端天气是一大因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副研究员张晶介绍，今年暑期，我国总体降雨偏多，湖南、山

东、四川、安徽等地出现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些

地方还遭遇洪涝灾害，导致当地蔬菜生产、采收及外运受阻。

不利天气让不少蔬菜种植户深受其扰。“受今年夏天高温、

高湿等多变气候影响，病虫害多发，蔬菜品质有所下降、产量相

对减少。”山东省寿光市诚麟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春宝说。

有着 10 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寿光化龙镇信家桥村菜农

信登庆告诉记者，频繁降雨加上持续高温，大棚菜长势不如往

年。为了减少高温天气的影响，棚膜上用了遮阳网和降温剂，

降低高温伤害，增加了种植成本。

高温和连续强降雨不仅导致蔬菜产量下降，还影响了蔬菜

品质，增加了蔬菜的采收难度和储存保鲜费用。此外，我国蔬

菜产区和销区相对分离，跨区域调运进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

“产量靠前的几个蔬菜大省占全国供应量的比重较高。

今年暑期暴雨等天气对蔬菜尤其是鲜叶菜的跨区域调运产生

了一定影响，导致蔬菜的收购和物流成本有所增加，从而阶段

性、暂时性推升零售菜价涨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今年蔬菜价格上涨，与市场上曾出

现的“姜你军”“蒜你狠”等价格垄断现象有所不同。鲜叶菜冷

库冷链贮存成本高、耗损率高，加上各地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的违法成本高，资本炒作的可能性

不大。

价格有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后期走势如何？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蔬菜生长

周期相对较短。在短期冲击性、季节性影响退去之后，前期因

灾受损地区的蔬菜生产逐步恢复，推迟上市的蔬菜陆续上市，

市场供应量有望持续增加，价格也将逐步回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1.06 亿

亩，同比增加 90万亩，仍处于年内较高水平，稳产保供有基础。

“尽管季节性上涨因素仍然存在，部分品种可能出现茬口衔

接不畅，但后期北方及高山、高原地区的冷凉蔬菜逐渐进入采收

旺季，市场供应充足，预计蔬菜价格上行空间有限。”张晶说。

上海组织蔬菜生产基地加强田间管理和采收作业，抢种

鸡毛菜、米苋等耐高温速生蔬菜；北京协调新发地等主要批发

市场进一步拓宽供货渠道，组织大型连锁超市和直营直供企

业加大基地直采力度……从生产前端到零售末端，各地多措

并举稳住百姓“菜篮子”。

山东潍坊寿光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凌晨 3 点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来自河

北、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地区的西红柿、黄瓜、白

菜、芹菜、西葫芦等蔬菜在这里交易，目前日交易量约 6000吨。

“为了应对高温，我们加快了进货、出货节奏，缩短蔬菜在

市场停留时间。同时，为平抑菜价，物流园在加强产销衔接、

蔬菜集散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周边调运、增加耐储蔬菜等方

式，让各地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稳。”寿光市商务局党组成

员王海涛说。

在贵州省威宁县，蔬菜种植大户刘志正忙着将 20 吨白菜

发往四川成都。“我们这里海拔 2000 米以上，适合种植反季节

蔬菜。当前采摘的蔬菜都是直接运到省外，比如白菜、豌豆尖

主要发到四川、重庆等地，红菜薹主要供应上海、北京、西安、

武汉等地。”刘志说。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期灾害性天气，将压

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合理安排蔬菜品种结构、种植规

模和上市茬口，引导主产区与大中城市进一步加强供需对接，

加强“菜篮子”产品生产情况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保障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 （新华社北京8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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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江南昌段 115 平方公里水域，有

这样一支由 13 名民警组成的巡逻大队，20
年 来 ，巡 逻 防 控 ，他 们 昼 夜 值 守 ；应 急 处

突，他们冲锋在前；安保维稳，他们义不容

辞……他们就是南昌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水上巡逻大队。2021 年 9 月，为更好地服

务群众，该大队率先在全省创建了“水警

爱心驿站”。在这里，一间暖心室、一件暖

心衣、一杯暖心茶、一席暖心话，可以温暖

身 心 。2022 年 ，该 大 队 被 省 公 安 厅 授 予

“全省公安系统爱民模范集体”称号。

为何要创建“水警爱心驿站”？8 月 8
日，笔者来到该巡逻大队进行探访，正值

三伏，赣江水面气温攀升至 38℃，船上的

栏杆热得烫手。走在趸船上，一面锦旗吸

引了笔者的注意，民警万鹏讲述了这面锦

旗背后的故事。

2022 年 11 月，一天上午 10 时许，有群

众 报 警 称 ，一 女 子 情 绪 激 动 ，扬 言 要 跳

江。接警后，万鹏和同事立即赶赴现场，

发现一女子正朝江中心走去。来不及多

想，万鹏和同事冲下水，把女子拉上岸后，

发现该女子身上有一股酒气，情绪仍然激

动，便将她带到“水警爱心驿站”。

走进驿站，女子在女民警的帮助下，

换上了干衣，万鹏为其倒上了一杯热茶。

经过几番沟通后，女子慢慢打开话匣子，

万鹏一边聆听一边开导，原来该女子因感

情问题，一时想不开，才做出此过激行为。

为防止女子后续又产生轻生念头，万

鹏顺水推舟添加其微信以便进一步对其进

行心理疏导，万鹏说：“人生的路很长，没有

什么是过不去的坎。这么好的青春年华，

怎么能放弃？”“你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世

间的温暖，原来还有很多人关心我，还好

有你们在！”女子在微信中给万鹏留言。

“以前，民警把人救上岸后，便联系家

属 或 送 往 医 院 ，后 来 发 现 这 些 都 需 要 时

间 ，如 何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让 群 众 感 受 到 温

暖，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推出了‘四个一’

暖心工作机制。”南昌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水上巡逻大队大队长万基敏解释道，“一

间暖心室、一件暖心衣、一杯暖心茶、一席

暖 心 话 ，看 似 平 常 ，背 后 却 是 讲 情 说 理 。

这 些 举 措 不 仅 能 温 暖 身 体 ，还 能 平 复 情

绪，更重要的是拉近民警与轻生群众的距

离，从而让其敞开心扉。”

采访中，笔者走进暖心室，虽然房间

不大，但里面摆放着一次性毛巾、吹风机、

干净衣物、急救箱等物资，还装备了电视、

电脑等设施，简单而温馨，让落水群众有

回“家”的感觉。

笔者随手拿起一件衣物，虽然是旧衣

物，但是干净整洁。原来，南昌市公安局

水上分局每年都会组织民警捐赠衣服放

在暖心室中，方便落水群众能及时换上，

驱散寒冷，暖身又暖心。

长年值守在赣江边，民警们都练就了

一身本领。有的民警练就“火眼金睛”，能

在黑夜中一眼看准落水者位置并进行救

援；有的民警是“谈判高手”，面对轻生群

众能快速建立信任。

万鹏便是这样一位“谈判高手”，他经

常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日常还会收集

一些“暖心话”：“只要自己有一颗平常的心，

保持谅解自己和他人的心态，不要期待，不

要假想，不要强求，顺其自然”“无情的江水

不能给您带来解脱，带来的是生命的熄灭

和家人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些话时而

宽慰，时而治愈，帮助轻生者走出阴霾。

如今，小小驿站不仅是心情舒缓室，

更传递着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水警爱心驿站 用爱温暖身心
朱宸廷

▲8 月 22 日，南昌市红谷滩区豫章中学体育馆内，孩子们正热情参与武术体验项目。

2024 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武术体验项目，设有初级剑术、棍术和 42

式太极拳等小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2 名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参加。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8 月 22 日，南昌红谷滩区融创茂商场热闹非凡，2024 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

阳光体育大会轮滑体验项目在此举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看。据悉，本次体育大会把

体验项目和教育活动下沉至景区、街区、商圈，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观

看、了解，进而参与体育运动。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展示自我 享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