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耕春插已接近尾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农户们少了“单打独斗”的焦虑，多了“全程无忧”的底气。这得益于

全市供销系统大力推广的“镇村一体、十代十好”服务模式。通过组织联动、资源整合和全链条赋能，该模式已覆盖全

市70%耕地，服务规模超120万亩次，发展优质稻订单种植10万亩，为农民铺就了一条“降本增效”的丰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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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77） 三农

“镇村一体”聚合力“十代十好”促增收
——全市供销系统创新服务模式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王希台

从“跑断腿”到“一站式”：
全链条服务让农户轻松种田

作为衔接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桥梁，
供销系统以“镇村一体”强基固本，以“十
代十好”提质增效，推动粮食生产体系重
构。

供销系统构建了“党委领导+供销主
导+村社协同+社会参与”的组织体系健
全、资源配置高效、供需对接顺畅、经营
服务能力提升的生态圈；通过“十代十
好”聚焦粮食生产全流程，提供“代育到
代销”十项服务，实现“选品到分利”十项
目标。

“以前买种子、找农机、卖粮食都得
自己张罗，现在供销社全程托管，每亩成
本降了15%，收益还涨了200多元！”雨湖
区鹤岭镇种粮大户贺晓算起了经济账。

这样的变化源于“十代十好”服务的
精准落地。供销系统聚焦粮食生产全流
程，提供代育秧、代耕作、代飞防、代收购
等十项服务，实现“选好种、施好肥、卖好
价”等十项目标。

在鹤岭镇，供销系统探索了以“乡镇
供销合作社+土地托管中心+村级供销合
作社+服务主体”的模式构建农业社会化
服务综合平台，整合域内各农业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各

类农业服务资源，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
大联盟。供应优质稻种子1万公斤，化肥
300余吨，飞防植保5000亩/次；完成2000
亩水稻收割，订单回收稻谷3000余吨；向
阳村建成年烘干能力 3000吨的仓储中
心，覆盖 7000亩农田，村集体年增收 20
万元；引进绿色存折公司示范种植 1900
余亩，年产值达 300万元，亩均收益 350
元，形成“土地流转—规模种植—加工增
值”范式。

“三级联动”破难题：闲置
资源变增收活水

面对农村“组织散、服务弱”的痛点，
供销系统创新构建“镇社统筹—村社落
实—农户参与”三级体系。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狮山村，供销社
与598户农户签订优质稻回购协议，加工
成品牌大米后每亩增值577元；石潭镇同
庆村通过“种药肥粮一体化”服务，每亩
节约成本157元，实现村集体与农民收入

“双增升”；在雨湖区姜畲镇大进村，通过
“十代十好”服务，每亩增收350元。

“镇里搭平台，村里当红娘，企业唱
主角。”湘潭市惠农农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赵湛介绍，乡镇供销社由副镇长挂
帅，整合惠农公司、农技站等资源；村级

供销社则化身“田管家”，收集需求、对
接服务。

在鹤岭镇，当地政府以供销合作社
为抓手，统筹全镇农业机械资源，打破小
农模式带来的生产效率低、土地利用率
低等问题，助力实现农业现代化。2024
年，通过“产品+服务”推广“种药肥粮”一
体化服务，与村供销合作社、种粮大户签
订服务协议，组织调度旋耕机31台、插秧
机 30台、飞防撒药飞机 15架、收割机 20
台、烘干机10组等，充分调度全镇农业机
械设备和农机手资源为全镇订单农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协同攻坚，构建多方联动
新格局

实践证明，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依托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乡
镇供销合作社，带动村级供销合作社发
展是关键。政府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
资源协调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供销合
作社则发挥自身组织和服务优势，共同
推动模式落地。

在鹤岭镇，当地供销合作社不仅在
耕、种、防、收、烘、储、加、销等“十代十
好”服务上下功夫，还全程延伸服务子链
条，通过全程托管、订单服务、按需供肥、

技物结合等多样化方式，满足农业生产
各环节、产品服务等各类需求。

一方面，实施订单种植、保底收购，
不仅可以拓展服务模式，农户也无须担
心粮优价贱、高产低收。目前已达成订
单种植1万余亩，有效助力春耕生产。另
一方面，供销合作社还同步推进服务功
能延伸。2024年 10月至今，镇供销合作
社利用社会化服务团队开展“非粮化”

“抛荒”治理，已累计完成金侨村、向阳
村、南谷村、凤凰村、双泉村、关峰村等治
理3000余亩。

“政社协同、社企协同和社村协同，
方能构建多方联动新格局。”赵湛介绍，
在社村协同方面，要发挥镇供销合作社
枢纽作用和村供销合作社节点作用，引
导各村开展订单农业，形成镇村联动的
服务网络。他说，村供销合作社只有深
入了解农户需求，将信息反馈给镇供销
合作社和合作企业，镇供销合作社才能
统筹资源，提供服务和支持，实现农资、
农机、农管等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户种
植无忧、销售不愁。

当前，“镇村一体”的组织优势与“十
代十好”的服务效能正在持续释放。这
种“政府搭台、供销牵头、村企共舞”的新
模式，不仅让农户尝到现代农业的甜头，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宛如两块温润的碧玉，静静地镶嵌在
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上。无怨无悔，
它们一直陪伴着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同志故居。百余年来，见证着岁月的悠
悠变迁，交织着伟人的生平，它们如同一
幅徐徐展开的诗意画卷。这就是韶山
毛泽东同志故居前的两口池塘——荷塘
与南岸塘。

荷塘，静卧于故居正前方，约两亩的
水面仿佛一面澄澈的镜子，倒映着天空
的湛蓝与故居的质朴。在骄阳似火的夏
日，这里碧波荡漾，荷花盛开，清香四溢，
故名荷塘。塘墈下，有一条用木桩和树
条搭建的“水跳”，那是岸上人家挑水和
洗濯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无
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荷塘边留下了他游
泳时的欢快笑声，嬉戏时的灵动身影，也
见证过他为了理想与信念同父亲的激烈
对峙。

荷塘的右侧是土地冲。一条塘基，
连着毛泽东家的几亩祖田，夏日禾苗绿
油油的，随风翻滚着绿浪；秋天一片金
黄，一片丰收景象，让人不禁想起毛泽东
《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的
诗句。

荷塘下方，南岸塘宛如一条碧绿的
丝带，蜿蜒其中。南岸塘塘基宽约 3米，
一条石路沿着塘基延伸，路面用石板和
石子精心铺就，直达对面的谢家屋场。
1959年6月，回到阔别32年故园的毛泽东，
沿着这条塘基，缓缓走来，走进暌违已久
的故居。

荷塘与南岸塘，不仅仅只是自然景
观的杰作。1956年 11月，陈毅元帅访问

韶山，在故居前的池塘边徘徊良久，吟出
“韶山冲里览风物，霭霭青松赤壤嵌。清
水池塘傍茅舍，鸢飞鱼跃竹万竿”的诗
句，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指引的正确道路。

岁月流转。曾经，随着红色旅游的
蓬勃发展，游客数量的增多，荷塘和南岸
塘的水质受到影响，水体治理刻不容缓。

痛定思痛。近年来，伟人故里开始
了以河长制为抓手全面推进河湖系统治
理，按照建好“盛水的盆”、管好“盆里的

水”、治好“岸上的污”的思路，精心描绘
韶山冲的绿水青山美景。作为韶山核心
景区的小微水体，荷塘和南岸塘的治理
更是重中之重。采用适用于湖南丘陵地
区山塘水系水草种植和水生生物链重构
方案，2019年，塘里种下第一批水草。之
后，又进行了补种。这些水草就像一群
默默守护的卫士，在水中扎根生长，通过
吸收水中的营养物质，抑制藻类繁殖，逐
步改善水质。与此同时，水塘生态得到

维护，有专人定期清理水中杂物，监测水
质变化，推动水体自我净化。

今天，故居前的这两口塘，曾经的些
许浑浊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清
澈见底的湖水。在花开的季节，有心人
发现，塘中荷叶长得愈发旺盛，荷花开得
愈发明艳了。醉人的芬芳仿佛带着岁月
的诗意，让人陶醉其中。池塘水中，鱼儿
嬉戏。池塘上方，不时有鸟儿飞过。人
们在这里感受历史文化，享受宁静时光。

姹紫嫣红的鸢尾花、美人蕉争相绽
放，吸引众多乡村旅游爱好者纷至沓来；
还有青翠欲滴的碧根果、黄栀子结满枝
头，新植的甜柿树苗在山坡上亭亭玉立，
给络绎不绝的网红提供了极佳的直播打
卡场地……春末夏初，湘潭县排头乡团
结村的花海果园美不胜收，以水生花卉
产销为主要载体的特色农业产业丰收在
望。

排头乡团结村是一个相对偏远的
纯农业村，全村 3277 人，耕地面积仅
2026亩，山地面积达 4200余亩，属于典
型的“山多田少”村。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暨和美
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村两委与驻村工作
队紧跟上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通过招
商引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水
生花卉、中药材和水果产销等 3大特色
产业，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 10 万元逐
渐上升至 46 万余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也同步增长，走出了一条产业强村富民
的振兴之路。

2018年，团结村引进一家农业公司，
集中流转种植结构调整区的 1200亩耕
地，投资发展水生花卉产销特色产业，栽

种的鸢尾花、美人蕉、再力花等共计40余
个品种，其中，鸢尾花面积最大、品种最
多。这些花卉主要用于湘江风光带、湿
地和公园建设、水体治理、生态景观等，
远销全国多个省（市）。

经过多年细心经营，水生花卉产业
基地已打造成中部地区种植面积最
大、保持数量最多的袋苗、盆苗生产基
地，亩产值 1万元以上。每年除去支付
农户土地流转租金，还为当地劳动力
带来 160多万元的就业收入，惠及脱贫
户、监测户 37户 100余人。同时，有效
促进休闲农业产业发展，“赏花节”一
年比一年热闹，当地农家乐餐饮消费
和竹根辣椒、湘莲等优质农产品销售
额稳步增长，如愿实现为村容村貌增
色，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目标。

2021 年，团结村又成功引进一家
农业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开发利用荒山坡种植食药
两用的碧根果，总面积约 500 亩；与此
同时，村两委与湘潭县一家中药材产销
企业合作，发动村民在果树间隙栽植中
药材黄栀子，通过套种手段增加土地收
益。目前，碧根果、黄栀子都已开始挂
果，植株长势优良；它们进入盛产期后，
每亩年综合产值预计近万元。当地部
分村民参与果园日常管护，每年获得的
务工费共计 5万元左右。

“向荒山要效益”是团结村全体干
群的共同心声。2024 年，村两委引进
特色水果太秋甜柿，发动村民开辟荒
山荒坡进行种植，总面积达 45 亩。与
此同时，村里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

专项资金支持，修筑了 3.5公里长、6米
宽的“产业路”，将水生花卉基地、果
园、中药材基地连通起来，既便于游客
来往，又打通农资和农产品运输瓶
颈。还整修硬化了部分骨干山塘、渠
道，在主、次村道安装太阳能路灯，全
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有效助推产业发展。

从千亩花海到碧根果园，再到甜柿
基地，团结村的产业发展始终立足本
土资源，不断创新经营模式，促进农产
品产销与旅游经济同步增长。如今，
全村三大特色产业基地交织成一首强
村富民协奏曲，有效激活了沉睡的土
地资源，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家门口致
富”的幸福，大家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
信心和决心越来越强。

湘岭猪新品种选育
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谭红）近日，“湘岭猪配套父
本杂交试验研究”课题现场评议会在潭召开，省、市农业农村部
门有关专家学者经过屠宰测定、分析讨论，对课题研究成果给
予充分肯定，确定湘岭猪新品种选育工作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湘岭猪是以沙子岭猪与国外优质猪种为育种素材培育出
来的杂优品种，由市家畜育种站牵头，联合省、市多家科研单位
与企业共同攻关完成。历经多年选育，已完成 4个世代培育，
遗传性能稳定，繁殖、育肥、胴体及肉质等生产指标显著提升，
为产业化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为进一步优化湘岭猪品种特性，科研团队继续以
湘岭猪为母本，与山下长黑、川乡黑猪、天府黑猪等国内培育品
种开展杂交组合试验。经系统测定，山下长黑被确定为最优配
套父本品种。

“湘岭猪配套父本杂交试验研究”课题评议会期间，专家组
通过现场屠宰测定、比对分析讨论后指出，以山下长黑为配套
父本的杂交组合能显著提升湘岭猪的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对
推动优质猪种商业化应用意义重大。专家并希望通过优质种
源与技术输出，助推地方优质生猪品牌建设和养殖户增收，促
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这项杂交试验成果标志着湘岭猪从育种研究迈向产业化
推广阶段，为持续深化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开发、助推全省生猪
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近年来，湘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蜜源植物种类丰
富，吸引了宁乡等地区的养蜂人前来采蜜。春夏之交，刺
槐、乌桕接连开花，是养蜂人最忙碌的时候。5月5日立夏节
气，宁乡市横市镇养蜂人龙谷良、龙清明父子来到湘乡市金
石镇赶乌桕花期。龙谷良父子养蜂 20多年，有蜂箱近 300
箱，先后到湘潭县花石镇、青山桥镇和湘乡、韶山各乡镇赶
花期，年产蜂蜜1.5吨左右，蜂蜜主销长株潭地区。

（本报记者 王希台 摄）

从深圳打工人到“鱼塘CEO”：

李宇的特色“水产经”
本报记者 尹义龙

清晨，湘潭县河口镇石泉村青石水库的水面泛起微波。李
宇撑着雨伞走在塘埂上，巡视水库，观察甲鱼的生长情况。这
位 43岁的前深圳打工者，如今是当地有名的“水产大王”——
60亩水库年产甲鱼2500公斤、翘嘴5000公斤，年销售额超200
万元。

2015年那场灾难至今刻在李宇脑海：1万公斤翻白的死
鱼堆成小山，恶臭弥漫整个水库。“拖了 3卡车，最后只能深
埋。”谈及死鱼事件，这个干过机械加工、装修的汉子至今仍心
有余悸。

转机来自湘潭职校的专家。何欣云教授带着检测仪蹲点
一个月，找到病根：淤泥发酵产生毒素。“现在每季度清塘消毒，
溶氧度实时监测。”李宇指着水库边的水质传感器说。

“鲢鳙吃藻类净水，甲鱼排泄物养浮游生物，翘嘴专吃小鱼
虾。”看着分层游动的鱼群，李宇揭秘生态链：混养模式让饲养
成本降40%，水质达标率保持90%以上。

更妙的是“农家乐经济”。周末水库边总停满湘潭县、湘潭
市、株洲市的车辆，钓客们为一条 2.5公斤重的翘嘴愿付 200
元。“去年光垂钓、用餐收入就有100多万元。”李宇笑着展示水
库边的抄网。

随着特色水产养殖事业的发展壮大，今年李宇计划搭上电
商快车，与荷味食品公司合作开发即食甲鱼。“我们要让甲鱼游
进预制菜赛道。”李宇说。

更大的蓝图正在展开：水库边的挖机轰隆作响，育苗池加
紧扩建。按照石泉村特色产业培育计划，2027年这里将实现年
产甲鱼1万公斤、翘嘴2.5万公斤，带动30户农户加入“公司+合
作社”体系。

朝阳下，李宇站在新装的防逃网前，手机响起订单提示
音。“深圳教会我拼搏，家乡给了我舞台。”这位“鱼塘CEO”证
明：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每条“洄游的鱼”都能掀起浪花。

青石水库特色水产养殖区航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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