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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县域产业体系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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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蔬菜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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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农带农方面，繁育中心主要通过两

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培育良种种羊和种牛，
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投放给当地养殖户和合作
社，同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将他们繁殖出来
的商品羊羔和犊牛进行回收。这种方式不仅
降低了养殖户的成本和风险，也提高了他们
的收益。二是通过土地流转和饲草订单等方
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繁育中心从 151户群
众手中流转 196 亩土地，每年给予每亩土地
800元的流转费用。同时向 713户群众订单收
购青贮玉米，高于市场价收购，每户纯收入可
达 2040元。

此外，繁育中心还给大河家镇四堡子村和
陈家村的 732户村民每户配股 5万元，按照 2％
的分红收益，每年每户可以分到 1000 元。在
技术联农方面，繁育中心向全县养殖群众和合
作社提供人工授精、营养配方、防疫保健等方
面的技术支持，确保他们在饲养方面没有任何
技术问题。

每座大棚都有自己的“主人”，大棚入口的标牌
上清晰标明受灾群众信息。县上通过制定相关政
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温室大棚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并通过确权到村、配股到户、收益分红、
股权分红、土地流转收益、吸纳就业、自主经营等模
式，让受灾群众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发挥了设施
农业的示范效应。

徐扈家乡张家寺村村民杨文平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之一，他在韩陕家村日光温室大棚找到了一份工
作，施肥、整枝、绑缚、采收……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
稳定且可观。他说：“地震发生后，能在家门口找到这
样一份工作，我非常高兴。这不仅解决了我的生活
问题，还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灾后恢复重建的进程中，积石山县不仅注重
灾后恢复重建配套产业的发展，还充分发挥东西部
劳务协作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强与各地用工岗位的
对接和整理。通过县内人力资源机构和劳务带头
人等各类中介力量的多渠道宣传动员，成功开展

“点对点”一站式输送服务。截至目前，积石山县
已输转务工人员 8.13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22.43亿
元。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
入来源，也为县域经济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

通过实施一系列农业产业项目、建设现代化繁
育中心和设施农业大棚等措施，积石山县不仅成功
恢复了农业生产秩序，还推动了县域经济的转型升
级和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这些项目的深入推进
和不断完善，以及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持续发挥作
用，积石山县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千牛万羊”带动群众走富路

设施农业“棚”勃发展促振兴

地震发生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增加灾
区群众收入，州上将积石山县 21 万亩粮食播
种面积任务调减 5 万亩，用于发展特色种植
业。今年完成农作物种植 46.34万亩，其中粮
播面积 16.35万亩、特色种植 29.75万亩。该县
将设施农业作为灾后恢复重建和产业升级的
重点方向。大河家镇韩陕家村和胡林家乡高
关村作为重点区域之一，集中建设了一批高效
节能型日光温室大棚。这些灾后重建农业扶
持项目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拓宽了增
收渠道，还解决了附近群众的就业问题，成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目前，大河家镇韩陕家村的 144座日光温
室和胡林家乡高关村的 73座日光温室，已全部
建成投入使用。眼下，种植的圣女果、草莓、茄
子、辣椒、水果黄瓜等作物长势喜人。”据县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韩陕家村和高关村的
日光温室大棚由第三方进行种植管理，附近的
受灾群众每天到这里来务工，人数能达到 50至
60人，人均月收入达3000元左右。

地震发生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中央、省州安排部署，积石山县立
即启动灾后恢复重建计划，将产业重构作为推
动县域经济振兴的关键一环。在州委州政府的
指导下，县上紧紧围绕“重构县域产业体系，经
济发展水平高于灾前”的工作要求，全面铺开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

今年，积石山县共实施 14个灾后恢复重建
农业产业项目，所有项目已全部完工，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在集中安置点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
283座、规模化养殖场（区）6个，千头牛、万只羊
繁育中心 2个，采收的 2.5万余斤蔬菜已上市，
3000余只育肥羊已出栏，实现了年内“蔬菜上市
一茬、牛羊出栏一批”的目标。

“自灾后重建工作拉开序幕以来，县农业农
村部门按照‘一年初见成效、两年形成规模、三
年显著提升’的目标，全面重构农业产业体
系。”积石山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周少武介
绍道，该县制定了特色产业奖补办法和“50条”
促农增收一揽子措施，针对牛羊等 10个养殖产
业和中药材、油菜等 13个种植业实施奖补。针
对灾后集中安置农户，创新性地推行“一圈一棚
一股一贷一岗”的“五个一”联农带农新模式，为
每户搬迁家庭精心设计“一户一业”发展计划，
成功引领 8186户搬迁家庭投身后续产业发展。
其中，通过“一圈一棚一股”模式惠及 5146户，

“一贷”模式惠及 1140户，“一岗”模式惠及 1900
户，往年形成的农业优质产业带动314户。

在 经 历 了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6.2 级 地 震 后 ，积 石 山 县 迅 速

从 灾 难 的 阴 霾 中 走 出 ，以 坚 定

的 步 伐 踏 上 了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与 振 兴 的 征 程 。 不 仅 高 效 完

成 了 住 房 、基 础 设 施 等 领 域

的 重 建 工 作 ，更 将 产 业 重 构

作 为 核 心 任 务 ，高 站 位 谋 划 、

高 标 准 推 进 ，奋 力 书 写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篇 章 。

本报记者 赵淑娴 梁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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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业

位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家村的千头牛
万只羊良种繁育中心，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一项
重要工程。这座现代化的繁育中心不仅拥有
先进的养殖设施和管理系统，更注重科技应用
和市场导向。

繁育中心负责人卢小鹏介绍，中心总投资
3659.9万元，占地面积 196亩，目前建设牛舍 11
栋、羊舍 14栋，存栏湖羊基础母羊 4250只、西门
塔尔母牛 800头。这座繁育中心不仅起到了改
良全县牛羊品种的作用，还通过联农带农方式
带动当地农户和合作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