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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县县：：““四四个个一一批批””，，构构建建多多元元现现代代产产业业体体系系

产业兴则乡村兴，发展乡村产业、促进产业振兴是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基础。
走进成县，51万亩核桃树蓄势待发，畜牧、蔬菜、中药材产业相得益彰，水产、中蜂、鲜果、食用菌等点缀其间，一幅产业兴旺、物阜民丰的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成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帮扶产业发展“四个一批”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精准施策，全面优化产业布局，全力

打好三年倍增行动计划“收官战”，做足做大“土特产”发展文章，着力构建“一主三辅多元化”农业特色产业体系。
2023年前三季度，成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享受产业帮扶措施户达到91%，产业发展类资金占比

60.56%，有力支撑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成县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着力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志气、心气
和底气，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成县是“中国核桃之乡”，有
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证明商标”
“中国优质核桃基地重点县”“国
家林下经济示范县”“国家级核桃
良种基地”等诸多名片。

在成县，核桃一直是全县主
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51 万亩，
已形成了核桃产业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的格局。

成县精益求精，从高处谋势，
科学规划，以创建省级现代农业
核桃产业园为抓手，多措并举，制
定出台了《成县核桃产业提质增
效实施方案》等多项优惠政策
文件。

政策护航、专班发力、一线破
题……

成县从实处落子，将成县核
桃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规划为核桃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区、核桃绿色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区、核桃产
品精深加工区和仓储物流电商营
销初加工区，形成了以国家核桃
良种基地为平台，17 个县级核桃
示范园生产基地为依托，城关镇、
小川镇、陈院镇、抛沙镇、红川镇
加工物流园为核心的园区布局，
为长远奠定基础。

同时，利用国家核桃良种基
地平台，先后选育出了陇核 3 号、
硕香 1 号等 7 个核桃良种，总结
推广了核桃树嫁接换优等技术；
通过陇南市特色山地农业发展引
导资金项目、“产业链”贷款和贷
款贴息，大力支持核桃加工企业
开发核桃精深产品。成县核桃良
种选育技术走在了甘肃省前列，
核桃肽、核桃胶囊、固体饮料等精
深产品研发技术也日益成熟。

高质量发展需要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更上一层。

成县按照建基地、育龙头、创
品牌、促营销的思路，不断促进蔬
菜、中药材、畜牧养殖辅助产业提
质增效，延链补链强链。

托其势者，虽远必至。
成县培育壮大养殖产业。围

绕推进畜牧养殖高质量发展，制
定印发《成县“十镇百村千户万
头”生态养牛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落实奖补资金 814 万元。
2023 年引进培育畜牧养殖龙头
企业 2 家，新改扩建规模养殖场
71 个，撬动金融贷款和社会资本
投资近 2 亿元，形成了“小群体、
大规模”的养殖模式，有力地促进
了畜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成县延长蔬菜产业链条。依
托自然资源禀赋和蔬菜产业基
础，建基地、延链条、带农户、拓市
场……采取“订单公司+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统一
育苗、统一移栽、统一管理、统一
收购。2023 年全县各类蔬菜总
面积达到 11.6 万亩，产量 31.02
万吨，产值达到 8.52 亿元。蔬菜
产业园不断提质增效，贯通生产、
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成县紫
皮大蒜”被认证为绿色农产品。

成县推进中药材提档升级。
稳定川坝浅山丘陵面积，扩大山
区山地种植规模，采取“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企业带动、农户参
与”模式，鼓励发展桔梗、苦参、板
蓝根、淫羊藿等主导中药材产
业。今年落实财政奖补扶持资金
185 万元，撬动民间社会资本
2000 余万元，新增中药材种植
5.63 万亩，全县中药材面积达到
13.74 万亩，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
产值5.33亿元。“成县桔梗”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在成县红川镇杨河村，原本
闲置的汇丰现代化生态养猪场
内，如今重新忙碌了起来。

2023 年，多次调研走访后，
成县引进了重庆渝栖泽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对停产闲置的养猪
场进行盘活利用，投资 1200 万
元，升级改造为集肉牛养殖、繁
育、销售、饲料加工为一体的现
代化农业龙头企业。

同样的变化也在位于红川
镇西柳村的甘肃康正肉牛育肥
有限公司。闲置多年的养牛场，
在引进甘肃启顺陇盛源养殖有
限公司后，按照“一心定局、三区
联动”的发展思路，分期建设综
合服务中心，生态养殖区、有机
农业示范区、特色产业提升区。
建成后将成为集办公区、生态餐
厅、鱼塘、保鲜库、饲料加工厂、
电商直播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的综合产业园。

目前一期项目建设已投入
资金 3800 万元，占地面积 200
亩，现羊存栏 7000 多只，年产值
2000 万元以上。

管中窥豹。近年来，成县针
对土地资源紧缺的实际难题，走
出去、引进来，立足优势“盘”，对
14 家现有闲置或经营不善的养
殖场充分盘活利用，搭建合作平
台，引入新的主体，辐射带动全
县畜牧养殖业数量扩张。

同时采取“先养后补”“先建
后补”方式，对全县有意愿发展
牛产业的农户，从自主购牛、圈
舍建设、饲草料种植等方面进行
奖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基层一线对企业进行全程跟踪
服务，实行“手把手、面对面”的
“菜单式服务”咨询和指导，受益
群众3500余人，产业发展后劲明
显增强。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
自胜。”

成县抓好发展动力培育，
聚焦产业就业，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拓宽发展模式、强化示范
引领。在突出特色水产养殖、
发展庭院经济、壮大村集体经
济 等 方 面 ，持 续 带 动 农 户
增收。

为填补全县水产养殖空
白，加快全县渔业发展方式转
变，促进渔业转型升级，构建水
产养殖产业体系，成县采取“先
建后补”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
积极投入现代渔业发展。2023
年，投资1100万元，建成占地面
积50.3亩的冷水鱼养殖示范基
地，主要以试养三文鱼为主，辅
养鳕鱼、鲟鱼等品种，兼养黑
鱼、钱鱼等，预计年销售收入达
850万元。

不仅如此，成县抢抓一个
“早”字，在发展庭院经济中早
谋划、早出台、早选择、早准备、
早跟踪，鼓励900户“三类户”和
已脱贫户，利用自有院落空间
及资源资产发展庭院经济，多
渠道增收。

同时，成县立足实际，以市
场为导向，立足村级资源优势，
围绕调整产业结构，按照“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党
支部+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
农户”的模式，不断健全联农带
农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
工、饲草种植、托管服务、饲草
收购等多种方式带农增收
致富。

2023年成县32家县级以上
龙头企业，共带动农户1.5万户，
其中带动脱贫户和“三类户”1.1
万户。全县合作社933家，联结
小农户1.81万户。

巩固一批
做大做强传统产业

1 2 3 4提升一批
延链强链辅助产业

盘活一批
唤醒沉睡闲置资源

发展一批
创新培育新型产业

城关镇王坪村甜瓜丰收。 刘建军 摄

“陇小南”员工搬运网销青皮核桃。 陈争强 摄

依靠绿水青山，发展生态养蜂。 陈海龙 摄

城关镇北山村水稻种植。陈院镇梁楼村渔乐动漫城游人如织。 陈争强 摄荞麦花扮靓了村庄兴了产业。 刘建军 摄

游客在沙坝镇桦树村观赏连翘花。 陈昉昉 摄

成成县县县县城城全全貌貌。。 陈陈争争强强 摄摄

◎本报记者 靳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