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灯塔市紧盯高质量，经济发展提质增量。其中，铝材
引领动能转换，主导产业支撑更加明显。铝材产业历经8年培育
真正走上发展舞台，全年实现产值67亿元，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坚力量。

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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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 月 14 日，灯塔市古城街道东
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里，一派繁忙
景象：20 余名工人冒着严寒，在新
建的育苗大棚里施工。

“今年‘春脖子’短，我们得抓紧
时间赶进度，一天也不能耽误。”合
作社负责人李静说，“之所以现在抢
抓农闲施工，是因为今年春天，合作
社代育秧苗量将大幅增加。”2019
年，东古城水稻合作社育苗大棚将
从原来的 85 个增加到 120 个，并升
级成带有温控、水控系统的智能化
育苗大棚。

东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年，现有土地入股社员236人，
流转土地 199 公顷，提供土地托管
服务 667 公顷。去年，合作社与中
粮集团签下订单，333 公顷“隆粳
香”品牌大米已经漂洋过海出口。

“灯塔大米要想开拓出更大市
场，种植户必须要抱成团，加大科技
投入力度，提高绿色水稻种植水
平。”李静感慨道。近年来，东古城
水稻专业合作社不断扩大土地托管
服务面积。针对零散的生产模式容
易出现农时延误、病虫害防治效率
低、农产品效益低、风险大的现状，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从耕地、施肥、播
种、除虫到收割的全方位机械化、规
模化托管服务。2018年，东古城水

稻合作社为本地农民代育水稻秧苗
20万盘、机插秧667公顷，病虫害防
治667公顷。

东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成立以
来，常年与国家粳稻工程技术中心、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辽宁省农
科院稻作所合作，开展水稻新品种
试验、示范研究开发及新技术推广
应用。2014年，东古城水稻专业合
作社被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确认为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灯塔试验示范基地，三系杂交制种、
优良品种繁育基地。

目前，合作社生产的“隆粳香”
富硒优质稻米，已获得国家绿色食
品资格认证，水稻全生产期对病、
虫、草害选用物理以及应用杀虫灯
性诱芯技术和微毒无残留农药防
治，并采用减量式科学施肥技术，确
保“隆粳香”富硒优质稻米的质量。

在东古城水稻合作社，有一支
强大的技术队伍，技术人员在指导
社员科学种植的基础上，每年还为
周边农户举办技术培训、现场观摩
会、发放技术资料等。通过技术指
导和科技种田的带动，基本实现了
合作社与周边农民统一配套优良种
子、优良农资产品、先进的田间管理
技术，从而达到大米品质的统一，使
周边农户见到效益，得到实惠。

东古城水稻合作社备耕忙
本报记者 严佩鑫

今年冬季赏花节，中圣现代农业
园重磅推出民俗文化收藏展，展区设
有经典年画、手绘民俗作品、精美雕
塑、不同年代的老物件等，浓浓的怀
旧风与儒家思想文化展示巧妙融合，
成为本届赏花节的一大亮点。

民俗文化收藏展分门别类地展
示出不同年代的人们生产生活中的

常见物件，无论是 50 后、60 后，还是
70后、80后，在那些带着鲜明时代印
记的老物件面前，都或多或少能够找
到一些共鸣。

此外，中圣现代农业园还设置了
年货展销会和小吃一条街，汇聚当地
各类名优特产品，丰富百姓节日市
场，供大家参观选购。

民俗文化 彰显时代印记

1月14日，在灯塔市辽峰小镇兰庭
农业生态园，董金丽带着十多位姐妹忙
着对草莓、葡萄、桑葚、无花果等农产品
进行田间管理。

“现在的工作常年有活，每月能有
3000多元的收入，随着特色小镇建设步
伐加快，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精彩。”董金
丽对于现状十分满意。46岁的董金丽
是灯塔市古城街道小黄金村的村民。3
年前，辽阳市启动特色小镇建设，康家
台村整体规划建设辽峰小镇。随着小
镇内农事企业的扩容，董金丽家的1.67
公顷土地也被流转出去。目前，辽峰小
镇已经获批国家3A级景区，董金丽和
丈夫原本种地、打零工的生活轨迹被特
色小镇建设所改变。

和董金丽的经历相似，很多人的
命运因辽峰小镇建设而改变。

辽峰小镇的前身——康家台村，
有耕地240公顷，主要种植水稻和玉
米。村里没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经济基础薄弱，村民进城务工，留
守的多数都是60多岁的老人。

3年来，辽峰小镇作为辽阳首批四
个特色小镇之一，已成为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样板。目前，辽峰小镇产业园
区已铺满8个项目，涵盖辽峰葡萄、南北
方特色林果种植、花卉、苗木繁育、特色
旅游等方面。该园区累计完成投资
2.52亿元，建成日光温室172栋、冷棚
136栋，覆盖面积50万平方米，年产葡
萄、草莓、香蕉等精品水果85万公斤、百
合花500万株，提供就业岗位400个。
2018年，辽峰小镇预计产值可达1亿元。

“将旅游业与基地资源相结合，
通过农业、加工业与旅游业相互叠
加，为单纯的农业生产提高附加值，
推动旅游业深度发展。”古城街道办
事处主任刚占国说。

目前，辽峰小镇成功举办了辽峰葡
萄节、冬季赏花节，以及秋季采摘节、啤

酒节、小年庙会等活动，不仅提升了辽
峰小镇的知名度，充分激发了企业的活
力，也为小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辽峰小镇的兰庭农业生态园将这
种融合做得最为突出。

2017年7月开始营业的兰庭农业
生态园投入6000万元，将农业种植、餐
饮、住宿、游艺等元素充分融合，全年游
客不断。“园区力求将旅游与传统农业
相融合，开发出亲子探险、亲子寻宝等
项目。通过辽峰小镇举办的大型活动，
兰庭的知名度明显提升，2018年游客明
显增加不少。”辽宁兰庭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俊说。

据统计，2017年，辽峰小镇接待游
客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80万元；
2018年，接待游客数上升至7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000万元。

为拓宽灯塔农产品销路，辽峰小镇

首批进驻企业——中圣绿色农产品有
限公司成立了中圣电商孵化基地，与灯
塔本地40多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户合
作，将灯塔市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通过电商平台这个扶贫项目，我
们将更多贫困户的农产品销售出去。
这也得益于辽峰小镇品牌建设，品牌叫
响了，做大了，辐射作用将源源不断地
体现出来。”中圣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罗振波说。

辽峰小镇很“年轻”，满打满算只有
3岁，在全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当下，它快速探索出产业、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并凭借着强有力的
产业支撑，将这条路越走越宽。

随着辽峰小镇建设的深入实施，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幸
福。目前，辽峰小镇产业区建设基本完
成，核心区建设稳步开展，品牌日渐成
熟，小镇正朝着生产、生态、生活融合的
总体思路和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推进。

“特色小镇建设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
尹 林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记者在现场XIANCHANG

1 月 14 日，灯塔交警大队民警
来到辽峰小镇，对游客及村民进
行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活动中，灯 塔 交 警 大 队 民警
与游客“零距离”接触，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游客介绍基本的交通
标志、标线，讲解冬季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同时，民警还向村民、游

客详细介绍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并进行警示教育，提醒广
大交通参与者，过节也要讲安全，
要摒弃交通陋习，做文明交通参
与者，共同构筑和谐文明的交通
环境。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
曹 军 侯柏阳 摄

过节更要讲安全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大
棚里刚摘下的西红柿、辣椒、角瓜
等蔬菜，最快几个小时后就出现
在 辽 阳 及 周 边 城 市 市 民 的 餐 桌
上。这是灯塔市荣嘉农业种植有
限公司正在尝试的订单种植、直
供餐桌的生产模式。

1 月 14 日，记者来到荣嘉公司
的蔬果大棚，小西瓜被网袋兜着悬
在半空，每个网袋上都挂着标签，
清晰地记录着它们的生长过程；茄
子、辣椒郁郁葱葱，随手摘下一个
便可直接品尝；西红柿正处于成熟
期，这些是公司的王牌产品，整个
园区种植了 23 个大棚、4 个品种，
产品远销上海、广州等地。

荣嘉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坐落

在灯塔市古城街道前烟台村，处
于国家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小小
线示范带，拥有 67 公顷蔬菜种植
基地。自 2017 年 7 月开建以来，
企业与贵州贵澳农业集团、山东
寿光绿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合
作，致力于蔬菜的生态种植和智
能化管理。基地主要种植黄瓜、
西红柿、辣椒及西瓜、香瓜等高品
质蔬果。

据荣嘉蔬菜基地负责人赵士
刚介绍，企业目前与沈阳的几家
企业达成合作，每周定时为企业
员工配送蔬菜。临近春节，配送
高峰期来临，园区工人每天都忙
着采摘和装箱，这些带着露珠的
蔬菜将通过物流发往省内外。

荣嘉蔬菜从地头直供市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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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隆冬，位于灯塔市古城街道
康家台村的辽阳绿野现代农业示范园
温室大棚里，李海东正和工人查看樱桃
长势。看着长势良好的樱桃树，李海东
很是欣慰：去年4月，绿野大樱桃在烟
台获评中国园艺学会樱桃行业最高荣
誉“金樱奖”。

今年40岁的李海东，原来从事电
力工程和养殖工作。4年前，灯塔市辽
峰小镇启动建设，他毅然来到这里，创
办了辽阳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
海东投资3500万元建起辽阳绿野现代
农业示范园，带领乡亲们创新创业。目
前，园区内有26个冷棚专门种辽峰葡
萄，32个温室大棚主要种樱桃。

作为辽阳温室大棚种植樱桃第一
人，2015年 12月，李海东从大连引进
720棵樱桃树“落户”辽峰小镇。为解
决土壤板结严重、不耐旱等问题，他从
大连运来适宜樱桃生长的松软土，避免
了樱桃树“水土不服”情况的发生。

2016年4月，“远嫁”而来的樱桃树
成功结果，一颗颗大樱桃点亮了李海东
对企业的美好愿景。如今，在李海东带
动下，有不少本地企业前来取经。温室
樱桃在辽阳境内逐渐推广开来。

李海东喜欢尝试别人没做过的
事。为让冷棚辽峰葡萄打出上市时间
差，他尝试用温室种了200棵辽峰葡萄
苗。2017年，温室辽峰葡萄成功结果，

在 5月份上市时，零售价每公斤卖到
160元。之后，李海东大面积推广温室
种植辽峰葡萄，2018年，他又扩建10栋
温室大棚种植辽峰葡萄。

如今，绿野品牌辽峰葡萄在沈阳、
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地颇受欢迎，2018
年收获季，曾经一度供不应求。

现在，李海东十分重视用户体验
和品牌价值，抢抓机遇，不断拓宽销售
渠道……这些理念和做法让绿野品牌
辽峰葡萄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成为灯
塔葡萄的杰出代表，成为葡萄市场的一
匹“黑马”。

为了赢得客户的认可，李海东在
包装盒上下功夫，设计出可冲洗、可收

纳的便携式散粒包装盒，并附赠叉子和
湿巾，独特又贴心的设计备受市场好
评。2016年，李海东种植的葡萄赢得
了辽宁省商业厅评选的“最受消费者喜
爱的品牌”称号，在2018年的沈阳农博
会上，“绿野辽峰”又斩获葡萄类金奖。

“搞农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
我们用了3年时间，才将绿野品牌的知
名度打了出来，并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这已经很难得了。”李海东说。4年的
农业实践，他收获的是市场对绿野产品
的认可。虽然现在每天还是要面对很
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李海东更加释
然：“爱上了这片沃土，找到了从事农业
的乐趣，并且更加坚信前路光明。”

带领乡亲创新创业的李海东
本报记者 严佩鑫

相约小镇 浪漫畅游
——灯塔市辽峰小镇第三届冬季赏花节掠影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并摄

1月9日至19日，灯塔市辽峰小镇第三届冬季赏花节浓情“绽放”。
本届赏花节，辽峰小镇依托域内旅游功能齐全的5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推出精

品花卉观赏、蔬菜与水果采摘、民间民俗展览、亲子冰雪嬉戏等各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各个园区设有不同的活动主题，让游客体验“千里冰封、瓜果飘香、雪花飞舞、百花齐

放”的别样景观。同时，辽峰小镇还推出“手机拍辽峰”网络投票、幸运抽奖砸金蛋、集齐福字得奖
品、书法绘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

图说 TUSHUO

速览 SULAN

数说 SHUSHUO

“真开心，看着这花开盛景，心情
也像花儿一样，美美的！我们专门让
人给我们拍照留念。”1月9日，灯塔市
辽峰小镇第三届冬季赏花节开幕当
天，来自本溪的游客张女士一行边赏
花边拍照，对这里的景致赞不绝口。

室外万木凋零，滴水成冰；棚内百
花迎春，绿意盎然。连日来，灯塔市辽
峰小镇人头攒动，前来赏花、休闲的车
流人流络绎不绝。

游花海、逛展览、采鲜果、赏花灯、
嬉冰雪……寒冬腊月里，辽峰小镇再
次成为远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冬季赏花节连续举办了 3 届，知名度
和影响力逐年提升。在此前结束的旅
游推介会上，省内多家旅行社与辽峰
小镇达成合作共识，辽峰小镇赏花节
成为灯塔冬季旅游的一大品牌。

走在辽峰小镇，由导游带领的旅
游团随处可见。在兰庭现代农业园区
里，精心打造的雪雕、雾凇景观吸引了
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有玩有乐，不虚此行！”来自鞍山
的游客林先生边给团友们拍照边感
叹。在中圣现代农业园，花卉展示厅
里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不同品种、不
同花色错落有致，高贵清雅，再配以小
桥流水，引来无数游人赞叹。

据了解，赏花节开幕当天，辽峰小
镇共接待游客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来
自沈阳、抚顺、鞍山等地的游客。

走进辽峰
乐享休闲时光

热带情韵，南果风光。进入冬季，
灯塔市辽峰小镇里的桦林现代农业示
范园也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温室大棚
种植的火龙果、木瓜、皇帝柑等南方水
果陆续成熟，吸引游客采摘、观光。

赏花节期间，桦林现代农业示范园
以1万平方米的现代温室作为热带水

果采摘体验馆，向游客展示香蕉、木瓜、
火龙果、菠萝、杨桃、番石榴等南方水
果，供游客采摘、拍照留念。同时，示范
园在5号、7号两栋温室内各开辟50平
方米的亲子科普教育区，栽植草坪，摆
放课桌，孩子可以在此上课、游戏，同时
品尝南方水果和健康的农家饮食。

南果北种 体会热带风情

悠悠桃花，情系绿野。绿野现代
农业园以1万平方米的现代温室大棚
为主展区，通过促控技术使大樱桃花、
桃花在冬季绽放。

在辽峰小镇的三立合合现代农业
园区里，几十栋大棚林立。走进大棚，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尽是玫
瑰花俏丽的身姿。工作人员介绍说，

今年玫瑰的行情非常好，加上他们种
植的都是优良品种的玫瑰，茎高、叶
大、花骨朵也大，在沈阳的花卉批发市
场非常抢手，即使是冬季，每天的出货
量都在700捆以上，如果赶上节假日，
行情更好，每枝价格达到 7元到 8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花而富，日子因
花而美。

唯美景观 陶醉花海之中

灯塔市旅游产业风劲帆起，持续举办辽峰赏花节、采摘节、葡
萄节。2018年，灯塔市获省乡村旅游特殊贡献奖，以自然风貌、历
史文化、观光农业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发展迅速，全年接待游客300
万人次。

300万人次

灯塔市瞄准主城区、特色小镇、生态镇、交通干线等主攻点，栽
植乔灌木30余万株，地被植物100余万平方米，实施8处景观节
点改造和4条主干道永久性景观亮化，城市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
圈雏形显现。2018年，灯塔集中大规模造林1067公顷，村屯绿
化每村200株以上，创建森林城市通过省级验收。

1067公顷

今年冬季赏花节期间，兰庭农业生
态园将开放4栋温室草莓供游客采摘。

今 年 ，兰 庭 农 业 生 态 园 新 建
2000平方米滑雪场、滑冰场，在园区
制造雾凇景观以及精美雪雕供游人
欣赏拍照。同时，兰庭农业生态园还
在园区内展出大型花灯，打造本地区

难得一见的花灯盛景，花灯展将一直
持续到猪年正月十五。

1月13日，游人来到兰庭农业生
态园，溜冰滑雪、观看花灯，感受冰天
雪地的冬趣。为方便游客畅玩，园区
还提供餐饮、住宿等具有北方过年味
道的特色服务。

冰雪花灯 儿童乐不思返

游客在赏花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