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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在辽阳市农村一些
农户家的庭院里，经过4个月生长的
红辣椒迎来了收获季。房前屋后，
一垄垄辣椒枝繁叶茂、红绿相间，绿
叶下垂挂的一根根红辣椒不但带火
了庭院经济，更种出村民红火的好
日子。

在灯塔市西马峰镇岳家堡村，
村民王丽正在自家院子里采收辣
椒。“俺家房前屋后共种了一亩多地
辣椒，辣椒苗是妇联出钱免费提供
给我们的，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形式进行管理，基地不但负责线上
线下的生产技术指导，还负责收购

销售。前前后后4个来月，俺这一亩
多地的辣椒能收入 7000多元，这是
坐在自家院子里就能挣钱，还不受
累。”王丽快人快语，喜滋滋地向记
者介绍。

王丽一家种了两栋大棚的蔬
菜，一年收入超过 30万元。但她并
不满足。在市妇联的倡导下，又有
公司和基地牵头，她对院子内外、
房前屋后的土地进行整理，种植红
辣椒，把庭院的“方寸地”变成了

“增收园”。
“以前闲置的院子和路旁荒草

丛生，自从市妇联启动红鲜椒种植

项目以来，村民把房前屋后的空地
都利用起来，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
更多了一条增收致富渠道。”小纸房
村妇联主席李菊红说。李菊红带头
在村里发展庭院经济，带领妇女种
植红辣椒致富。

庭院经济是农民以自家的住宅
院落及其周围为基地，以家庭为单
位，通过种植生产，为社会提供农业
土特产品的经济。其主要特点是投
资少、见效快、集约化程度高、充分
利用剩余劳动时间。庭院经济现已
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植红辣椒是辽阳市妇联发展

庭院经济、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辽阳市妇联坚持以乡村振兴为
主线，充分发挥农村妇女的“半边
天”作用，尊重群众意愿，引导广大
农户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实现人居
环境和村民收入双提升。截至目
前，辽阳市妇联累计投入27万元，在
全市 6个县（市）区推广庭院经济红
鲜椒种植项目，有20余个乡镇50余
个村近2000户妇女家庭在从事红鲜
椒种植，现已免费发放种苗 304 万
株，推广种植 724亩，帮助低收入妇
女家庭实现增收239万元。

红辣椒带火辽阳庭院经济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秋
忙时节，为确保农村地区道路畅
通、群众出行安全，即日起至 10
月30日，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
局部署开展全省农村地区道路交
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
农村交通安全防线。

在打击整治农村地区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方面，将严查严处货
车超载、客车超员、无牌无证和酒
驾醉驾，同时开展农村地区面包
车监管行动。据介绍，依托“交所
联勤”机制，各县（市）区和郊区大
队每周组织开展不少于两次流动
联合治理行动，严防旅游包车、客
运班线、务工出行农村面包车超
员超载；交警部门会同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对涉及农村地区的所
有客运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逐
企逐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
本月前完成农村地区无牌无证摩
托车、电动三轮车（四轮车）、低速
载货汽车的摸排并予以整治；在
酒驾醉驾易发高发时段，将警力
向县乡道路倾斜。

止于未发，防患未然。全省
交警部门将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和集市周围、学校周边、村屯附近
道路作为排查重点，发现标线不
清、标志缺失的，及时书面推送属
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整
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加强警示
和巡逻。9月 30 日前，交警部门
协同相关单位对遮挡公路标识标
牌的路树完成清理。

在农村地区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和风险提示，务必实现精准。
交警部门与农业农村、气象等部
门形成合力，通过对全省 3500余
家种植大户、农村合作社摸底核
对，根据采摘出行特点进行精准
宣传；利用全省1.1万个农村气象
大喇叭，对农村“双违”等秋收季
常见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预警；利
用“一村一辅警”“公路执法站”以
及交通管理站、交通安全劝导站
的交通安全员和交通安全协管员
对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加强劝
导提醒，提升农村地区安全头盔
佩戴率，保障群众安全。

全省交警部门筑牢秋收时节
农村交通安全防线

9月17日，位于大连瓦房店市李
官镇的大连金哲葡萄科技开发农场
里，种植户于福运正和技术人员在冷
棚里忙着进行田间管理，他种植的

“阳光玫瑰”葡萄眼下正值第二个果
粒生长期，再有几天就能收获了。

于福运种了 58亩葡萄，去年产
量达9万公斤，收入近300万元。今
年，一些葡萄树进入盛果期，加上科
学管理，预期产量超过10万公斤。

李官镇种植葡萄已有近半个世
纪的历史，北纬 39度的独特位置和
每年长达168天的无霜期、昼夜温差
大的气候优势，使这里成为最适宜

葡萄生长的区域之一。李官镇因地
制宜将特色葡萄栽培确定为主导产
业，目前葡萄栽培面积达 1.5 万余
亩，涵盖“红特沙”“阳光玫瑰”“巨
峰”“夏黑”“小蜜蜂”等20余个品种，
获得“中国瓦房店优质葡萄之乡”荣
誉称号。依靠葡萄生产，李官镇连
续2年实现产值6亿元以上，人均收
入达3.3万元。

近年来，为实现葡萄产业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李官镇不断改进品
种、提升品质，每年从省、市聘请农
业专家，以循环课堂的方式进行农
业技术培训，分析研判国内外葡萄

发展现状与前景，并对具体情况进
行答疑解惑，帮助种植户提高栽培
技能、优化生产过程、提高成果质
量，培育出一批本土专家和新型职
业农民。

“我们通过科学控产、采用环剥
技术、增施有机肥、尽量延后采摘时
间等方法，使‘阳光玫瑰’葡萄具备
了阳光、绿色、甜美的特点，拥有独
特的香气和适宜的甜度，在全国叫
响了‘大连阳光玫瑰’的名气。”于福
运说。

目前，李官镇有本土葡萄栽培
专家 3 人、新型职业农民 1500 余

人。李官葡萄以品种全、品质优、口
感佳、耐储存等特点成功打入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高端市
场，还销往韩国等国外市场。

今年，为凸显李官葡萄的品质
特性，叫响“李官葡萄”品牌，李官镇
着力进行统一葡萄品牌名称和产地
溯源系统建设，与大连市检验检测
认证技术服务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制定李官葡萄质量标准，以统一
化、标准化、可溯源提升李官葡萄的
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进一步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保障。

李官镇葡萄连续两年产值超6亿元
邓钦予 本报记者 于雅坤

9月17日一大早，货车的汽笛声打破了丹
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佛山村的宁静，村民将剥
好的大茧一筐筐搬到车前，周围的蚕农也纷纷
将自家的大茧拿过来验货后装车运走。

放蚕是汤山城镇的农业主产业，全镇有养
蚕户1200余户，蚕场面积共5.5万亩，其中秋蚕
放养面积约4.5万亩。今年大茧产量丰收，达
750吨，价格也比往年提高了35%。

图①为村民起早上山，采摘大茧回家进行
分拣。

图②为收购的货车就停在村民家门口。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蚕农喜获丰收 大茧开秤收购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9月17
日，北镇市李凯果蔬专业合作社
的大棚里，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枝头，农民剪葡萄、包装，一派忙
碌景象。“我们合作社种植的 80
亩设施葡萄，由于使用新技术，
加上今年风调雨顺，亩产能达
1500 公斤，一亩地就能收入 3万
多元。”合作社负责人李凯高兴
地说。

70 多岁的李凯是北镇市闾
阳镇出了名的“老把式”，多年的
果蔬栽培经验使他成为远近闻
名的农业专家。李凯果蔬专业
合作社相继引进“蓝宝石”“醉金
香”“状元红”等名优葡萄新品种
30 余个，应用推广水肥一体化、
生态防控病虫害等新技术 20 余
项，全程实施标准化栽培，产品
达到绿色有机富硒标准，年产量
达15万公斤。

“要想葡萄长得好，可不容
易，标准化和高品质一样不能
少。”李凯感慨地说。近年来，为
保证葡萄品质，合作社建起 100

亩良种葡萄苗木繁育基地，每年
培育新品种葡萄苗四五十万株，
推广面积达1000余亩。

今年，北镇市 2 万余亩设施
葡萄喜获丰收，效益可观。北镇
市是全国闻名的优质葡萄主产
区之一。为满足果品市场多样
化、时鲜化和高端化需求，随着
产业结构的调整，设施农业蓬勃
发展，设施葡萄栽培发展迅速。
葡萄品种以“着色香”为主，亩产
量达 2000 公斤至 3000 公斤，每
公斤售价 20 元到 30 元，果实成
熟期为每年 4 月初至 7 月末，填
补了这一时段北镇无鲜食葡萄
上市的空白。

由于设施葡萄瞄准市场空
档期，价格高、效益好，群众发展
积极性较高，北镇市呈现出老棚
菜区向设施葡萄区转变的趋
势。设施葡萄一经上市，就以其
优良的品质一路热销，成为宾
馆、饭店礼仪招待和馈赠亲朋的
高档水果，沈阳、大连等地的客
商争相前来采购。

填补空档期
北镇设施葡萄身价倍增
陆 爽 本报记者 崔 治

产经视线 保丰收 SHIXIAN

“看，咱这大豆豆荚饱满、颗
粒圆润、色泽鲜艳，看着就让人高
兴！”9月 16日，在调兵山市晓明
镇娘娘庙村连片的豆田里，韩国
柱手捧丰收的鲜食大豆种子，欢
喜之情溢于言表。

站在田边放眼望去，两台脱
粒机正缓缓前行。已经晾晒好的
豆秧被依次收入机器进行脱粒。
几个往返后，放开闸门，黄澄澄的
豆粒便如注般涌入编织袋，接着
装车、拉走。随后，秸秆收纳、离
田，一气呵成。

据了解，为调整产业结构、
轮作种植作物、提升土壤肥力，
今春，娘娘庙村从村内流转土
地中选取 500 亩耕地，与韩国柱
签订了合作协议，专门用于种
植大豆。韩国柱种了 19 年大
豆，种植经验成熟，销售渠道稳
定。和娘娘庙村签下协议后，
韩国柱立即与开原市宏丰种子
有限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他

负责种植鲜食大豆种子，收获
后直接送往宏丰公司，每公斤
合同价达 11元。

“现在正在进行大豆脱粒，因
为品种不同，制种大豆需要在青
豆时割倒，之后在大地里晾晒 15
天，还要翻晒三四次后才能脱
粒。”韩国柱边向记者解释边算了
一笔账，“我们种植的鲜食大豆种
子品种是‘75-3’，今年风调雨
顺，亩产可达200公斤，亩收入能
达2200元。”

采取“机械+人工”收获模
式，既能节省成本，又可带动周边
村民增收致富。韩国柱说：“大豆
收割、脱粒、运输全程机械化，为
确保颗粒归仓，落下的豆荚雇人
工捡。目前，大豆已全部收割放
倒，预计 5 天左右就可全部脱粒
收获完成。现在国家的政策好，
我们也要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种
植技术，争取明年亩产达到 210
公斤以上。”

今年风调雨顺 豆种大丰收
本报记者 狄文君

9 月 18 日早晨，天清气朗。
凌源市大河北镇机关干部 20 余
人吃过早饭，齐刷刷地带上手套、
水桶等工具，坐上通勤车，直奔东
山村辣椒种植基地。

这是要干啥去？
“下地秋收去，这是我们今

天的主要工作。”大河北镇镇长
马旭说。为赶在辣椒成熟期快
速采摘，镇里发动镇干部志愿
帮忙。

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机关
干部和村民一同手提水桶，采摘
成熟的辣椒，到处是一派喜人的
景象，到处是收获的笑脸。

镇干部王铁磊一边摘辣椒一
边谈起自己的感受：“坐办公室时
间长了，刚开始干农活，手都磨出
了大泡，浑身疼，现在在地里忙活
一天，饭香觉好，第二天工作起来

精神头儿十足。”
大河北镇今年在东山村流转

山地 5 亩，根据前期调研，试种
“火鹤”工业辣椒。这种辣椒用途
广泛、产量高，亩产能达 2000 公
斤，每公斤售价 3.4元左右，收益
挺可观。

镇政府咋流转山地种起了经
济作物？大河北镇党委书记高建
平解释道，现在，一些村里的年轻
壮劳力都外出找工作干，有的地
快撂荒了。镇里带头搞种植，不
仅盘活了当地的土地资源，还能
带动在家农民增收。

现在辣椒成熟了，采摘一袋
工钱是 5 元，一天能挣 100 元工
钱，“像我们村上岁数的村民，不
能外出务工，一天采辣椒的收入
也不少。”东山村党支部书记朴桂
艳说。

镇政府流转山地种辣椒
本报记者 王海涛

眼下，水稻、玉米、大豆等主
要粮油作物进入生长中后期，田
间有哪些优良品种？应用了哪些
关键技术？达到了怎样的增产效
果？9 月 15 日，铁岭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召开主要粮油作物高产示
范区现场观摩会，邀请 120 余名农
技人员与各地农民走进铁岭市农
科院、九圣禾郁青种业公司、振义
家庭农场、张庄玉米新品种推广
合作社的示范田，现场交流学习
让粮油作物实现高产的优良品种
与关键技术。

在铁岭市农科院院内，首先
进入大家视线的是籽粒饱满、色

泽金黄的玉米。跟随玉米所工作
人员的讲解，大家逐渐了解了很
多玉米品种。“这个‘铁 3118’已
经在铁岭开原、昌图等地种植，
它的特点是耐密性好、植株抓地
牢固。”“‘铁研 368’优质、高产、
抗逆性强、适应性广，适合中等
肥力以上地块种植。”“‘铁研 58’
根系发达、耐密植、抗倒伏、抗旱
耐涝性强。”……

现场观摩，不仅让玉米种植户
获益良多，种植水稻的农民也收获
满满。经过铁岭市农科院副院长崔
月峰介绍，大家对“铁粳 11”“铁粳
1808”“铁粳香3号”等十余个由铁岭

市农科院培育的优质高食味水稻品
种更加熟悉。“近两年，长粒且带香
味的高食味水稻的市场欢迎度很
高，我这次来，就是想选一个这样的
品种。”来自铁岭县阿吉镇的水稻种
植大户马宝财说。

铁岭县凡河镇五角湖村振义
家庭农场场主刘振义是种植水稻
的一把好手，今年他家的稻田成为
铁 岭 市 水 稻 高 产 高 效 核 心 示 范
区。看到大家来到自己家的稻田
观摩，刘振义把自己种植的水稻品
种、施肥方式等高产窍门和盘托
出。“这片是‘铁粳 11’，是我们示范
的主栽品种。这个品种垩白度低、

出米率高、食味佳，适于机械作业，
通过侧深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
长势非常好，预计亩产可突破 700
公斤。”刘振义说。

在铁岭县蔡牛镇，参加观摩会
的人员来到张庄玉米新品种推广合
作社，近距离接触了2∶4、4∶4、4∶6等
不同比例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合作社理事长赵玉国向大家
介绍，玉米大豆间作使两种作物通
风透光，并实现密植。从今年的情
况看，4∶4模式表现最好，目前作物
长势喜人，玉米亩产预计超过 1000
公斤，大豆亩产也可达 150公斤，亩
收入将达几千元。

铁岭举办粮油作物示范区观摩会，交流新品种、新技术——

高产有何妙招 农民现场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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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百果飘香。9 月 15
日，阜新市清河门区河西镇“农旅
融合结硕果、首战之年看振兴”成
果展暨邢家屯第十届采摘文化节
正式启幕。葡萄、鸡心果、油桃、绿
瓤黄瓜、富硒水果西红柿等当季特
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经销商进园
品果、游客采摘赏景，活动现场气
氛火热。

在河西镇，大大小小的采摘园
遍布各村，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果
香弥漫，饱满丰盈的葡萄、脆爽可口
的鸡心果挂满枝头，到处是硕果累
累的丰收景象。清河门区位于阜新

百里矿区最西端，是典型的因煤而
建、因煤而兴的独立工矿区。随着
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域内所有
煤矿全部关闭，开启了经济转型探
索之路。河西镇通过实施“一村一
品”工程，发展特色农产品项目，把
特色农产品越做越大，逐步形成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发
展新格局，在挥别百年煤炭采掘业
之后，探索出了一条特色品牌农业
发展之路。

2013 年，河西镇成功举办邢家
屯首届采摘节。历经10年深耕，采
摘节已成为河西镇富民强村的重要

载体、清河门区文旅产业的强劲支
撑、阜新市节庆活动的知名品牌。
河西镇邢家屯村果品种植带头人高
桂昌亲历了10届采摘节，今年，他被
推选为“乡村振兴先锋”。说起多年
来种植水果的经历，高桂昌颇为自
豪：“我在1987年开始种植葡萄，从
最初的几毛钱一斤到如今的几块钱
一斤，要感谢党和政府10年来为我
们果农搭建采摘节这个平台。有了
平台，水果销售不愁了，我们的腰包
也鼓起来了。”

今年采摘节，河西镇评选出 10
名“乡村振兴先锋”，表彰了一批年

富力强的致富带头人、懂科技会管
理的“田创客”、懂市场善经营的

“农业经理人”；发布“2023 河西文
旅休闲消费新场景”，将瓜果采摘、
美食佳肴、休闲露营、遗址文化等
文旅资源汇编成册，进一步丰富产
品供给，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
费新动能；各村选送新鲜瓜果现场
打擂，由游客盲选，决出“葡萄王”

“鸡心果王”，鼓励农户注重品质提
升和品牌打造；“农旅融合结硕果、
首战之年看振兴”成就展集中展现
了河西儿女砥砺奋进、转型振兴的
首战之姿。

连办十年采摘节 老矿区飘出瓜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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