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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伏热浪，昭示着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收获
季节。在桂林市荔浦市修仁镇大榕村，千亩水
稻已开镰收割，田间收割机声响隆隆，纵横交
错的水泥路平坦地连着稻田，一辆辆农用车满
载金黄的稻谷驶向仓储，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
芬香。

近年来，荔浦市在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
引领农业创新发展，走规模化、品牌化、产业
化发展路子，聚焦农业种养，让“新”力量带
来了种养新气象，使种养变得更“智慧”，由
此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之路。今年上半年，荔
浦市预计肉类总产量 2.31 万吨，生猪出栏
20.35万头，蔬菜总产量 13.77万吨，且 12万
亩早稻已喜获丰收。

育“新”提“智”端好“肉盘子”

“这里机械流水作业线屠宰的猪肉质量好，
分割标准精细，路程虽然远一些，但是我们乐
意到这里来选购屠宰的猪肉。”夏日凌晨，拂面
的微风还夹杂着少许闷热，而在广西荔浦南方
保联集团有限公司生猪屠宰车间外，却聚集了
不少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梧州市蒙山县、
桂林市阳朔县等周边市 （县） 赶来的肉贩客
商。生猪屠宰车间内灯火通明，一派忙碌有序
的生产场景映入眼帘，经过严格检疫，淋浴净
体后，一头头猪被送入生产车间进行屠宰。随
后，经过排酸流程的猪肉通过流水作业线进入
分割车间，技艺娴熟的工人精准地将猪肉进行
分割，满足市场客户需求。而在集团另一侧的
万级净化米粉生产车间，2条自动化巴氏杀菌
线、4条鲜湿米粉智能生产线、8条方便米粉生
产线也不停歇，随着洗净的大米自动倒入搅拌
机，经过16道自动化工序后，真空包装线上精
致的米粉便被打包码放整齐待市销售。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在生猪屠宰中，企业
注重科技运用，从国内外采购先进的屠宰设
备，建成两条现代化生猪屠宰生产线，年屠宰

生猪 30万头；自动化肉类分割生产设备 2条，
分割量 1万吨。米粉生产采用最先进生产工
艺，新质生产力将地域美食和现代新速食技术
有机融合，已研制出冲泡型袋装、碗装荔浦芋
粉、桂林米粉、螺蛳粉以及荔浦芋米粉产品冲
泡型高档礼盒。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端好“肉盘子”中，
荔浦市依靠新质生产力做强“土特产”文章，
推进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出台《荔浦市关
于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和设施
农业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以新
型经营主体为龙头，发挥带动作用，发展生
猪、牛、羊、家禽、水产规模化养殖，建设各
类种植、养殖示范基地、生产基地，用新质生
产力联农带农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业。2024
年上半年组织了4个合作社申报自治区级示范
社，组织 5个家庭农场申报自治区级示范场；
组织了4个合作社申报桂林市级示范社，组织
8个家庭农场申报自治区级示范场。

实施机械智能化轻松种好千亩粮

入伏是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双抢季”时
节，记者看到收割机在荔浦市修仁镇泛着金色
稻浪的千亩田野上收割着金灿灿黄澄澄的稻
谷。在轰隆隆的作业声伴随下，壮实的稻禾被
卷入收割机腹中，随之吐出颗粒饱满的金色稻
谷。这令人振奋的丰收场景让种粮大户李镜笑
逐颜开。

“都是失管果园，别人怕改成的水田种不
好粮食，我来尝试。”2022 年，李镜承包了
1000多亩失管果园种上了水稻，随着隆隆机
声平整土地，李镜走上了科技种粮道路。2023
年完成了 1800亩水稻耕田、插秧、杀虫、施
肥、收割与烘干等机械化作业示范基地建设与
万亩果园飞防植保服务示范基地建设。

7月15日，荔浦市首家区域性水稻产业中
心的机械化集中育秧项目和水稻烘干项目在修

仁镇大榕村建成投产。据李镜介绍，荔浦市区
域性水稻产业中心包括育秧中心、烘干中心、
仓储中心、大米加工中心四个板块，单季机械
化育秧达2000亩，稻谷仓储400吨，每天稻谷
烘干 80吨、碾出大米 20吨，实现了种粮全程
机械化，轻松一“点”就行。

据了解，荔浦市“藏粮于技、藏粮于
地”，近年来引进先进农机、新技术、新机
具，大马力拖拉机、高速插秧机、植保无人
机、联合收割机和循环式烘干机，极大提高了
作业效率。针对机械化集中育秧，稻谷烘干、
仓储和大米加工产能相对薄弱的环节，引大
户、抓示范、强带动，让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技术惠及千家万户。

得益于新质生产力智能化、数字化的推
广，优势特色农产品种植节省了人力成本，提
高了种植效益和产品品质。2023年荔浦市水
果产量年超 90万吨，荔浦马蹄种植 8.3万亩，
今年早稻种植 12万亩，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
发展。

一部手机“链”起20亿元大产业

“传统人工施肥，上限是每天 5亩，用植
保无人机给农田施肥，一天可以施肥500亩以
上。”在荔浦市修仁镇广西笑果沃土农机服务
有限公司，技术员许华威告诉记者，通过智能
数字化管护农田，1400多亩的水稻，1人分化
肥，1人操作无人机，不到 3天即可完成施肥
和病虫害药雾喷洒。

荔浦芋的田间管护，时下正是关键期。在
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金洞屯的荔浦芋组培苗
繁育生产暨规模示范基地，太阳能智能气象
站、全天候可视监控系统、植株生长状况全程
AI图片数据采集系统、土壤基础指标数据采
集系统、水肥一体化数据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等，智能数字化管理体系采集的数据，为荔浦
芋的高效种植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荔浦芋的

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一部手机随
时随地可以掌握荔浦芋的水肥生长情况。”技
术员黄光华靠着手机轻松管护着这里的300多
亩荔浦芋。

荔浦芋种植走上数字化道路之际，其深加
工也走上数字智能化。在荔浦市九道粗粮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后处理工艺车间内，工人们
熟练地操作先进的清洗和包装设备，将新鲜采
摘的荔浦芋进行清洗、分级、套袋冷藏，确保
荔浦芋的品质和新鲜度。合作社负责人蔡常坤
介绍，今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供销合作
社与中集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在桂林荔浦市打造
的荔浦芋头全程冷链项目（一期）正式投入运
营，荔浦芋的损耗降低至10%以下，存储期延
长超过 90天，出厂价也提高了 30%，目前正
计划出口海外。荔浦芋头全程冷链项目的实
施，构建起了荔浦芋从种植指导、标准化种植
采收、即时预冷、安全运输到终端销售的全链
条服务体系，实现了荔浦芋产业的无缝对接与
高效运转，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与质量，
从而带动当地农户增收。

“三产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了荔浦
芋产业链智能高效，提升荔浦芋附加值。”荔
浦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彭毅芬介绍。随着智能
化、数字化的推广，荔浦芋种植节省了人力成
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和产品品质。今年荔浦市
荔浦芋种植面积 5.3万亩，荔浦芋产业链产值
将超过20亿元。

“近年来，荔浦市通过推动农业生产机械
化、数字化、智能化，全市农业机械化综合利
用率接近80%。广大种植户将数字技术应用到
田间地头，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还
提升了种粮积极性，为夺取粮食丰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荔浦市耕地面积目前保持在29万多
亩，粮食产量10万多吨，蔬菜产量 38万吨。”
荔浦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万忠山说。

今年以来，桂林市兴安县湘漓镇
党委积极发挥统战优势，营造非公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采取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促成金
禾佳农 （北京）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
龙禾村约 140亩阳光玫瑰葡萄统一进
行微生态高品质种植管理，带动阳光
玫瑰种植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
业转变，让农户尝到了“富裕果”。

“总体来看葡萄长势不错，但还是
得耐住性子，控制产量，不能过早

‘透支’，大家注意看，要根据作物长
势，进行菌剂的叶面喷雾……”金禾
佳农种植专家李宏保说，“通过微生物
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微生物群
落 和 各 种 营 养 元 素 对 阳 光 玫 瑰 的

‘土、根、茎、叶、果’微生态环境进
行调整和改善，让葡萄达到果形统

一、规格统一、口感统一的高标准。”
如此生动的户外课堂，每隔 7天

就会在龙禾村上演一次。
为促进“阳光玫瑰”安全、优

质、绿色生产，湘漓镇党委采取“室
内授课+实地指导”的形式，充分整
合辖区内人才队伍，多次邀请“土专
家”团队、企业专家团队等从葡萄水
肥管理、病虫防治等方面对农户进行
全方位培训。目前，共累计开展阳光
玫瑰种植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培
训20期，培训 学员约400人次。

“自从掌握了阳光玫瑰微生态种
植技术后，我种的阳光玫瑰每亩能产
6000 斤左右，甜度高，果体大小统
一 ， 很 多 老 板 到 村 里 收 购 我 的 葡
萄。”第一批接受专家指导的农户彭
迪生开心说着。很多人以为彭迪生靠

着种阳光玫瑰发了大财，事实上，他
的葡萄地不多，只有 6亩，每年收益
稳定在 20万元左右。彭迪生说：“我
只是村里种阳光玫瑰的一个缩影，我
更希望通过为他人提供帮助，吸引越
来越多老乡加入种植队伍，助力乡村
振兴。”

上述场景，是湘漓镇充分利用统
战力量，创新基层统战模式助力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湘漓镇统战委员易
艳秀介绍，下一步，湘漓镇将加大特
色产业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村企联
盟，吸引本地深耕阳光玫瑰种植产业
的各民族同胞相聚一堂，促进特色农
业与旅游休闲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建
设各民族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幸福家
园。

（张超威 韦佳成）

近日，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林坪
高山猕猴桃喜获丰收，果农正在采摘鲜果
上市。据介绍，这个 700多亩的种植基地，
年产鲜果约 120 万公斤，产值超 1000 万
元，辐射带动周边村屯脱贫 （监测） 户人
均增收8000多元。

（陈晓杰 杨淑佳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在桂黔边界的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镇
甲朵村高埂苗寨看到，梯田披上了稻谷做的“金衣裳”，目光
所及之处，金色稻谷迎风起舞，美不胜收。眼下，正是融水
稻谷飘香、鱼儿肥美的季节，村民陆续把成熟的稻谷收
割，确保颗粒归仓。当天，苗族村民们将打谷机和传统的
打谷木桶搬到田间地头，下田割稻谷，并把稻穗放在田埂
上，用打谷机脱粒，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这
边的打谷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而另一边有几位苗族村民正
在稻田里抓鱼，为烧烤做准备。苗家人素有在稻田里养鱼
的习惯，每当秋收时节，他们就开水抓鱼，将抓到的禾花
鲤鱼用来烧烤，邀请亲戚朋友一起烧田鲤，尽享丰收的喜
悦。据说，苗族群众烧鱼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一种颇
有特色的农耕文化。

(黄 诚 摄影报道)

□ 周俊远

荔浦：新质生产力让农业种养蹄疾步稳

兴安：“小葡萄”串起民族大团结

融水：禾黄稻熟鱼肥美
割 稻 抓 鱼 庆 丰 收

▲村民在稻田里抓鱼。

钟山：高山猕猴桃
喜 获 丰 收

▶村民们在采摘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