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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勇

千古一壤，天府四川。四川是传

统的农业大省，自古有着“天府之国”

的美誉，随着脱贫攻坚胜利完成、乡村

振兴全面展开，在巴山蜀水间，新时代

四川“三农”正盎然勃发。特别是近年

来，四川坚持将标准建设作为农业农

村发展的有力抓手，按照“一个项目

一个样板”的标准化工作思路，不断

创新标准实施手段和做法，截至2020

年，累计建设（含在建）10批共289个

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从川西高

原到嘉陵江畔，一幅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的乡村美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嘉陵江畔桑茶兴

盛夏时节，泡上一杯清新的桑茶，

再来一碟桑叶制作的糕点，在郁郁陌

上，看万亩桑树和着嘉陵江奔腾的“舞

曲”迎风起舞；或在泱泱桑海间，听片

片叶子“讲述”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的光

阴故事……这样的自然之美，在有着

“中国桑茶之乡”之称的四川省南充市

嘉陵区桑茶种植基地您可以“触摸”。

桑树，有着“东方神树”的美誉，从

《诗经》到丝绸之路，农桑立国孕育了

华夏文明、繁荣了时代经济，不断书写

出历久弥新的精彩华章。嘉陵区就是

这“华章”中一颗最亮的星。

嘉陵区，位于嘉陵江中游，是全国

唯一以江命名的区县。早在3000多

年前就有着栽桑养蚕的历史，嘉陵也

因此而兴，成就了今天嘉陵区“中国绸

都”核心区、世界长寿之乡、中国桑茶

之乡、中国蚕丝被之乡、全国优质茧丝

原料生产基地。

嘉陵区有这么多的响亮称号，为

什么还如此重视全国首个桑茶生产标

准化示范项目的称号，全力开展创建

工作？嘉陵区副区长张晓天解释称，

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支

撑，没有农业标准化就不会有农业现

代化，加速推进嘉陵桑产业标准化建

设，就是要打造嘉陵中国桑茶第一品

牌，带动产业发展。

近年来，嘉陵区大力推进农业标

准化建设，以桑茶为切入点，以四川尚

好茶叶公司等龙头企业为示范载体，

开启“建好一个项目，形成一个体系，

培育一个品牌，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

模式，致力桑树种植与茶叶研发融合

铸品牌、蚕桑文化与休闲旅游融合兴

产业、园区建设与乡村产业融合增活

力、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融合促增收，

按照“高、精、准、特”的思路，构建了涵

盖桑茶选种、育苗、栽培、病虫害防治、

采收、收购、加工、贮存、销售全过程的

标准体系，大力推动桑产业多元发展。

随着农业标准化不断创新实施，

不仅破除了昔日“男栽桑，女养蚕，三

十来天就见钱”“吃饭要种田，用钱靠

养蚕”的单一利用模式，还构建了“基

地+合作社+农户”多赢局面，形成“栽

桑养蚕、栽桑养人”的双向发展新格

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

收入。

家住双桂镇的村民宗宏就是桑茶

产业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受益者。昔日

曾为贫困户的他为了生活只能常年在

外打工，一年到头也就1万多元的收

入，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辛苦。自

从桑茶标准化生产基地入驻后，宗宏

返乡种桑，经过桑茶生产技能培训和

农业标准化意识宣贯，逐步成为掌握

产业技能和农业标准化理论知识体系

的新型职业农民，如今年纯收入就达

3万多元，不仅让一家人过上了好生

活，而且还能照顾好家庭。

像宗宏这样的新型种桑农民只是

当地通过标准化发展产业的一个缩

影。正如四川尚好茶桑基地负责人

刘辉所说，大力实施标准化，不仅能富

一方百姓，还能做成多元化大产业。

据介绍，该基地通过标准化建设，

已发展优质茶桑1万多亩，形成集观

光旅游、休闲娱乐、民俗体验、农事活

动、文化展示、桑茶采摘等于一体的特

色茶桑基地，并通过流转土地、入园务

工、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当地300多

户村民户年均增收2万余元。

通过标准化建设，还带动了知识

产权保护创新与意识、生产管理水平

的提升。四川尚好茶业获得11项国

家专利，春桑茶、霜桑茶、桑茶粉等系

列产品已获得有机转换产品证书，并

通过了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为嘉陵桑茶产业发展起到有力支

撑。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生产的春

桑茶曾被作为国礼赠送古巴等国家领

导人。

据了解，嘉陵区目前规模种植桑

园达6.5万余亩，包括蚕桑3万亩、茶

桑2.5万亩、果桑1万亩。桑产业已成

为嘉陵区“农民致富离不得、财政增

收少不得、企业增效垮不得”的支柱

产业。

“桑茶产业是一个健康产业、朝阳

产业、生态产业、长效产业。”嘉陵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毅说，随着

2020年 4月全国首个国家级桑茶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落户嘉陵区，势

必为嘉陵区桑茶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当前，嘉陵区正以创建国家桑茶

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为着力点，以

“标准化+信息化+品牌化”发展为建

设思路，明确到2022年，示范推广桑

茶4.5万亩，带动1.2万户群众栽桑采

茶，稳增收、促振兴。

同时，搭建起覆盖桑茶生产的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制定项目标准40

项，其中提升转化形成6项地方标准

或团体标准，建成8个桑茶标准化生

产基地；建立健全桑茶质量安全溯源

体系，建成桑茶质量监管平台；培育

“嘉陵桑茶”公共品牌，引领全国桑茶

产业标准化发展，为全国传统优势特

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嘉陵样板”。

嘉山嘉水出嘉桑，一片养蚕，一片

养人。从嘉陵江边到群山之间，因这

片“叶子”走上富裕之路的故事正在书

写着新的篇章。

温江田园花香浓

有人说，在成都市温江区生活，幸

福像花儿一样。因为这里是全国四大

花卉苗木主产区之一，有着“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和“中国最具诗意百佳县

市”的美誉。

漫步在温江这座远可揽雪山风

情、近可在花间起舞的公园城市，幸福

生活中始终有一种“香”与之相伴，那

就是来自温江田园中的花木之香。

温江古称“柳城”，被誉为“天府之

国的天府”，是成都中心城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古蜀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

久的花木种植史。从古蜀鱼凫王国封

树定疆到如今的“美丽产业”，从香满

温江到香飘海外，温江的花木也成为

人们幸福生活中的一部分。

“温江花木之所以这样‘香’，标准

化不断创新升级是支撑。”温江区相关

负责人说，温江在强化国内市场的同

时，着眼国际市场，用标准化促升

级，编制了183项花木标准，实现了

工人技能化、服务专业化、龙头引领

规模化、专业组织联动化，把粗放型产

业做成精致的“美丽产业”和农民的致

富产业。

其中，有着“盆景小镇”之称的温

江万春镇先锋村就是实施花木标准化

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该村不断进行

标准化种植、基地化建设、规模化展

示、景观化布局，建起了800余亩川派

盆景产业示范园，形成了集景观展示、

休闲观光、盆景销售于一体的都市农

业休闲新场景。2020年，该村人均收

入达3.2万元。

先锋村盆景合作社社长郭良好

说，通过标准化实施，进一步筑牢川派

盆景品牌，提升了温江花木的品牌价

值，同时强化了市场竞争力，还带动产

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有品牌就有市场。”温江李义村

花木标准化示范户付成英对此深有感

触，“以前只知道埋头苦干，没有实施

标准化，产量有了，却没有市场竞争

力，收入提不上去。如今，通过标准化

种植，不仅工作轻松，而且收入不断增

加。”如今，付成英通过花木种植每年

收入达100多万元。

目前，温江花木产品销售已覆盖

整个西部地区和环渤海圈、长三角、珠

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并搭乘蓉欧快

铁远销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家，花木产业经营主体年均销售和工

程总额达5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温

江“农创、农旅、农养”的“新三农”不断

融合，年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实现

农旅综合收入13亿元。

“抓好标准化就是抓好产业发

展。”温江区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高洪根说，通过标准化建设，不仅有效

发挥了温江花木企业的各自优势，又

把企业凝聚起来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

发展，让温江花木香浓四溢、扮靓世界。

一直以来，温江区都把标准化工

作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工作之

一，2020年成为全国107个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项目之一。温江区明确提

出，到2022年逐步建立完善覆盖园艺

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打造温江花木

品牌，提升园艺产业质量，进一步扩大

园艺产品出口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当前，温江正着力“西控和中优”

定位，立足“南城北林”空间格局、“养

生养老”产业定位、“前店后厂”园艺产

业发展模式，按照“内强品质、外塑品

牌”的要求，以“标准化+信息化+品牌

化”三轮驱动，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

塑造温江园艺品牌的整体形象，为全

国园艺产业发展树立温江模板，促进

温江乡村振兴，助力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和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九寨高原樱桃甜

“老赵家的樱桃甜度高，又大又

红，饱满多汁，品相非常好。”在今年

6月份举行的九寨沟县首届甜樱桃品

鉴会上，与会评判员对来自该县标准

化种植户赵冬建家的参展甜樱桃给出

一致评价。

“赵冬建种植的甜樱桃之所以能

够得到这样的好评，标准化建设是关

键。”九寨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从2018年被国家标准委批准创

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县以来，

九寨沟县通过积极建立标准体系、进

行宣贯培训、培育示范基地等措施，着

力特色发展、基地带动、名牌打造，全

面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

其中，黑河镇七里村“甜樱桃标准

化栽培示范园”就是九寨沟县大力推

进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之一。在试点

工作中，该示范园以标准化为抓手，针

对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现的整形修

剪、土壤肥力等栽培管理技术问题，全

面开展标准化生产试验。

作为示范户的赵冬建，从2019年

参加标准化栽培以来，就相信“标准

化”能给自家甜樱桃种植带来好处，能

让甜樱桃更甜。

事实正是如此。今年，赵冬建家

的甜樱桃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看着

自家树上的甜樱桃变成一把把的钞

票，赵冬建喜不自禁：“通过标准化种

植，今年的甜樱桃不仅产量上增加了

很多，收入也增加很多。”

据了解，赵冬建共有示范田面积

2.2亩，标准化提升前（2019年）亩产

量800公斤，亩产值0.96万元，年产值

2.01万元；标准化提升后（2021年）亩

产量达1000公斤，亩产值2.0万元，年

产值4.40万元。

“实施标准化就是要打破过去‘叫

好不叫座’‘丰产不丰收’‘争多不争

优’的农业种植方式。”九寨沟县标准

化与有机产业发展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相关负责人说，在新建果园和老园

改造中都要融入标准化思维和理念，

用标准化种植技术进一步提升甜樱

桃品质，才能打响九寨沟甜樱桃这一

品牌。

九寨沟县着力“国家农业综合标

准化示范县”“国家美丽乡村标准化试

点”“四川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创

建工作，运用标准化理念和方法规范

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增强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

力。该县精心组织“农业标准课堂”，

邀请甜樱桃栽培管理专家对当地种植

户进行培训，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支持，为全面提高九寨沟特色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水平、帮助农

户增产增效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打下

坚实基础。

通过一系列标准化培训，不仅让

种植户学到技术，而且明白了标准化

种植的重要性。正如赵冬建所说，在

还没有实施标准化种植以前，果子大

小不一、品相各异、甜度不一，卖不上

价格，如今通过标准化种植管理，这些

问题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该县还积极以示范带

普遍，大力推行甜樱桃标准化种植，打

造甜樱桃种植行业标杆，示范引领，展

示标准化种植的好处，在种植户之间

形成共同维护好九寨沟甜樱桃品牌，

构建诚信种植、诚信销售的理念。如

今，全县甜樱桃标准化种植技术覆盖

率已达到90%以上，脆李、酿酒葡萄、

藏香猪等标准化种植养殖技术也在逐

步提高。

九寨沟县，这颗川西高原上的明

珠，正以标准化手段覆盖农业生产全

过程，以看得见的方式向农户展示标

准化种植所带来的额外效益；以建基

地为出发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不

断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和标准化意

识，全面推动农业产业逐步迈向标准

化正轨，助推九寨沟农业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

开江稻田蟹虾肥

“开江的山，开江的水，开江的稻

田蟹虾肥……”近年来，每到蟹虾上市

季节，在开江县的稻田边，便形成一个

“水产市场”，买卖声、吆喝声、捕捞声，

和着稻香在山水间响起。

开江县位于四川省东部、大巴山

南麓，素有“巴山小平原 川东小天府”

之美誉。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成功探索出“稻田+”立体种养、

生态有机循环发展模式，不仅富了一

方百姓，同时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目前，全县已建成“稻田+”现代

农业园区特色水产养殖基地3万亩，

辐射区11万亩，年产量实现600万公

斤、产值达4亿元，带动4322户8764

人脱贫奔康，“稻田+”试验示范区成

功入选全省乡村振兴先行试验典型案

例，被评为全国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

“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正是得益

于开江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项目建

设。”开江县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据介绍，开江县自2018年 10月

被国家标准委批准建设“第三批国家

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以来，即坚

持以标准化为抓手，以国家级农村综

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建设为契机，积极

打造特色小镇标准化示范基地，为开

江县“稻田+”特色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基层治理规范化等注入新活力。

在标准化建设推进中，开江县深

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特

色产业发展为依托，成功探索村集体

经济发展“组织联建、股份联动、村企

联手、供给联盈”的“四联工作法”，大

力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及

村集体经济标准化管理，全县99%以

上村成立了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全县共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项目44宗，

流转金额3206.75万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村民收入

显著提高，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开江县着力推进人居

环境标准化整治。按照产业化配套、

系统化推进、规范化实施的要求，大力

推进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垃圾、污

水、厕所“三大革命”，先后建成并投用

甘棠、讲治、新宁等7个乡镇垃圾压缩

中转站，全面投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二期和乡镇污水处

理厂。同时，在任市、靖安等7个乡镇

的25个村开展农村“厕所革命”示范

村建设，2020年共新建改造对外农村

公厕16座，全面完成5421户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建设，整村推进示范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厕

所粪污实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

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在环境整治中，开江县还制定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范》《农村人居

环境管理和维护规范》等达州市地方

标准，助力任市镇实现生态水产特色

产业提质增效、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生产生活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小镇

管理逐渐规范化精细化、生态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的目标，并探索形成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模式，引领全县特色

小镇建设。

如今，开江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

试点取得良好成效，特色产业发展了，

群众收入提高了，人居环境改善了，生

活越来越幸福了。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标准标准””引领引领 绘出绘出““天府天府””乡村美丽画卷乡村美丽画卷
四川坚持将标准建设作为农业农村发展有力抓手四川坚持将标准建设作为农业农村发展有力抓手，，按照按照““一个项目一个样板一个项目一个样板””标准化工作思路标准化工作思路，，

不断创新标准实施手段和做法不断创新标准实施手段和做法，，截至截至20202020年累计建设年累计建设1010批共批共289289个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个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

九寨沟甜樱桃品鉴会 开江县稻田养殖成都市温江区花木园艺

南充市嘉陵区桑茶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