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7日，上高县新界埠镇组织
志愿者来到三星茶园帮助茶农采春
茶，并通过线上直播，让网友在线上
体验采茶、制茶、售茶的乐趣，帮助
茶农现场销售春茶。

（陈旗海 徐 政 摄）

助农采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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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透雨，满眼新绿。早春时节，从
靖安县城出发，沿353国道西行5公里，
路过蜿蜒的潦河，便一头扎进了茂密的
森林中。汽车在乡道上行进，沿途是层
层春耕的田畴，行至水口乡来堡村远观
如垤的青色山峦下，眼前便悄然显现一
个个白顶的养殖基地。

撩开帘子，只见靖安县溪桥农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彭赞正蹲在养殖池旁轻轻
掀开挡板，成群的棘胸蛙四处惊窜，溅起
阵阵水花。

“这一路颠簸累了吧，快进屋坐。”彭
赞看见有客人来访，立马起身相迎。

不远千里来养蛙

“每年的3月份是育种的关键时期，
我每天8点喂蝌蚪，下午喂大蛙。喂食的
时候还需要查看大棚里棘胸蛙的情况。
这些精细的活只能自己干。”谈起养蛙经
验，彭赞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年
近40的彭赞皮肤白皙、体格健壮，浑身透
着质朴与真诚，作为水口乡养殖棘胸蛙
的带头人，已有整整16年时间。

棘胸蛙又名石鸡、石鳞、石蛙等，是
中国特有的大型野生蛙，常栖息于迥水
坑、溪水旁的石缝或石洞中。棘胸蛙因
其肉质细腻且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元素被

称为“百蛙之王”。
“棘胸蛙喜生活在低温避光、人烟稀

少、水质清澈无污染的环境中，特别是偏
远地区植被和溪水资源丰富的山村。来
堡村与棘胸蛙养殖环境匹配度极高，是理
想的养殖地。”彭赞一边抓起棘胸蛙认真
查看，一边说起和来堡村结缘的故事。

2008 年，为了找寻最适宜棘胸蛙养
殖的生态环境，彭赞从广西贺州市鹅塘镇
华山村来到来堡村建新场。他充分利用
当地森林密布、溪流纵横、水源丰富的生
态环境，通过引入山泉水，并在水中种植
水草净化水质，进行仿生态方式养殖，养
殖的棘胸蛙纯天然、无公害。

成为家喻户晓的“蛙王”

“虽然以前有些水产养殖的经验，
但棘胸蛙养殖我是个门外汉，只能摸石
头过河，多研究多学习。”彭赞说道。因
棘胸蛙养殖行业整体起步较晚，国内没
有可借鉴的成熟技术，彭赞刚开始养殖
时，蛙卵孵化率低，蝌蚪容易出现消瘦
病、蝌蚪变态期成活率只有 10%等问题
接踵而至。

为了能尽快掌握棘胸蛙养殖技术，
他先后到浙江大学动物科学院和湖南农
业大学学习棘胸蛙养殖专业知识，对棘

胸蛙野外生存进行考察。同时，依托南
昌大学，与省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团队
保持密切合作，借助生物科技新手段开
展棘胸蛙遗传选育工作。经过13年的艰
难探索和持续资金投入，彭赞逐步攻克
了棘胸蛙养殖的数个行业难题。

“有了技术，心里就踏实了，可以放心
搞发展了。”彭赞通过工厂化养殖技术和
精加工，进一步提升了棘胸蛙的产品附加
值。如今，彭赞创办的溪桥农业有限公司
已成为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年繁殖商品棘
胸蛙1.8万公斤，幼蛙55万只，蝌蚪160万
尾，年产值570万余元，彭赞也成了当地
家喻户晓、懂技术懂产业的“蛙王”。

“生态蛙”更是“致富蛙”

“彭总，我们在家养殖棘胸蛙要注
意啥？”

“棘胸蛙养殖技术难不难，我们学历
不高，能入手吗？”

“我们能不能先买点幼蛙，先试着养
养看？”

……
春雨还未抖落料峭的寒意，彭赞的

养殖基地内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专程前
来学习养殖技术的村民。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聊得火热。

“我们通过托管代养的方式把幼蛙
交给农户进行养殖管理，长成商品蛙后
再进行回收销售，村民在家也能就业。”
彭赞介绍道。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彭赞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行列，创新推
行“企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产
业发展模式，与脱贫户建立长期利益联
结机制，提供幼蛙到养殖再到商品蛙全
套技术服务和商品蛙回购服务，带动周
边村民就近就业20余人，每年90余户脱
贫户可享受分红。

“通过这个模式，不仅带动了更多村
民参与到棘胸蛙养殖行业中来，还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口乡青山
村党支部副书记汤建东说。在彭赞棘胸
蛙养殖基地的辐射带动下，水口乡青山
村2019年便开始进行棘胸蛙养殖，收获
的成蛙从刚开始的 450 公斤到现在的
1350多公斤，有效加快了当地村集体经
济和扶贫产业的发展。

绿水青山“石蛙缘”
徐 洁

近日，在高安市伍桥镇种
粮 大 户 周 柿 勇 的 11 个 早 稻
育 秧 大 棚 内 ，首 批 杂 交 秧 苗
郁 郁 葱 葱 ，长 势 良 好 ，待 晴
好 天 气 之 时 ，便 可 机 插 800
多亩稻田。

周柿勇告诉笔者，他深谙
科 技 种 田 威 力 ，从 2023 年 开
始 尝 试 大 棚 工 厂 化 、规 模 化
育秧，当年种植的 200 亩水稻
实 现 高 产 稳 产 。 2024 年 ，尝
到大棚育秧甜头的他扩大规
模 ，为 周 边 种 粮 大 户 提 供 水
稻育秧、机插，收入不菲。今
年 ，他 又 接 到 本 市 及 邻 县 种
粮大户共计 4500 多亩水稻的
育 秧 、机 插 的 订 单 ，按 照 160

元/亩的价格算，仅此一项的
收入就可达到70多万元。

近 年 来 ，周 柿 勇 先 后 投
入 200 多 万 元 在 该 镇 的 山 坡
上 建 设 了 11 个 育 秧 大 棚 ，购
买 了 15 台 插 秧 机 ，通 过 科 学
化催芽、控温控湿，精心经营
大 棚 育 秧 ，赢 得 了 周 边 种 粮
大户的青睐。他聘请的 20 多
名脱贫户、低保户、残疾户劳
动 力 在 大 棚 工 作 ，人 均 日 工
资 可 达 120 多 元 。“ 大 棚 育 秧
可 帮 了 我 的 大 忙 ，秧 苗 品 质
好 、成 活 率 高 、抗 病 能 力 强 。
真 的 是 会 种 田 不 如‘ 慧 ’种
田！”该镇种粮大户何四新高
兴地说。

大棚育秧助力粮农“慧”种田
熊晓原

近日，奉新县会埠镇水口村花卉
苗木基地，苗农们正忙碌地将一株株
苗木装车，准备销往外地。近年来，
该县积极推动花卉苗木产业的转型
升级，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的

发展模式，提升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截至目前，该县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已
达10万亩，年产值达4.5亿元，实现销
售总额2.1亿元。

（邓建刚 洪颉辉 摄）

苗木销售旺

仲春时节，茶香四溢。随着
气温回升，奉新县的春茶纷纷吐
露新芽，陆续进入采摘期。

走进罗市镇兰田村高山红
豆杉有机林间茶场，连绵起伏的
茶垄如绿色波浪般延伸至天际，
漫山遍野的茶树郁郁葱葱，一根
根嫩芽探出枝头，散发出淡淡的
清香。采茶工人穿梭在茶树之
间，动作娴熟地将嫩绿的新芽采
摘入篓，绿意盎然的茶园内一派
繁忙景象。

该茶场自2011年建立以来，
坚持立体种植和科学套种，栽种
茶树的同时，还栽有红豆杉、桂
花、红玉兰等树木 7000 余棵。

“红豆杉吸附能力强、自身吐氧
多，极大净化了茶场的空气质
量。”该茶场负责人欧阳神佑介
绍，茶场配备的现代化加工厂
房，年加工能力可达 200 余吨，
带动了周边 300 余户茶农增收
致富。

赤岸镇依托原生态山地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茶叶种植。
在城下村的茶园内，漫山的茶

树层层叠叠，走入其间，淡淡茶
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只见 10
余名茶农按照“一叶一芽”的标
准采摘茶叶，手指在茶叶间不
断飞舞，一片片茶叶被装入茶
篓。“每年从 3 月中旬开始，我
们就要请专业的采茶工人按照
技术要求采摘茶叶，保证茶叶
的品质。”该镇城下村党支部
书记涂以松表示，近年来，该县
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强技术指
导，提高茶叶下树率，带动茶企
和茶农持续增收，推动绿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奉新县不断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种植茶叶面积达
1.4 万 亩 ，产 值 超 5000 万 元 。
同时，为积极推动茶文旅融合
发 展 ，建 设 了 集 生 态 茶 叶 生
产、茶园观光休闲、茶文化体
验、乡村养生度假为一体的茶
园综合体。游客们不仅可以
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还可
以品味古迹茶的独特韵味。

茶叶敲开“致富门”
金东平 金 星

本报讯 刘杰 蒋宸报道：春回
大地，农事渐起，丰城市上塘镇的田间
地头满是忙碌景象。在这场关乎全年
农业丰收的春耕“战役”中，上塘镇纪
委积极作为，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全力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推进。

农资供应是春耕的基础。该镇纪
委成立专项督查小组，深入全镇农资
销售点，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
质量与价格进行严格检查。督查人员
仔细查看农资产品的包装、标识，核对

进货渠道，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
场。发现不符合化肥存放环境要求
的，督查人员当即责令店主整改，并要
求其加强管理，确保农资质量安全。
同时，通过走访农户，了解农资价格情
况，及时制止个别商家涨价的苗头，以
稳定农资市场价格。

惠农政策的落实关系到农户的切
身利益。该镇纪委对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的执行情况
进行全程监督，通过查阅申报资料，核

实补贴对象信息等方式，防止虚报冒
领现象发生。在田西村，该镇纪委工
作人员在审核补贴申报材料时，发现
一户农户信息存在疑问，经过深入调
查核实，纠正了错误信息，确保补贴资
金的准确发放。

此外，该镇纪委还关注农业技术
服务情况。实地查看农技人员是否深
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督
促镇农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各类农业
技术培训。

上塘镇纪委：强化监督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 朱倩芳报道：为推动统
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上高
县徐家渡镇以“三联三访三促”为契
机，抓好统战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落
实，凝聚各界力量，共绘统战发展“同
心圆”。

该镇党委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统战工作的同
时，将《宗教事务条例》《宜春市“五
好”宗教活动场所创建工作手册》纳

入镇、村两级“三会一课”理论学习内
容，并组织交流研讨。

该镇多次组织召开在外乡贤、致
富带头人、企业代表座谈会，听取各
界代表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并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忧。今年
以来，共帮助解决企业诉求23件。

为提升统战队伍水平，增强凝聚
力和战斗力，该镇组织统战人员前
往塘下村红十六军军部旧址参观学

习，感受历史文化，了解统一战线的
历史传统；成立镇党委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在辖区内划片分组，由
各班子成员任片长，定期进行巡查，
清理无出版书号书籍等，不断推进
宗教事务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同时，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通过挖掘感人事迹、优秀典型、“五
好家庭”等方式扩大统一战线的影
响力。

徐家渡镇：共绘统战发展“同心圆”

本报讯 万君报道：今年以来，
万载县康乐街道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目标，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把
农业招商作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全力
推动农业招商工作取得新成效。截
至目前，已成功对接农业项目 3 个，
其中 1 个项目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计划总投资达1.2亿元。

为确保农业招商工作顺利开展，
该街道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担任组
长的农业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
细的招商计划，明确招商重点和目标
企业，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协同抓的工作
格局。同时，该街道深入挖掘农业资
源优势，结合产业发展规划，精心编
制了农业招商项目库，涵盖特色种
植、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多个领
域，为招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招商过程中，该街道充分利用
各类平台，积极开展宣传推介活动。
通过参加农业展会、举办招商推介
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街道农业产业
发展优势和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
企业的关注。此外，该街道还建立
了“一对一”服务机制，为意向投资
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跟踪服

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企业放心投
资、安心发展。

利诚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于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在了解到
该街道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后，公司表
现出了浓厚的投资兴趣。街道招商
团队第一时间与企业取得联系，多次
上门沟通洽谈，详细介绍街道的优惠
政策和产业配套情况。双方最终达
成合作意向。该企业计划在街道投
资建设农产品深加工项目。项目建
成后，预计可带动周边农户 60 户，实
现人年均可增收3000元。

强产业 抓招商

康乐街道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讯 近日，靖安县双溪镇
河北村狠抓“红美人”柑橘病虫害
防治工作。为了抓住“红美人”柑
橘春梢期的防治黄金期，河北村坚
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及时用杀
虫剂、杀菌剂、微量元素药剂等进
行防治，确保树体正常生长，产出
优质果品。 （官红梅）

双溪镇河北村

做好柑橘病虫害防治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袁州区金瑞
镇以净美家园为目标，组织各村开
展卫生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推行

“红黑榜”公示制度，每月评选“最
美院落”“最差点位”，倒逼责任落
实；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通过“屋场夜话”“流动
课堂”等形式，开展环保知识宣
讲。截至目前，已清理垃圾 300 余
吨，整治卫生死角256处，拆除乱搭
乱建5处。 （吴文富 徐 路）

金瑞镇

开展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近日，驱车驶入万载县鹅
峰乡，一条笔直畅通的水泥路
映入眼帘，道路两侧新栽的桂
花树飘散着淡淡清香，曾经裸
露的矿山坡地披上了生态绿
衣，村民庭院外的竹篱笆围出
一片诗意田园……一幅美丽和
谐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现在运农资再也不会颠
簸了，大货车可以直接开到地
头！”日前，在该乡益莲村千亩
水稻基地，种植大户辛植友看
着满载农资的货车平稳地驶上
新硬化的产业路感慨地说道。
去年以来，该乡整合投入 700 万
元资金实施“动脉畅通”工程，

完 成 26 公 里 村 级 道 路“ 白 改
黑”，太阳能路灯等设施同步落
地，构建起外联内畅、干支相连
的立体交通网络。

该乡积极整合清理杂乱闲
置的边角落地带，以微改造、
精提升为抓手，从细微处着手，
内外兼修打造精美的乡域环
境。与此同时，购置了 8000 米
艺术竹篱笆、2 万米围栏、3356
个垃圾桶，打造“最美庭院”，不
断满足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此外，建立路长制、门前三
包等长效机制，有力推进该乡
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再上新台阶。

美丽乡村入画来
卢在勇 本报记者 邬文名

本报讯 入春以来，万载县罗
城镇抢抓农时，打好农事服务牌、
水利保障牌、高标准农田护航牌，
护航全镇 2.6 万亩早稻生产。该
镇打好农事服务牌，召开种植大
户座谈会 9 场，推送惠农信息 17
条，让群众及时掌握气候、病虫
害、农资价格等重要信息；打好水
利保障牌，抽选 6 名水利专家、17
名水库管理员及9名专干组成3支
春耕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科学调
水、指导春耕生产；打好高标准农
业田护航牌，利用好高标准农田项
目资金 1800 多万元，新建渠道 9.7
万米，平整土地578亩。

（尹吉祥 刘敏）

罗城镇

护航2.6万亩早稻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