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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调整产业结构
    
过去，鲁期村村民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

主。针对产业结构单一、土地产出效益不高
等问题，近年来，田心乡党委、乡政府按照

“龙头带动、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农民联动”
的产业发展思路，持续引导村民调整产业结
构，充分发挥当地光热和水资源丰富优势，
进行科学论证，引进、发展花卉和蔬菜等特
色制种产业。

为扶持制种产业，乡党委、乡政府给予李
凤莲制种、创恒花菜制种、海琴制种 3 家小微
制种企业各 3 万元扶持资金，并各提供 10 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同时，田心乡积极引进外
地企业，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运作
模式，与农户开展联合制种工作，采用订单
种植模式，制种首年公司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并以每公斤 200 ～ 500 元回收所制种子。

2 月中旬，笔者走进鲁期村阿朵卡村民小
组，道路两旁姹紫嫣红的制种花卉和白色的

近年来，云南省武定县田心乡鲁期村以市场为导向，紧紧抓住

当地气候和土地等资源优势，大力引导群众发展蔬菜制种产业。“种

菜不卖菜，制种价更高”，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共识共为。

村民开展制种蔬菜田间管理

制种花菜陆续开花。在一眼望
不到头的河谷中，各种蔬菜生
机勃勃，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 53 岁的李愉怀，是阿
朵卡村民小组的种植大户。他
从 2013 年起从事蔬菜制种，通
过不断摸索，并采取流转土地
等方式，逐步扩大种植规模。
目前，他家的制种基地面积达
50 亩。

在一片正处于灌浆期的青
花制种地里，李愉怀一边除草、
察看青花长势，一边介绍如何
区分公本和母本以及制种过程。
“以青花为例，每年 8 月底开
始种植，次年 4 月中旬收割，
要先后施肥 3 ～ 4 次，每 15 天
喷施一次防虫药物，制种最重
要的环节是割花球和蜜蜂授粉，
加上精细化的人工管理，付出
越多收获越大。”李愉怀说。

    

产值实现翻番
    
“今年，我家流转过来的

50亩土地，全部用于花菜制种。
每亩地的种子产量预计在 40 公
斤左右，而每公斤种子售价 200
元，亩均收入 8000 元左右。”
李愉怀高兴地说，今年他家 50
亩地的收入预计在40万元左右。

鲁期村 制种业拓宽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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