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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市场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花卉种植实现

快速精准精细。公司于近日荣获 2022

年云南省数字农业示范基地。

    

打破肉牛养殖瓶颈
    

在左门乡苤拉村委会清水河村民

小组，村民周立寿正在给家里的 30 多

头肉牛添加饲料。“前不久，我家 2

头牛卖了 6 万多元，除去成本，有 3

万多元利润。”谈及养殖肉牛，周立

寿满脸幸福地说。

清水河村是一个山区村，因为靠

近水源地，村民有养殖水牛的传统。

相对于水牛养殖周期长、收益低，近

年来，当地大力推广肉牛养殖，为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019 年，乡村干部动员我养殖

肉牛时，我有些犹豫，后来他们帮我

申请贷款解决资金难题，并多次提供

技术指导，让我下定决心养殖肉牛。”

周立寿说。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清水河村

改造闲置房屋建设牛舍、推广青贮饲

料种植、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等，

实现肉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协调发展。2021 年，全村 36 户中有

24 户养殖肉牛，肉牛存栏 306 头、出

栏 118 头，人均增收 1.4 万元。

作为云南省“一县一业”肉牛产

业示范县，为化解肉牛养殖成本高、

风险大，贷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

姚安县在全省率先推出“乡村振兴金

牛贷”，通过“政府 + 保险公司 + 银

行 + 龙头企业 + 农户”的肉牛产业

发展模式，不断拓宽全县肉牛企业和

养殖户的融资渠道。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县累计发放

“金牛贷”1.6 亿元，扶持肉牛养殖户

1328 户，新增肉牛 1.2 万头。

创新“山坝牵手”模式
    

得益于较好的气候条件以及丰富

的光热资源，近年来，姚安县坝区的

种植养殖业快速发展。然而，姚安县

域内山区和半山区众多，农民在产业

发展、增收致富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为破解难题，姚安县在产业发展基础

好、潜力大的坝区，投资建设花卉、

蔬菜等“山坝牵手”产业合作发展基地，

成功走出一条“坝区带山区”异地结

对帮扶产业发展新模式。

“在整合各类扶持资金建设基地

后，我们成功引入多家农业龙头企业

进行租赁经营，所得收入和收益分红

按比例分给需要帮扶的村集体和低收

入群众。”据姚安县乡村振兴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种“基地建在坝区、

分红流向山区”的互建互惠机制，同

时为山区群众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在姚安县城通往光禄古镇的福禄

大道旁，近年来打造的“山坝牵手”

项目——2 万亩“鲜花产业带”已颇具

规模，这给曾经的村集体经济“空壳村”

栋川镇地角村迎来了发展的好机会。

“引进花卉企业后，以前撂荒的土地

得到充分利用，村里也成立了合作社，

带动群众增加收入。”地角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郭鸣珊介绍说，现

在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 14 万元

左右。

“山坝牵手”抱团发展的共富模

式，让姚安县的资源流动起来、产业

兴旺起来，群众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

2021 年，姚安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4591 元，同比增长达

13.2%，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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