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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加夜食对畜禽有帮助
近日，重庆

铁路公安处联合
重庆客运段在重
庆北开往万州北
的D6186次列车
上举行“扶贫直
通 车 ”宣 传 活
动。铁路工作人
员通过自编顺口
溜和文艺表演等
形式，向旅客们
宣传、展示来自
贵州省普安县的
扶贫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按揭农业：农民种地实现分期付款
■闻 风

农户拎包入“驻”园区

针对现代高效农业投入大、农民自身投资能力弱
的实际，山东诸城市积极探索“按揭农业”发展新模
式，按照“企业融资+建设基地+提供技术服务—社区
公司和农户“按揭”经营—企业回购+实现利益再分
配”的运作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与农户结成利益共生体，找到了突破农业发展困境的

“金钥匙”。
“按揭农业”的创新点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以“农

户融资、农户投资”为主的农业发展方式，逐步形成
了以“企业融资、企业投资”为主的建设运营方式，引

导金融机构在乡村振兴中变“被动参与”
为“主动对接”，实现金融资本的精准投

放、高效利用、良性循环，让农户从融
资环节中解脱出来，只需少量投
入就能享受到现代高效农业发
展的红利。

为此，2019 年，诸城成立了
一家专注农业领域的市属国有
企业——山东禾融农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融），由它来代替
农户前期投资建设运营。禾融副总
经理刘志新说：“集团全额投资把园
区建设好后，农户可拎包入‘驻’。像
买房子一样，农户只需缴纳首付，然后
逐年还贷就可以进行经营管理。”

农户逐年还贷降低风险

一场雹灾导致农户陈会强80多亩黄烟绝产，投
资的20多万元打了水漂儿。遭受重创的陈会强一直
盘算着从头再来。他听说旱地适合种苹果，一个成型
的果园如果按照一亩地成本1.3万元计算，需要投入
近70万元。陈会强试着去银行贷款，但抵押贷的高
门槛让他望而却步。

得益于“按揭农业”的出现，陈会强准备转型种植
维纳斯黄金苹果。陈会强算了一笔账：从结果期开始
承包，3年至5年就能还完“按揭”。“这种苹果营养价
值高，果实硬度也不错，是最近几年很受欢迎的一个

新品种。”在苹果基地向技术人员“取经”的陈会强说。
农户承包时投入很少，再用农产品回购的收益偿

还企业投资，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经营风险。与零散农
户相比，国有企业更有融资优势，目前农发行已经给
禾融审批贷款4.2亿元。

资本为农业注入科技力量

诸多农业“黑科技”的投入，是助力传统农业向现
代化农业“蝶变”的点睛之笔。

在禾融所属的国家农林科技孵化器育苗基地里，
双脱毒、密植型的矮化大樱桃被成功繁育出来；通过
脱毒组培育苗技术培育出来的矮化苹果树，能比普通
乔化果树提前2年至3年进入结果期，每亩还能增产
3000斤至5000斤。

禾融的脱毒组培育苗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最新繁育的樱桃、苹果、梨等矮化果树成为市
场的“新宠”，其中矮化樱桃的种植方式或将参与国
标的制定。截至目前，已经有 10200亩大樱桃以及
10980亩苹果完成种植，水肥一体化设施也已经同
步到位。

科技引领产业，那又靠什么来实现品牌维护和
反哺农村的任务呢？禾融提前和京东等平台对接
好销售渠道，社区也成立了公司对农户统一管理，
保证果品品质。“正在试点运行的社区公司，会对区
域内种植户进行指导与监督，进而把控产品质量，
打造口碑立得住的品牌。”诸城市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马是
食草动物，吃一次饲草料后的消化
时间很长，饲草料中所含能量又很
低，无法满足白天的消耗，所以一般
养马者都要适当地在夜间给马补一
次夜食。其实，不仅仅是马，许多畜
禽都需要适当加喂夜食。

1.马喂夜食膘情好。马、骡、
驴等都是单胃动物，一般吃下的饲
草料不到4小时就会全部消化完。

因此，只有晚上加喂夜草，才能吃得饱、膘情好。另
外，如果仅白天喂草，马由于饥饿就会暴食，甚至可
能引起胃扩张、结症等疾病。

2.兔喂夜食长得快。家兔夜间采食和饮水量
通常要占全天采食、饮水总量的75%左右。为此，
应该在每晚9点和凌晨2点各加喂一次饲草，同时
供给充足的饮水。

3.牛喂夜食出栏早。给牛加喂夜草，可使牛少
得病、长得快、出栏早。

4.猪喂夜食不掉膘。寒冷天气，猪的采食量下
降，生长发育缓慢。除了采取必要的防寒措施外，根
据夜间外界干扰少的特点，调整猪的饲喂时间，实行
夜间饲喂，可以促进猪多采食、多睡觉、多增重。

5.禽喂夜食产蛋多。其一，蛋鸭夜间补饲比不
补饲的产蛋率提高10%左右。夜间补饲时，要注意
降低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以防蛋鸭过肥影响产蛋，
不要更换饲料品种，以保证产蛋的营养需要。其二，
母鹅在产蛋期，特别是产蛋高峰期，只靠白天采食是
远远不能满足其营养需要的，应当进行夜间补饲，每
天晚上8点至10点投喂麸糠、玉米和秕谷等饲料，以
及适量的青绿饲料和充足清洁的饮水，喂八九成饱
比较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饲喂过饱引起消
化不良现象。 （本报综合）

买房子可以“按揭”，种地也能“按
揭”？精装房可以拎包入住，种地也能拎
包入“驻”了？现在，能按揭的不一定只有
房子，还有现代农业。按揭农业破解了传
统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

▶▶▶

本报讯（通讯员 王恩耀）有一位操着“红河口
音”、扎根云南楚雄州近二十年的“种桃人”，村民叫
他“李会长”“桃子专家”。他是双柏县东洪绿色产业
协会会长，双柏云恒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李连清，曾多次被表彰为优秀党员、优秀
会长、先进科技工作者、农函大优秀辅导教师等。

李连清带领村民走上了“协会+公司+基地+种植
户”的桃子产业发展之路，开启“优良种苗+科技”产
前、产中、产后综合配套服务模式，统一“中华冬桃”
包装、品牌、销售网络。他先后在楚雄州10县市指
导发展中华冬桃、寿桃、蜜桃等6万多亩，产值上亿
元，开展桃树从定植到整形修剪、肥水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现场科技培训，培训果农1万多人次。

李连清指导楚雄市紫溪镇冬桃产业发展，带动
乡村特色旅游，取得显著经济和生态效益。他还任
开远市东洪绿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在云
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创建冬桃、寿桃、蜜桃等优
良种苗基地70多亩。被邀请到昆明、大理、腾冲、迪

庆等地及四川、贵州指导桃子种植规划、种苗繁育、
嫁接、果园中耕管理等，示范推广种植桃子累计10
万多亩，并获得成功。

李连清带领的协会、公司拥有一支实践经验丰
富的桃子产业专业技术团队，以云南农大果树专家
为技术顾问，在长期实践中构建了桃树栽培技术与
服务实施体系。2020年11月楚雄州政府办、州科协
组织武定县发窝乡扶贫产业考察团到楚雄市、南华
县农技协基地参观学习，李连清受邀到南华中药材
协会果药种植基地边操作边讲授桃树定干、拉枝、修
剪、肥水管理等技术，传授先进技术经验，让大家学
得会、用得上。

顺应人们康养理念，李连清主推的中华冬桃、寿
桃具有生长期较长、春季开花、冬季果熟、绿色健康、
保存期长等优点，冬季鲜果采摘上市蕴藏着巨大的
发展空间和开发价值，呈现较好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李连清团队持续发展桃子特色产业，发挥冬闲
农旅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李连清：扎根云南楚雄州精耕桃子产业

债务公告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开州区竹溪镇灵泉村大湾村库周路整治工程于

2020年11月30日竣工验收。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债务、民工工资在一个月内与本公
司重庆市开州区竹溪镇灵泉村大湾村库周路负责人联系，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此公示
有效期为2月1号-7号，共七天。
联系人：肖庆 联系电话：18696658558 公司电话：0551-62885780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