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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现代农业大有可为
站在小岗村村口，往西望去，一处规模化水稻种

植区便进入视野。蓝天白云下，满眼金黄，煞是好

看。而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弃种多年的黄土岗地。

“第一次看到这块地快绝望了，土地高洼不

平，用水很难解决。很多村民说，这块地根本种不

了水稻。”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区技术负责人赵明

武来自黑龙江，他介绍说，小岗村示范区属于坡岗

地貌，地势起伏，百米落差 6 米以上，土壤结构复

杂，多为黄棕壤土和沙壤土，有机质含量少，地下

水位低，施工难度相当大。

面对这样几乎毫无优势可言的自然条件，赵

明武团队和小岗人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开

沟、铺管、整地，再从几十里以外的水库调来了水，

加上大量生物有机肥来平衡地力，硬生生造出了

漂亮的稻田。记者在现场看到，如今稻田整齐划

一，田块配套沟渠齐，500亩优质水稻长势喜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示范区重点推广了

水稻施用生物有机肥、钵体毯状秧盘育秧、暗化叠

盘育秧、宽窄行插秧、基蘖同施侧深施肥、水稻本

田叶龄管理等 10 多项北大荒农业生产技术。”赵

明武说，黑龙江农垦区主要围绕水稻三化一管的

技术管理途径，与小岗村共同实施水稻优质米生

产和现代农业的展示。同时，借助物联网项目与

滁州市互联网营销平台，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延

长水稻生产供应链。

在推陈出新上，小岗村下足了功夫：携手安徽

科技学院开展“高校+集团+农村”合作，共建小岗

村现代生态研究所；与安徽农垦集团组建合资公

司，共同经营 4300 亩高标准农田，推行农业全程

社会服务模式。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有互联网公司瞅准

农产品商机，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农产品“上网”通

道。在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大包干”

体验中心，“小岗农民”原生态大米、“小岗本色”粗

粮饮品、小岗村农家锅巴等土特产吸引着游人的

目光，而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互联网+大包干”乡

村赋能电商平台。

“农户由种植户身份转变为种植户和渠道销

售商两重身份，并因两重身份获得两次收益分配

机会。在我们推动的社交电商体系里，农户不仅

可以自产销售，还能代理所在村、所在乡镇统一品

牌赋能的农产品，面向天南地北家乡人群体进行

影响和销售。目前，我们还在推动农户可代理全

县范围产品，让农民通过销售产品获得更广泛的

收益。”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辉说。

产业园建设与招商“齐头并进”
走在小岗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宽阔的大道

上，记者看见道路两旁标准化厂房正在建设，盼盼

集团、谷优美食品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纷纷落

地小岗村。“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起点，在

小岗村设厂，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意义重大。”福建

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蔡金垵向记者表示。

蔡金垵指着正在建设的厂房介绍说，小岗盼

盼食品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10.6 亿元，包括现代

化生产车间、产品检测检验和研发中心等，将引进美

国、奥地利、德国等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生产烘焙、膨

化、曲奇类的健康休闲食品。今年底，部分车间将开

始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精深加工马铃薯、玉

米、小麦、大米、大豆、花生、鸡蛋等各类农副产品超

20万吨，为当地农民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

产业兴则农村兴。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

柱说，村党委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产业的支撑，小岗

的发展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为把二产做

强，小岗村将农副产品加工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招

商一起抓。

据介绍，小岗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区东起大

溪河镇七里村，南至京沪铁路，西至小岗改革大

道，北至 307 省道，占地约 5 平方公里。园区分为

仓储物流园、产业加工区、核心景观区和功能服务

区。“目前园区主干道已竣工通车，1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污水提升泵站、线路改迁正在加快建设。

园区现已引进盼盼集团、谷优美全谷物食品项目、

徽观农业蒸谷米深加工项目等，正在与冷链物流

项目和无穷食品项目等对接。”

深挖资源，红色旅游别样红火
充满乡土气息的农家，保存完好的茅草房、厨房、

猪圈、牛棚，屋内的签字室……坐落于小岗村的“当年

农家”院落与附近的现代新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月27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聚集在这里，切

身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看到当年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品，我仿佛穿越了

时空，对‘大包干’精神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

位年轻的游客感慨道。

小岗村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短短四十年时间，

先后诞生孕育了“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近年

来，小岗村依托良好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先后建成开放了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

陈列馆、当年农家等主要景点，同时还配套了小岗

村游客中心、小岗村培训中心等旅游服务设施，已

成功入选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先后荣获全

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旅游名村等称号。这些都为

小岗村景区下一步5A创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块土地吸引人，小岗村梨园公社种植专业

合作社创始人黄庆昶就是被吸引来的一位。黄庆

昶是江苏无锡人，但当地人都说他就是小岗人。

他自己也说，守着这片梨园十年了，他已经像这梨

树一样，把根深深扎在了小岗村。

沿着蜿蜒的水泥路，黄庆昶带领记者来到位

于小岗村西北角的梨园里，梨树被丰硕饱满的梨

子压弯了枝头。10年前，黄庆昶从无锡来到小岗，

在小韩村民组流转了608亩土地种植“大吉梨”梨

树，并尝试“立体种养”，在树下搞养殖，实现了资

源的循环利用。

目前，该合作社已经从投入期走向收获期，然

而在黄庆昶眼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

个梨园+旅居的发展模式，推广发展生态农业、现

代旅游和农村电子商务，后面的市场更大。”

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厂房正在加快建设

小岗巨变②

小岗村三产融合闯新路

一片片农田、果园生机勃勃，一条条农产品深加工

生产线蓄势待发，一处处景点、农家乐热闹非凡……改

革开放40年来，小岗村聚焦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

红色旅游三大主导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力

打造小岗村三产融合新样板。 □ 记者 徐越蔷 文/图

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区水稻长势喜人

位于小岗村西北角的梨园里，梨树被梨子压弯了枝

在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大包干”体验

中心，摆放着“小岗农民”原生态大米 高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