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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河区被授予“中国川牛膝之乡”
“中国乌天麻之乡”荣誉称号

在永胜乡川牛膝中药材现代
农业园区，连绵起伏的川牛膝药
材一片连着一片，采挖、捆扎、搬
运……药农们埋头苦干，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金口河川牛膝因产量高、品质
好著称，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是金口河道地中药材的金
字招牌。记者了解到，永胜乡川
牛膝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种植川
牛膝 1.2 万亩，其中核心区面积
4500亩，辐射带动周边种植7500
亩。凭借自身独特优势，金口河
川牛膝被评为四川“一城一品”金
榜品牌，永胜乡川牛膝中药材现
代农业园区被成功认定为市级现
代农业园区。

同样繁忙的，还有位于金河镇

铜河村的板厂坪天麻种植专业合
作社。这两天，村民们正忙着对
刚采收回来的乌天麻，进行清洗、
蒸煮、烘干、装袋。据合作社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加工后的乌天
麻，每公斤市场价格从80元提升
至 400 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金疙瘩”。
金口河乌天麻以个大、肥

厚、有黑褐色横环纹、天麻素含
量高而闻名。目前，该区种植规
模达 6万平方米。因品质优良，
2010 年金口河区乌天麻成功通
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
2018 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农产
品进出口博览会金奖。2022年，
该区获得天麻产品食品生产许
可证。

近年来，金口河区以川牛膝、乌天麻道地中
药材为依托，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特色农产
品种植基地，兴建深加工项目，开发川牛膝、乌天
麻系列产品，向产业上游的种植业及下游的生产
加工、特色旅游等方向延伸，带动产业集聚发展。

截至目前，金口河区引进川牛膝、乌天麻等农
产品加工企业12家，建立绿色、无公害、有机中药
材基地5处，并扶持成立产业协会，对连片发展川
牛膝、乌天麻的企业和大户给予资金和项目奖励。

为形成产业聚集效应，金口河区联合相关企
业修建川牛膝、乌天麻基地农旅融合设施，观光

步道、玻璃栈道、停车场、药博馆等基础设施不断
提档升级，同时依托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大渡
河风景道、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旅游资源，形成集
观光、康养、休闲度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产
业区。

“目前，川牛膝、乌天麻及相关产业已成为金
口河区‘一区一品’特色支柱产业。”金口河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25年，全区川牛膝
种植面积力争扩大到1.5万亩左右，乌天麻酒精深
加工能力达到20万瓶以上，年总产值达到2亿元
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川牛膝、乌天麻之乡。”

▲天麻产品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眼下正是泽泻丰收
季。近日，记者在峨眉山市绥山镇新建村看到，
大片成熟待收的泽泻金灿灿、黄橙橙，村民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往年一直在夹江种植泽泻，这两年也在峨
眉发展，今年迎来了丰收。”夹江县勤耕家庭农
场负责人毛丽琴说，“我们在绥山镇新建村、任
严村承包了250亩水稻田，每年上半年种植水

稻，下半年种植泽泻，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
又极大提高了经济收益，今年预计泽泻产量 5.6
万公斤，产值约87.5万元。”

据了解，泽泻是一味中药材，秋种冬收，与
水稻春种秋收正好可以循环轮作。近两年，不
少企业来到新建村流转土地种植泽泻。截至目
前，该村已流转土地400余亩，不少村民靠种植
泽泻增加了收入。

推动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周家伊 记者 赵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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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致富致富
2022 年 11 月，金口河区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中国川

牛膝之乡”“中国乌天麻之乡”荣誉称号。
当前正是川牛膝、乌天麻等中药材收获的季节。近日，记

者走进金口河区药材种植基地及药材加工项目，探路乡村振
兴“药”致富的基层实践。

药材丰收成致富“金疙瘩”
◀ 川 牛

膝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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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1月11日，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在近期召开的“首届地理标志天府
峰会”上，马边绿茶、井研柑橘、竹叶青入选“2022
年度天府地标美食品牌价值50强”，井研柑橘获评

“四川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三十大典
型案例”。

据了解，乐山市现有国家地理标志34件，峨眉
山茶、峨眉山藤椒油分别被列入中欧地标协定第一
批、第二批保护名录。近年来，乐山市场监管部门
大力推动地理标志使用申报和专用标志的规范使
用，指导地理标志实施“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双品牌战略，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聚焦首届地理标志天府峰会

马边绿茶、井研柑橘、
竹叶青上榜

1.施肥

采果后至落叶前，以有机肥（建议施
腐熟的农家肥）为主，配施生物菌肥和少
量复合肥。

根据不同树龄、长势、土壤肥力等因
素适宜施肥。猕猴桃施肥沟 30~45cm
深、30~40cm宽，桃树施肥沟 30~50cm
深、30~40cm宽，李树施肥沟 20~40cm
深、30~40cm宽。

建议施肥量：猕猴桃：未结果树，每
株施有机肥20~30kg+45%氮磷钾复合
肥0.25~0.5kg+12%过磷酸钙0.5公斤和
生物菌肥，采用环状施肥。结果树，每株
施 有 机 肥 30~40kg（猕 猴 桃）或 50~
100kg（桃树、李树）+45%氮磷钾复合肥
1.5~2kg+12%过磷酸钙1公斤和生物菌
肥，可采取环状施肥、放射状施肥、条沟施
肥。

特别提醒：若土壤pH值大于6.5时，
每亩施30~40公斤硫磺粉；pH值低于5.5
时，每亩施30~40公斤生石灰。猕猴桃
施肥点在离树干1米处，桃树、李树施肥
点在树冠外围往外挖30~40cm。

2.整形修剪

修剪时间：一般在落叶后进行，其中
猕猴桃要在伤流期开始前完成。若冬季
有低温冻害的地区，猕猴桃修剪时间可适
当提前到晚秋。

修剪对象：猕猴桃：将外围的、远处的
2年及以上的枝条缩剪至更新枝附近。
选留靠近主蔓、直径 1.3cm左右的当年
生强壮枝作结果母蔓，并在其直径为
0.8cm处短截。疏除无用的枝条、病虫
枝、受损严重的枝、丛状枝等。李树、桃
树：剪除严重病虫枝、干枯枝、下垂枝，适
当疏除重叠枝、交叉枝，回缩衰老枝及老
化的结果枝组。

3.病虫害化学防治

10月—11月：猕猴桃采果后及时喷
施50%戊唑醇10000倍液+0.3%四霉素
50倍液+磷酸二氢钾1000倍液+杀虫剂
（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3000倍、菊酯
类药剂，99%矿物油300克/亩或22.4%螺
虫乙酯4000倍）。

12 月—1 月：冬剪清园后，全园和
树体喷施 3~5 波美度石硫合剂，树干
涂白，有条件的可对树体包裹防冻布
条。

（编辑 许金波 整理）

猕猴桃、李树、桃树
秋冬季管理技术要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王立彬）据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预计，2022年全国各类
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粮食4亿吨左
右，与近年来平均水平相当。

据悉，2022年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系统坚决扛稳保障粮
食和物资储备安全政治责任，
在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国内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
国家储备实力进一步增强，应
急救灾物资保障及时有力，各
项重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维
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发
挥了积极作用。

据介绍，2022年各地统筹
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
夏粮和早籼稻旺季收购圆满收
官，秋粮旺季收购平稳有序，牢
牢守住了“种粮卖得出”的底
线。通过精准落实调控措施，稳
步推进政策性粮食公开竞价销
售，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与此
同时，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深
入推进，一系列制度文件出台，
动态监管系统覆盖全部中央储
备粮储存库点，29个省份实现
省级储备信息化全覆盖，穿透式

监管格局初步形成。
2023年，全国粮食和物资

储备系统将围绕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加强风险预判和战
略预置，保持粮食市场平稳，服
务能源资源保供。有关部门将
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
及时批复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
预案，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
的底线；完善新型监测预警体
系，密切监测国内外粮食、能
源、资源市场运行态势，稳定市
场预期；统筹做好政策性粮食
投放，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根据
调控要求适时做好储备投放，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丛亮强调，随着春节临近，粮
油消费将进入旺季。各地有关部
门要加强粮源调度，深化产销合
作，统筹做好加工、储运、配送等
各环节工作，切实增加绿色优质
粮油产品供给，更好满足广大城
乡居民消费需求。国家有关部门
已于1月11日启动政策性小麦
拍卖，每周投放14万吨，预计将
较好满足企业用粮需求，为粮食
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确
保节日粮油市场平稳运行。

预计2022年全国粮食
收购入库4亿吨

采收泽泻忙 绥山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