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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慧                                           

 近日，网上流传许多收割小麦青

苗转做饲料、一亩青贮小麦能卖 1500

元的视频，甚至有一些种植户在短视

频的评论区“打广告”，希望吸引到厂

家收购自己的青麦作饲料，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争议。

青贮饲料是牛羊饲料的主要组成

部分，多数情况下以玉米为主，而青贮

小麦是以未成熟的小麦青苗作为饲料

原料。虽然往年也存在因上季青贮玉

米品质不高、供给不足，企业选择青贮

小麦作为饲料补充的现象，但从没有

像今年这样受到关注，反映了当前粮

食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俄乌冲突

升级以来，全球粮食价格进入了快速

上涨的通道，不断有国家出台限制谷

物出口的禁令，粮食危机的阴影笼罩

全球，使得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格外

敏感。此外，去年秋汛导致全国超一

亿亩冬小麦晚播，从中央到地方花了

大力气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促进苗

情转化升级，眼看还有半个多月就要

收获了，出现毁青苗作饲料的事件，让

人格外可惜。农业农村部和部分省份

及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毁

麦开工、青贮小麦等各类毁麦情况，禁

止进行小麦青贮售卖，就是要防止出

现跟风现象，破坏夏粮丰收基础。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作物，全

国 40% 的人口以小麦为主食。近年

来，我国小麦连续丰收，产量自 2018

年起连续保持在 1.3 亿吨以上。从消

费看，口粮消费一直稳定在 9000 万

吨左右，而饲用消费往年在 1000 万

吨左右。2020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玉

米供应偏紧、价格上涨，小麦和玉米

价格倒挂使得大量小麦进入饲用领

域，2020 年和 2021 年我国小麦饲用

消费量增长至 2600 万吨和 3300 万

吨。今年以来，小麦价格明显上涨，

与玉米价格倒挂的局面结束，饲料加

工企业使用小麦替代玉米的数量大

幅减少。《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

2031）》预计，2022 年我国小麦饲料消

费降至 2158 万吨，自给率将回升至

98% 以上。总体看，我国小麦供需整

体较为宽松，口粮安全有保障。

“青贮小麦”事件反映了当前畜

牧业青贮饲料的短缺问题，但仅属于

个别现象。去年秋季，河南、山东部分

地区出现持续阴雨天气，对牛羊养殖

场青贮收贮造成较大影响，导致一些

奶牛场青贮料不足。而青贮饲料替

代产品较少，有限的补充产品价格较

高，因此一些企业选择青贮小麦作为

补充。但今年把小麦作为青贮饲料并

不划算。从养殖场方面看，青贮玉米

的营养要比青贮小麦高很多，五月上

旬大部分地区的小麦才刚开始灌浆，

没有多少营养，每亩 1500 元的成本偏

高。从农户方面看，按照小麦籽粒收

获亩产 1000-1200 斤计算，当前面粉

企业小麦收购价格约 1.6 元 / 斤，行

业对新麦收购价的预期在 1.5 元 / 斤

以上，算下来籽粒小麦亩收益与青贮

小麦相当甚至偏高，正常情况下农户

对卖青贮小麦没有动力。当然，也不

排除个别麦田长势差，预期产量较低，

农户认为割青小麦卖青贮饲料更加稳

妥，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对口粮安全的

影响十分有限。

虽然“青贮小麦”仅是个案，此次

舆情存在自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也反

映出我国粮食生产存在一些矛盾，其

中最核心的是种粮农民收益问题。种

粮农民有钱赚，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

障。近年来，由于我国粮食生产成本

不断上升，2020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亩均成本达 1119.59

元，创历史新高。2021 年以来，国内

农资尤其是化肥价格持续上涨，粮食

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成本上升导致

种粮收益下降。因此，今年一号文件

着重提出要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

制，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

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

贴政策，实现三大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

覆盖，从政策上保证农民种粮不赔本、

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同时，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多种粮、种好粮；加快发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开展生产托管、订单农

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多种服务，

全方位提升农户种粮综合效益，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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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贮小麦”事件缘何引起广泛关注

农经视点

红色记忆吕家村

 ▲吕家村一角。

■冯丹萌                                    

  

  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

是“中国月柿之乡”，种植和加工

柿子历史悠久。自 2020 年 10

月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地区以来，恭城县依托当

地优势特色产业“恭城

月柿”，通过产业数字

化、治理数字化，以

及服务数字化等

举 措，积 极 探 索

数字乡村发展新

模式，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做实数字农业文章

恭城县依靠本地特色建立柿子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通过物联网技术，依

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病虫害智能识别

等远程服务系统，配备自动气象站、土

壤环境和植物本体传感器、视频监控

等设施设备，采集土壤水分、光照、空

气温度湿度等信息，大大提高科学生

产管理能力。同时，建立柿子标准化

种植生产基地，启动全国绿色食品标

准化管理，重点推广土壤改良、测土配

方、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等绿色生产技

术，使得“一剥二剪三控四适收”技术

以及果树修剪、树干涂白、诱虫灯、黄

板、诱捕器等一系列新技术得到广泛

应用。在此基础上，恭城县建立了新

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基地，通过引进和

开展甜柿等新品种适应性试验，为优

质柿子生产、深加工产品创新和生产

节本技术开发创造条件。

加强“互联网 + 农业”信息化建

设，着力强化柿子产业加工链。恭城

县建设柿子加工物流中心，通过采后

商品化处理、冷藏保鲜、冷链物流、精

深加工、电子商务等建设，重点引进柿

子精深加工企业。同时，恭城县为了

进一步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将互联

网技术与农业市场开拓相融合，建立

了有序的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体系，运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柿子加工技术，重

点加强以柿子为主要原料的食品、饮

品研发。围绕柿子酒、柿子醋、柿粉、

柿叶茶、单宁、果胶、果糖、红色素等应

用价值，在食品饮料、医药保健、日用

化工等领域拓展柿子深加工新技术，

推进柿子果皮、加工废料、枝条等回收

再利用，大大提高利用效率。

做优智慧民生服务

在推动月柿产业发展的同时，恭

城县积极推动民生福祉的改善和提

升，并逐步试点建设“新农人大数据

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智慧康养、智慧

学前校园、智慧医疗等福祉建设。

在智慧康养方面，恭城县在红岩

村试点启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大

数据为支撑，推行“互联网 + 养老”的

新模式，针对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

养老类型，具备长者档案管理、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老人安全监护、应急呼

叫、养老企业线上监管等功能。通过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运行，为恭城县

居家养老起到带动示范作用。

恭城县积极推进智慧幼儿园建

设，目前首个智慧幼儿园项目已在该

县莲花镇中心幼儿园落地。该园负责

人介绍，自智慧学前教育管理系统投

入使用后，幼儿园的管理更智能更安

全。同时，也可以为校园管理提供更

加科学的决策依据，把教师从忙碌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幼儿的

身心健康和提供个性化的教育。

强化数字品牌建设

为进一步彰显“恭城月柿”的品

牌影响力，打造数字化的甜蜜柿业现

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实现三产融

合发展，恭城县将中国月柿博物馆的

数字化升级列入日程。数字化升级后

的中国月柿博物馆，不仅成为宣传展

示恭城月柿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同

时也是该县数字乡村大数据运营服务

中心。在恭城中国月柿博物馆内，通

过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参观者可

直观了解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实践亮点

及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探索出的具有可

推广可复制的建设经验，促进数字乡

村建设工作在全县、全社会快速铺开。

作为全县乡村振兴工作的数字大

脑和运营服务指挥中心，博物馆内的

数字大屏幕打通了三农领域多维度数

据通道，包括人口基础信息、智慧养老

信息、智慧校园信息、生态环境信息、

村务治理信息、智慧农田信息等多维

数据信息，可实时进行数据共享、更

新、维护、发布，实现乡村信息一个屏，

乡村系统一张网，为政府部门进行产

业调整、政策制定、发展研判等提供了

有力的数据支撑，将有助于全面推动

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全面振兴。

强化“恭城月柿”品牌建设，做响

农旅融合文化旅游链。创建“恭城月

柿”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培育出丰华园等 18 个企业品牌。以

“瑶韵柿乡”田园综合体建设为发力

点，加强月柿产地品牌建设、运营和

保护。同时，恭城县依托红岩村国家

AAAA 景区优势，在莲花镇建设“两

园一镇一道一水系”中国月柿特色小

镇，打造集柿子育苗、种植、科普教育、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生态乡村旅游示范区，形成了多产业

融合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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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乡村试
点开展过程中，恭城
县通过做实数字农
业文章、做优智慧民
生服务、强化数字品
牌建设等举措，为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打
下了良好基础。 

“建设数字乡村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报道（三十一）

■李碧波                                                                                                                     

吕家村隶属于河北省井陉县南

障城镇，元末明初建村，距今有 600

多年历史。因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

古建筑群、红色革命遗址等，吕家村

2012 年被列入国家级首批传统村

落，2019 年被评为国家第七批“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一批“国家

森林乡村”。

吕家村占地 8.96 平方公里，全

村有 400 余人，大部分姓吕。据吕氏

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本县南障城

洪河漕吕氏迁居此处“汪儿村”，因

吕氏人丁兴旺，于清顺治年间改为

“吕家村”。

吕家村地处太行深山区中，因

“环村皆山”，先祖就地取材，依山顺

势建造碹石窑，当地俗称“靠山家”。

村内古建筑很多，大多以石头建造，

石屋、石窑洞、石街、石拱门等随处可

见。据统计，该村现存明清古建筑

76 处，最具明清特色风格的有 12 处，

三滴水院、绣楼院、日月楼院、吕拴科

院、吕玉峰·吕俊庭院、吕兵拴院、福

寿古宅和信院等 8 处保存比较完好。

吕家村最具典型的建筑是清乾隆年

间建成的三滴水院，该水院坐西朝

东，占地近 300 平方米，因房屋错落

为三层，每逢雨天雨水顺着错落的屋

檐层层滴落而下得名。三滴水院设

计讲究且寓意深远，从外向里看层层

高升，象征生活蒸蒸日上；从里往外

看绵延不绝，象征后世子孙满堂。最

高的堂屋分为上下两层，上为木石砖

瓦，下为石拱券窑，门窗梁柱间均有

细致精美雕花，做工考究，既有江南

建筑灵秀精巧之韵，又有北方古朴沉

稳大气之势。据《井陉县志》记载，该

院第十一代祖先男人早逝，女主人育

儿成才在当地传为佳话，被当时县政

府授予“失志有孤”牌匾予以褒奖。

来到吕家村，一定要瞻仰红色革

命圣地长生口战役指挥所和邓小平

旧居。129 师指挥部所在院落人称“福

寿宅”，是一所石头宅院，宅院里清一

色的石头制品，因门庭镌刻有“福寿”

二字而得名。1938 年 2 月，八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曾率

部驻扎在吕家村，并在这座宅院里指

挥了著名的长生口伏击战。自“福寿

宅”南行 40 多米便是邓小平旧居，当

地人称“新院”，该院除门窗外，全部

建筑用石头打造，上房、东西厢房全

是石拱窑，分别为邓小平办公室、卧

室、警卫室和作战参谋室。

吕家村属河北省级贫困村，主要

种植玉米、大豆、谷物等旱地作物，靠

天吃饭，村民过得并不富裕。随着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后，村里开展了红色

革命遗址和明清建筑古民居旅游，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村“两委”大胆推

陈出新，不断开发具有文化元素旅游

新亮点。与河北惊春文化发展公司

合作，打造乡土乡情的情景剧《梦回

吕家》，剧情分为“门楼迎亲”“大院

往事”“英雄挽歌”“战役指挥”“胜

利戏台”五幕，依托吕家村自然风光、

明清建筑和红色革命遗址，讲述了吕

氏家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与荡气

回肠的英雄往事，既有古村落历史文

化，又融入现代气息，让人触景生情、

流连忘返，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

来。吕家村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文

旅产业，蹚出了一条村民增收致富、

生活富足的新路子，也为乡村发展赋

予了新动能。

小扫帚
“扎”成大产业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云县下车镇林庄村

瞄准市场需求，采取“合作

社 + 农户”的形式生产、

加工用于农村晒场清扫粮

食和城市保洁的扫帚，年

产量 12 万多把，年创产值

500 多万元，不但满足了生

产需求，同时带动一大批

村民就近、居家创业。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