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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头牛真的“牛”
成就达州首个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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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分散小雨转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成都（16时）
AQI指数 15 空气质量：优
优：广安、达州、巴中、德阳、绵阳、广元、
遂宁、马尔康、攀枝花、康定、西昌、南
充、泸州、眉山、资阳、内江、自贡、乐山、
宜宾、雅安

2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6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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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

四川分站赛评选结果公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邱静静）讲好新

时代中国故事，传播四川好声音。2021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四川分站
赛获奖作品公示啦。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
是面向国内外社会公众公开征集各领域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树立中国良
好国际形象的年度官方品牌活动。其中，
2021“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四川
分站赛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
导，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互联
网新闻中心主办，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员会、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目前，经过组委会审查、网络投票、专
家打分、定评会议等系列评审工作，大赛
拟共评选出获奖作品38件，其中特等奖3
件、一等奖5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20件。

获奖作品公示期从即日起至2月1日
止。如果你对评选结果有意见，欢迎在公
示期内致电028-86969170进行反馈。

“要让外面的人一说到牛，就想到蜀
宣花牛。一提起蜀宣花牛，就会想到宣
汉县，想到大成镇。”1月21日，达州市宣
汉县大成镇党委书记陈大双底气十足地
说。之所以如此有底气，源于宣汉县作
为四川省首批12个省级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正式启动建设，这也是达州首个且
唯一一个，其核心区便位于大成镇，而特
色农业产业便是蜀宣花牛养殖。

1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宣汉县大成镇，探寻这个以蜀宣花
牛养殖为特色的乡镇，是如何成为达州首
个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获批建设的。

蜀宣花牛跻身
宣汉农业产业“五朵金花”

宣汉县作为农业大县，在粮安天
下的基础上，农业产业的发展也是百花
齐放。通过多年来的积累发展，基本形
成了村村都有主导农业产业，且在发展
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牛、药、果、茶、菌”
的格局，被称为宣汉农业产业的“五朵
金花”。

其中，“牛”指的正是蜀宣花牛的养
殖。据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
绍，蜀宣花牛这一品种从诞生便自带光
环，是以宣汉本地黄牛为母本，选用原产
于瑞士的西门塔尔牛和荷兰的荷斯坦乳
用公牛为父本，历经30余年培育而成的
乳肉兼用型牛新品种，可谓中西结合的
典范。

蜀宣花牛乳肉兼用的特点，让其不
仅在下游市场广受欢迎，更受到上游养
殖市场的追捧。因此，宣汉县的众多乡
镇纷纷发展起蜀宣花牛的养殖，大成镇
的锦宏牧业等一批专业养殖场也如雨
后春笋般拔节生长。经过多年发展，蜀

宣花牛得以跻身宣汉农业产业的“五朵
金花”。

寒冬时节，在锦宏牧业的牧场里，黄
白、黑白相间的蜀宣花牛或卧地而息，或
悠闲地踱步。据牧场老板赵安成介绍，
他经营的牧场每年能出栏“蜀宣花牛”
1000余头，每头售价2万多元，有的牛甚
至能卖到3万多元，每头牛的平均纯利润
在3000至5000元。目前，牧场规模还在
继续扩大。

“一条牛”的现代化养殖
助推乡村振兴

传统的养殖如何成为省级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并获批建设呢？现代化的科技
养殖便是其密码所在。据了解，大成镇
现已建成适度规模养殖场20多个，拥有
省、市级龙头企业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
家，国省级科技示范基地4个，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1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个，
蜀宣花牛科教示范试验基地3个，2020
年园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

在这份养殖事业中，受益者远不止
牧场主，还有当地群众和其他相关产
业。以锦宏牧业为例，固定用工10多人，

都是当地群众，忙的时候还会临时请群
众帮忙，以计件形式给予报酬。同时，牛
所需的草料等也基本从当地农户购买。
而牛产生的粪便则供给一步之遥的一家
化肥生产企业。

据大成镇农技人员介绍，以往农户
种植1亩玉米，产值仅限于玉米本身产生
的价值，大约1000元左右，现在除了玉
米能卖钱，玉米秆销售给牧场供给牛做
草料，也能卖1000元左右。这样一来，
当地农户同样种植1亩玉米，产值却翻了
番。“一条牛”的养殖不仅在助农兴农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当地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和加速器。

宣汉县作为首批12个省级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获批建设，路才刚刚开始，而宣
汉县在蜀宣花牛的养殖上还有更远大的
规划。据宣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崔仕
春介绍，宣汉规划在大成、君塘、南坝、新
华、黄金、塔河等6个乡镇18个村发展优
质牧草1万亩，建设规模养牛场169个、
存栏20万头，并在南坝工业园新建牛肉
深加工产业园，预计牛产业每年总产值
达10.8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这两天，从成都蒲江铁牛村丑美生
态果园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这里种植出
的耙耙柑，还未正式上市就已售罄，明
年一半的果树已被认养。

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耙耙柑成为
市场的“宠儿”？近日，记者走进铁牛村
丑美生态果园寻找答案。

“零农残”果子
卖到了北上广深

走进铁牛村丑美生态果园可以看
到，树上的果子已经采摘完成。果园
主理人潘豫君正在指导工人们修剪
枝丫。

2021年6月，铁牛村丑美生活馆在
该村承包了9亩柑橘地。当时果树已挂
果，潘豫君将第一年确定为土壤修复
期，在采取措施清除土地农残的同时，
果树也不再增施农化物，首年收成的果
子送检后农残为“零”。

被当地的青年们一宣传，很快，近
2.6万斤果子就被北上广深的消费者所
接纳，价格也达到了每斤10元。

畅销的背后
带动有机种植标准

潘豫君告诉记者，在生态种植方面
分了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在接收这块土

地的时候，先撒了一遍酵素，“因为这片
地经过多年农药和化肥的影响，需要通
过酵素分解。”

随后，又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紫云
英、三叶草、鼠茅草等植物，增加生物多
样性和土壤肥力，起到固氮、保湿、保墒
作用。“除此之外，在肥料上，使用有机
肥、蚯蚓肥和一些生物菌剂，增加生物
菌多样性的同时也提高土壤疏松度，促
进果树更好吸收。”

记者在果园看到，内部也进行了分
区，在不同地块插上了“土壤覆盖修复
区”“绿肥试验区”“蔬菜种植区”等字样
的提示牌。

进入第二年，9亩果园分为覆盖区、
植物多样性区、生物菌区、种养结合区
四个区域，实施土壤转化。

果园扩大规模至36亩，为下一步达
到有机种植标准，实现生态、有机、好
吃、不减产，带动整村生态低碳环保种
植目标奠定基础。

未来将延伸产业链
在果园里打造休闲乐园

与此同时，铁牛村丑美生活馆也传
来了好消息，该馆推出的果树认养活
动，667棵果树，其中300棵已被认养。
认养者不仅能品尝到自己认养树上的
新鲜果实，还能远程体验现实版“开心
农场”。

记者了解到，果园形成规模化发展
后，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计划将疏
花疏果后的花、果提炼成精油，并在果
园里打造休闲乐园，让更多游客沉浸式
体验。

高品质的水果当然离不开好的栽
培管理方式。近年来，成都蒲江实施有
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

“两个替代”行动，让更多农户得以种出
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实现环境保护与
农业增效的双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还未正式上市便销售一空

蒲江“零农残”果子畅销北上广深

蜀宣花牛的养殖在大成镇已成规模。

铁牛村丑美生活馆就像现实版的
“开心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