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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城：十万亩酿酒高粱映“红”脱贫路
中国·阜城第三届农民丰收节暨红高粱文化节9月15日举行

红高粱，高粱

红，高粱红了喜盈

盈！衡水市阜城县10

万亩高粱迎来丰收

季，高粱红了半边

天，也映红了农民的

致富梦。联合收割机

穿梭于红色的海洋

中，一片繁忙热闹的

景象。

为充分展示农村

发展的巨大成就、乡

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

景，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脱贫攻

坚，9 月 15 日，以

“高粱正红，阜城正

丰”为主题的中国·

阜城第三届农民丰收

节暨红高粱文化节将

在千年古县——阜城

县隆重举行。本届高

粱文化节通过线上直

播的方式，充分展示

农民喜迎丰收的景

象，展示推介阜城县

特有的优质农产品以

及红高粱产业特色发

展。

近年来，阜城县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不断壮大特
色产业，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
本出路，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特色产业扶贫之路，实现了扶贫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
根本之策。坚持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与扶贫
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着力优化特色产业发展
布局，为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产业基
础。一是从大处着眼。阜城县坚持高站位、
长眼光、宽视野，立足京津冀和广东、贵州等
农产品市场需求，以现代都市型农业为方向，
以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为抓手，按照“一减四增”要求，着力压减籽粒
玉米等低效农作物，发展市场前景好、产出效
益高、扶贫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切实提升全
县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二是从小处着手。阜
城县立足县域实际，制定了《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实施方案》《关于促进扶贫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有关文件，坚持“一乡一业”，因地制
宜、因乡施策，打造了漫河西瓜、崔庙高粱、霞
口鸭梨、码头瓜菜等十大特色产业聚集区，形
成了“三主六辅”（以西瓜、高粱和优质果品为
主，以非转基因大豆、花生、红薯、谷子、优质
蔬菜和辣椒为辅）特色产业体系。目前，全县
发展高粱 10 万亩、优质设施瓜菜 10 万亩、特
色果品 10 万亩、其他特色产业 10 万亩，农民
亩均增收1167元，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
提升，带动3248户贫困户增收。阜星高粱种

植区被认定为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是
从实处着力。阜城县财政每年列支 300 万
元，对种植面积10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给予
每亩30元补贴，对乡镇给予每亩30元经费奖
励，有效调动了经营主体和乡镇规模发展特
色产业的积极性。2019年，在全省乡村振兴
推进大会上，阜城县就调整农业结构、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作了典型发言。

带动贫困群众精准受益。为解决贫困群
众种植难、管理难、销售难等问题，实现增收致
富，阜城县探索创新三种扶贫机制。一是“六
位一体、八统一分”扶贫机制，以阜星现代科技
农业园区为代表，今年带动104个村发展优质
高粱10万亩，535户贫困户种植高粱2668亩，
亩均增收500元。该园区先后被认定为省级
现代农业精品园区、省扶贫龙头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2019年，创新机制推动小高粱变身扶
贫大产业的经验做法被省农业农村厅作为26
个产业扶贫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二是“一张
订单保底、一卡通惠农、一体化管理共赢”的

“三个一”扶贫机制，以云农芳香现代农业园区
为代表，该园区种植辣椒、玫瑰等8700多亩，
先后有1800余户农户与园区签订合同，带动
185 户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户均增收 5000
元。王集乡张家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占强
依靠园区，年人均收入上万元。该园区先后被
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精品园区、省扶贫基金理
事单位和省扶贫龙头企业。三是农户土地入
股扶贫机制，以富源合作社为代表，通过农户
以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经营的方式，带动

1600户农户发展特色产业 1.2万亩，115户贫
困户实现了入股分红，户均增收2000元。

提升扶贫产业发展质量。充分发挥科技
在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产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创新合作模式。阜城
县与中国农科院、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
学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全省首创“五个
一”院县合作模式（培育一个特色产业、选聘
一名首席专家、选配一个服务团队、打造一个
示范基地、壮大一个龙头企业），创建国家级
星创天地 1家，省级星创天地 2家，省级科技
孵化器1家，先后推广先进种植技术18项，实
施农业科技转化 13 项。二是大力推进绿色
种植。阜城县在全域推广“节药、节肥、节水”
绿色种植模式，在高粱上实施赤眼蜂防治螟
虫，在西瓜上采取蜜蜂授粉等生物防治技术，
在谷子上推行旱作雨养模式，在梨果上开展
有机肥替代化肥，特色农产品的含“绿”量进
一步提高。三是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围绕
特色产业发展，阜城县制定市级以上标准 6
项，组织指导生产经营主体制定生产操作规
程，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覆盖率达到 75%以
上。健全完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测体系
和可追溯体系，特色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达 100%,被评为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四是积极打造特色品牌。全县共注册“阜星”

“德隆双星”“美白伊人”等品牌 19 个，“漫河
西瓜”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连续十年评
为“河北省名优农产品”，漫河镇被确定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乡镇，霞口镇刘老人村被

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扶贫产业的知
名度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打通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阜城县把
销售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积极创新产
销对接模式，切实减少从田间到餐桌的中间
环节，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2019年，在
全省农业特色产业扶贫工作会议上，就产销
衔接的经验做法作了典型发言。一是搭平
台。阜城县连续多年举办“梨花节”“西瓜节”
和“红高粱节”，吸引大量客商签订采购协议，
让阜城的特色农产品享誉南北。北京鹏程万
达果品公司在2019年中国·阜城第九届漫河
西瓜节上与该县签订西甜瓜采购协议，年销
售西甜瓜达 10 万吨。二是扩销路。阜城县
积极与北京、广东、四川、贵州等地进行对接，
组织参加廊交会、农交会等农产品交易会，年
采购特色农产品15万吨以上。同时，积极承
接北京产业转移，建设了北京·中华老字号食
品产业园，引进了王致和、东来顺、稻香村等
一批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落户该县，有效拓
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建网络。阜
城县利用“阜城县供销易购”电商平台，通过
县电子商务仓储物流配送体系，实现统仓、统
配，降低了配送成本，提高了配送效率。相继
开通了淘宝、京东、微店、扶贫 832 等多个电
商平台，年销售农产品3800余万元。与京东
金融集团开展合作，设立了全国首家京东金
融扶贫小站，“百年老梨”等50多种特色农产
品实现网上销售，年销售额达 6000 多万元。
积极开展县领导直播带货活动，广泛宣传推
介阜城名优农产品，活动期间平台点击量达
200万次，合计网销额100余万元。

（文/图：苗凤强）

做强特色，推动扶贫产业高质量发展

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工作人员检查高粱品质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工作人员检查高粱品质。。

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内进行高粱整理作业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内进行高粱整理作业。。

阜城县崔家庙镇普乘寺村高粱种植阜城县崔家庙镇普乘寺村高粱种植
户喜获丰收户喜获丰收。。

崔家庙镇高粱种植户在阜星科技现代农崔家庙镇高粱种植户在阜星科技现代农
业园区劳作业园区劳作。。

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内进行高粱烘干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内进行高粱烘干。。

高粱收割现场高粱收割现场。。

近年来，阜城县加快发展现代化特色高
效农业，从 2016 年开始，全县以阜星科技现
代农业园区为依托，推广高粱种植，以产业带
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努力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

阜星园区精心选择了高产抗旱的酿酒专
用糯高粱——冀酿 2 号，实行“小农户+大基
地、小规模+大群体”的路子。2016 年，在崔
家庙镇开始试种，第一批种植面积6000亩。

然而，一开始农民并不认可，甚至还有人

“唱对台戏”。
“种了这么多年麦子、玉米，突然让种高

粱，种出来能卖得了吗？”甚至有农户产生了
这样的疑惑。

为了让农户们种上高粱种，园区工作人
员和镇、村干部反复入户做工作，一再向群众
解释，现在推广的高粱是酿酒高粱，和过去的
高粱不一样，而且政府已经帮忙找好了销路，
种出来就不愁卖。播种后，镇、村干部分别到
地里蹲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保住了新

播种的幼苗。
经过一年的试种，农户们发现，高粱从种

到收都有技术人员提供指导，管理起来省心
省力。到了秋天，沉甸甸的高粱穗压弯了枝
杆，也映红了农民的笑脸。

“一亩地能产1300斤，机械收割后直接拉
到阜星园区收购，算一下账，种一亩高粱，比种
玉米能多挣400块钱，管理起来还简单，这下
心服口服了，以后就响应政府号召种高粱啦！”
农民尝到了甜头，打消了以往的顾虑，很多人

看到种植高粱收益高，第二年主动要求种植。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阜城高粱种植面

积达到 10 万亩，覆盖 8 个乡镇、200 余个村、
1.1 万余户农户。今年高粱的收购价格平均
在每斤 1.2元，亩收益最高可达 1500元左右，
收益水平高于传统的玉米种植。

除此之外，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说，根据
每户高粱种植规模的大小，县扶贫办在阜星
园区以每户5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扶贫资
金入股，园区每年按照 9%的比例予以分红。
就这样，靠着高粱种植，全县共带动 5000 余
名贫困人口顺利脱贫，红高粱产业已成为阜
城县的扶贫支柱产业。

阜城如此大规模地发展高粱种植，还与
农户签订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合同，底气何
来？这信心源于阜城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论
证和调研。

在推广高粱种植之初，阜城县委、县政府
就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和知名酿酒企业进行了
多次对接，瞄准酿酒用红高粱市场缺口，并请
专家对土质进行分析化验，确定了结构调整、
规模种植的思路。

阜城县采取“六位一体、八统一分”经营

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户分散经营
的有机结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六位一体”即政府、龙头企业、农业合作
社、银行金融机构、农业科研机构、农户，把这
六方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推动农业增
收，农民致富。

“八统一分”则是统一优良品种，确保
了种植作物的产量、质量；统一测土施肥，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用量；统一灌溉，提
高水的利用率，节约淡水资源；统一病虫害

防治，推广生物治虫技术，从源头保证食品
安全；统一技术指导，由科研机构派专家对
农户进行指导、培训，更科学高效地种田；
统一收获，龙头企业出资购买，大型机械，
统一收割；统一品牌标识，强化农产品的品
牌价值，提升形象；统一销售，由龙头企业
牵头对园区农产品进行整合，统一面向市场
销售，争取效益最大化。“一分”指的是分
户管理，分户收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属
于农户，园区负责经营服务管理，调动农户

生产积极性。这种模式既明确了土地的权
属，确保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解决
了园区流转土地、雇工资金的压力。可谓一
举两得。

在“六位一体、八统一分”模式下，最大的
受益者就是普通农户。“孩子们出去打工挣
钱，我们老两口在地里转转，看有没有病虫
害，发现问题拿起手机给技术员打个电话，剩
下的事就甭管了。收割时，全部机械化。农
户把高粱统一卖给益彰公司，高粱入库，手里
数钱，都是现金交易。省力、省心、收入高。
真没想到，溜达着就把地种了。”高粱种植户
曹根瑞老人笑着说。

为扩大阜城县酿酒高粱的产业影响力，
形成品牌效应，从 2018 年开始，阜城深入挖
掘地方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文旅农融合发
展”新路，连续举办中国·阜城农民丰收节暨
红高粱文化节。

红高粱文化节主会场设在高粱种植区，
一眼望不到头的红高粱让游客感到震撼，航
拍画面更显壮观。文艺汇演、农民欢乐运动

会、红高粱剪纸作品展、传统手工艺体验、农
特产品展示、阜城历史文化及旅游展示等丰
富多彩的内容在红高粱文化节上一一亮相，
热闹非凡。红高粱文化节突出文旅色彩，将
文化、旅游与农业更加深入地融合在一起，现
场展示的高粱深加工食品、高粱秸秆工艺品
和生活用品、以阜城高粱为原材料酿造而成
的贵州茅台系列酒和本地高粱酒，吸引了大

批游客品尝、购买。如今，红高粱文化节已经
成为阜城的一个特色节日，既提高了阜城的
知名度，也为阜城红高粱在全国打响品牌奠
定了基础，擦亮了阜城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利用红高粱文化节这个大平台，阜城本地
的特色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获得了更多的“曝光
率”，让外界更加了解阜城、了解高粱产业。“贵
州、四川的几家知名酒厂早就打过多次电话，

要求收购红高粱。一听说是咱阜城的红高粱，
厂家都抢着要，冀酿 2 号红高粱已经名震市
场！”阜星园区负责人殷三强自豪地说。每到
秋收时节，国内多家酒企纷至沓来，贴着“阜
星”商标的红高粱不愁卖，阜城的品牌农产品
名声在外，也进一步确保了农户的收益。

一株株红高粱照亮了农民的笑脸，也映
红了阜城产业扶贫的康庄大道，为全县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靠着高
粱产业，一批批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像高
粱般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六位一体、八统一分”，农户得实惠才是硬道理

3 旅游—文化—品牌，红高粱走出发展新路

1 高粱产业拓宽农户脱贫路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