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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素有“农业重镇、义乌粮仓、红
糖之乡”之称。近年来，该镇通过土地整理，
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突出生
态畜牧、铁皮石斛、红糖三大主导产业，打
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牌，走出一条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共富路。

突出三大主导产业

“我们向社会公众承诺，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组织生产，不加工白糖、冰糖等冒充义
乌红糖欺骗消费者……”11月18日，义乌
市首届国际红糖丰收文化节在义亭镇西楼
村开幕，18 名义亭红糖商户代表作出“真
红糖、不掺假”的郑重宣誓，向社会公众承
诺保证红糖品质，共同为义亭红糖代言。

近年来，作为义乌红糖的主产区，义亭
镇以农业产业强镇建设为契机，以“1+X”
模式形成以西楼村为核心的红糖产业共建

联盟，整合“红糖+”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
主体各类资源，实现糖蔗种植全程标准化、
红糖加工工艺规范化、红糖文化融合多元
化、生产管理全链数字化，辐射带动整个行
业的规范化建设，提升产业整体水平，打造
共同富裕体系。

2023 年，预计义亭镇糖蔗总产量 3.4
万吨，红糖总产量3400 吨。主要分布在西
楼、先田、吴村、鲍宅、王阡等12个行政村，
从业农民人数达5200人，带动农户人均增
收4200元。

义亭镇以 19 公里长的“红糖飘香”精
品线为依托，以生态农业为核心，以红糖文
化等地方文化为特色，打造成一条集红糖
种植加工、文化传承等为一体的“红糖飘
香”农情体验精品线。该镇通过国家农业产
业重点项目的建设，引领带动周边乡村发
展，形成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文

化创意研学等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综合
性特色区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铁皮石斛地理公园是森山健康小镇农
业板块的重要内容，占地面积124万平方
米，包含铁皮石斛资源库和繁育中心、森山
药谷、硅化木地质公园、珍稀瓜果花卉中
心、森山科普中心等。2017年底，铁皮石斛
大健康产品研发项目首次列入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

森山健康小镇项目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互联网与健康的
跨界融合，涵盖大健康、金融、互联网三大
产业。健康小镇集特色农业休闲体验、智慧
工厂、旅游文化、养生养老、服务平台五大
功能区于一体，多产业形态并存，坚持产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融合”的理念，建设健康产品智造
产业带、健康农业产业带、健康养老产业
带、健康养生产业带、健康文化产业带、健
康旅游产业带，打造健康产业高地、生态休
闲养生基地，同时建立“生态旅游+健康”

“互联网+健康”相互支撑的产业融合发展
体系。

小镇建成后，将成为集智慧健康产业
高地、生态休闲养生基地为一体，乡村田园
风光与现代化城镇景观相得益彰的新型现
代化多功能特色小镇，目标建设成为中国
石斛文化养生高地、5A级健康旅游景区、
国际石斛产业平台。

坐电梯、吹空调、配地暖，还自动送餐
……说起猪也能有此待遇，许多人都不信。
在义亭镇畈田朱村，7幢6层高的大型智能
化“公寓”，就是猪的“生活区”。随着华统集
团投资的正康养殖猪业项目落成，可实现
年出栏生猪30万头。

打造“一村一品”品牌

作为农业大镇，义亭镇今年水稻种植
面积共计9600余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粮食安全。为更好地发展水稻产业，义亭镇
努力打造西田村的西田稻香园项目，该项
目总投资 1600 万元，共建设农业标准地
222.5亩。同时，该镇也涌现出一批像楼国
三、冯泽宝等全国农业方面的劳模或标兵。

这两年，义亭镇在陇头朱村建成“稻虾
轮作”共富示范试验基地600亩，由村集体
运营，成功注册“虾满陇”小龙虾商标品牌，
带领全村村民走上共富道路。

目前陇头朱村“稻虾轮作”项目养殖规
模达450亩，小龙虾垂钓已成为当下村庄
招揽游客的“法宝”，去年吸引游客近3万
人。今年“五一”期间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超过20万元，全年小龙虾产量超10
万斤，为村集体增收超100万
元。明年将在西田村探索

“稻蛙共生”模式，面积
约400亩。

“一村一品”特色
农业品牌，一定程度
上成就了义亭特色
农业，也成就了义亭
乡村的特色。

在缸窑村的南蜜
枣文化园，开发以枣文化
为特色的多业态、多层次的
产业创意园区，打造集文化旅
游、品牌传播、民宿、餐饮、研学游于一体
的产业集群，深耕义乌传统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

南蜜枣文化园采用“公司+种枣大

户”相结合的模式，与枣农签订的合约基
地达2000 多亩。为使南蜜枣加工规模化，
在传承固有加工技艺、保留传统风味的
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机械化技术和食品
科技化技术。目前，产品主要销往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国，国内主要销往江苏、上
海等地。

叶前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专业村，省
级无公害葡萄基地，全村三分之一农户都
是葡萄种植户，主要以种植阳光玫瑰品牌
为主。义亭还有一个葡萄专业村，即傅宅
村，两村葡萄种植面积约1000 余亩。傅宅
的葡萄种植品种主要为巨峰、夏黑、阳光玫
瑰等。

春光里，桑树下，池塘边，游人不约而
至，采摘桑葚、休闲垂钓，品尝美食，不亦乐
乎，张家村的桑葚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亩，
每亩收入达2-3万元。

“新鲜出炉的桑葚馒头，香甜
可 口 ，打 算 给 孙 子 带 一 些 回

去。”金东区的陈女士将桑葚
做 成 桑 葚 酱 ，桑 叶 一 部 分
用来做菜 ，一部分用来做
茶 。如 今 ，桑 葚 还 衍 生 出
桑 葚 酒 、桑 葚 糕 、桑 叶 糕
等系列产品，增加附加值。

突出三大主导产业 打造“一村一品”品牌

义亭：农业产业强镇奔赴共富路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12月18日23时59分，一场6.2级
地震突袭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
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强震
之后，余震不断。截至19日上午10时，
这场灾害已造成甘肃省 105 人死亡，
造成经济损失仍在进一步统计中。新
华社记者连夜紧急赶往灾区进行采
访。

灾害发生后，各路救援力量驰援
震区，多支专业消防救援力量与民间
救援力量从各地赶来。新落成的高速
公路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车辆
如长龙般奔驰。

记者 19 日凌晨到达受灾最重的
大河家镇时，余震多次发生，镇上又遭

遇断电，情况复杂。
天蒙蒙亮，随着新一轮搜救排查工

作开展，记者跟随甘肃蓝天救援队进入
大河村六社入户排查。在首轮排查中，六
社已发现了一名遇难群众。

大河村六社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农
村，这里多为农民自建砖混或土坯结构
房屋，除村道较为宽阔且路面被硬化外，
村里尚有未被硬化的土路和羊肠小道。
每户间隔较小，房屋密集，部分院子还有
自建的牛棚羊圈。

强震过后的小村一片狼藉，部分砖
块垒砌的院墙已被震倒在地，或大幅度
倾斜。未被震倒的建筑物上布满裂缝，最
宽超过 20 厘米。村道上散落着砖瓦土

块，墙皮和瓷砖散落一地，村内的土坯房
几乎全部坍塌，小道上堆满了一脚就可
踩碎的空心砖。

救援队员们不断高声提醒着后续队
员小心注意，记者戴着头盔紧跟其后。耳
边不断回响着“快速通过”“右侧通行”

“左侧通行”“注意墙体”等口令。
此外，兰州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也派

队员在大河村六社排查。19日7时30分
左右，队员韩兴桐和冯尔伟发现一名独
居的82岁老人因腿脚不便逗留家中，家
里的部分房间已损毁。两位队员将老人
从家中搀扶出来，并护送至消防车取暖。
老人告诉我们：“活了80多年，没见过这
么大的地震。”

19日上午，甘肃蓝天救援队排查小
组共计排查 168 户。甘肃蓝天救援队救
援中心副主任颜伟说，据他观察，不少房
屋已有裂缝现象甚至存在倒塌的危险。

“我们目前将所有还滞留屋内的群众动
员出门，有的群众还在从家中抢搬物资，
但房屋损毁情况严重，再滞留会有人身
危险，我们尽快疏散，避免对人员造成二
次伤害。”

排查小组走访完六社全部村民，时
间已近中午，所有身处危房的人员已被
撤离至安全地带，排查小组即将奔赴下
一个排查点……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12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张文静

震后搜救记者见闻

（上接第一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抢险
救援、搜救被困人员并救治伤员，尽最

大努力减少伤亡。当前正值冬季，要抓紧
核实灾情，尽快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妥善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及时发布
信息，维护灾区社会稳定。要加强震情监

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国务院
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处置等工

作。甘肃、青海已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并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
运抵灾区，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救助。目前抗
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2月19日，救援人员在甘肃
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进行
救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
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

当前，甘肃、青海已组织力量
开展抢险救援，并紧急调拨帐篷、
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运抵灾
区，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救助。目前
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抗震救灾各项
工作有序进行

■关注甘肃积石山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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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王立彬）按应急测
绘保障要求，自然资源部立即启动了甘肃积石山6.2级
地震应急监测，目前已协调安排6颗卫星过境灾区监测。

记者19日晚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甘肃临夏州积石
山县6.2级地震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在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持续加派技术力量，做好
灾后重建前期准备及卫星影像等测绘保障工作。截至
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协调安排6颗卫星过境灾区监测，
制作完成甘肃省积石山县，青海省循化县、民和县等地
震影响区灾前影像、疑似隐患分布图件。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获悉，
该中心紧急制定了卫星拍摄计划，启动了甘肃积石山
6.2 级地震应急监测，相关数据已第一时间提供甘肃
省、青海省应急指挥一线及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
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等单位。后续，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还将协调商业卫
星公司进行拍摄。

根据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截至19日19时，中国
地质调查局派出4个工作组共33人，携带无人机、三维
激光扫描仪等设备分赴甘肃、青海灾区，配合有关部门
和地方开展现场地质灾害调查排查、无人机航测、监测
预警、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还
组织协调安排卫星过境拍摄，根据地应力监测数据开
展震情分析和发震机理研究，部分报告材料已提交救
灾使用。

我国已安排6颗卫星
实施灾区应急监测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王立彬）据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及中粮集团监测，目前甘肃积石山6.2
级地震灾区米面油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

记者19日晚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组织中央救灾物资兰州储
备库等4座储备仓库，紧急调运11.15万件中央救灾物
资，支持甘肃、青海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生活救助
工作。具体监测表明，目前地震灾区粮食和牛羊肉市场
价格基本稳定。

中粮集团19日启动应急保供响应机制，摸查甘肃
及周边四川、青海等地米面油和水、奶、罐头食品等库
存及产能情况，结果表明目前相关地区米面油和水、
奶、罐头食品产能及库存充足，当地市场销售价格平
稳，民生物资供应有序。

地震灾区米面油
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