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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在山东省高密市姜庄

镇咸家社区万亩良田家庭农场种植基

地，几十位农民正在移栽羽衣甘蓝

苗。“羽衣甘蓝又被称为‘超级蔬菜’，

营养价值高，含有多种矿物质，畅销欧

美市场，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大。”农场

负责人王伟利边说边干，尽管脸被晒

得黝黑，他仍然热情洋溢。

“羽衣甘蓝是从荷兰引进的蔬菜

新品种，我们交了大量学费才探索出

栽培技术。”王伟利说，2015年他退伍

回到家乡，和母亲一起发展农业，但一

开始就遇到了种植问题，“当时育了一

批羽衣甘蓝苗，上午浇完水，一中午的

时间，大棚里的苗就热死了一半，损失

了近20万元。”

痛定思痛，王伟利认为，搞农业光

靠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先

进的技术。“经过学习，我了解到羽衣

甘蓝抗病性好，喜凉、耐寒、不耐涝，种

植时需要根据本地情况采取相应措

施。”王伟利说。

为避免甘蓝苗再次出现问题，王

利伟建设了专业的育苗大棚，可以随

时监测大棚的温度、湿度等技术指

标。此外，他还引进羽衣甘蓝自动点

播机，提升工作效率。“羽衣甘蓝育苗

比较麻烦，之前500亩地的育苗工作，

需要40个人七八天才能完成，现在用

上机器，三个人两三天就能完成。”王

伟利说。

“之前主要做出口生意，国内很多

人都不知道羽衣甘蓝。”王伟利说，他萌

生了开辟国内市场的想法。2018年，

王伟利成立高密市万亩良田家庭农场，

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了羽衣甘蓝

馅水饺、炉包等食品，逐渐打开了国内

市场。

2020年，经过多项指标严格检验，

万亩良田家庭农场种植的蔬菜成功进

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为确

保有序、高质高效供应蔬菜，王伟利按

照订单量、种植标准和所需品种组织

生产。2021年，他将羽衣甘蓝种植面

积扩大到800多亩。“采收季节，羽衣

甘蓝当天采摘当天发货，第二天晚上，

粤港澳大湾区的居民就能吃上我们的

菜。”王伟利说。

“现在，羽衣甘蓝的种植面积已达

1500亩，去年总产量在6000吨左右，

其中5000吨销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王伟利说，目

前，万亩良田家庭农场的蔬菜种植总面

积已经达到3000多亩，品种有10多

个。

王伟利说：“下一步，我们打算发

展深加工产业，生产蔬菜粉、冻干食

品、蔬菜汁等，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羽

衣甘蓝种植规模。”

（李兆兴 王晖 王喆）

3月16日，在四川省屏山县锦屏镇，

漫山遍野的茵红李花争相开放，林下放养

的浙东白鹅畅游其间，宛如一幅清丽的水

墨画。

“利用果园搞立体种养，不占地方，每

亩地还能多赚三四百元。”说这话的是屏山

县锦屏镇漆树村村民钟镐元，他口中的白

鹅是在东西部协作的政策下，从浙江引进

的新品种。他指着地上的白鹅告诉笔者，

这批鹅总产值预计能达到4万元。

“等到李子成熟之后，红红的一片映衬

洁白鹅毛，更是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新画

卷。”屏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技术人员告诉

笔者，林下养鹅，好处还不少。

一方面，白鹅在林间生活，解决了果园

除草问题，节约了相应部分人力成本；另一

方面，鹅粪还田对于修复土壤、培肥地力起

到了一定作用。总体来说，这种做法充分

利用土地和光热资源从事养殖，用地养地

结合，提高了水果品质，可大幅提高土地生

产效益。

为了抓住机遇，下好在产业新赛道上

奋起直追的“先手棋”，3个在建的种鹅场

在屏山县拔地而起，平均每个鹅场能养殖

2000至4000只种鹅。当地还建起幼鹅养

殖场2 个，一次孵化幼鹅约 3 万只。同时，

有在建禽类加工厂1个，总投入约1500万

元，建成后年产值约800万元。 （袁宇君）

近日，湖北省竹溪县云端臻茶叶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茶园里一派繁忙，工人们忙

着松土除草、施肥修枝。

龚燕是云端臻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负责人。2005年，她只身前往广东、福建

等地闯荡，从事茶叶生产、包装等工作。

2019年，她回到老家汇湾镇青岩沟村，流

转450亩退耕农户的茶园，成立合作社，实

行“五良”种植，带动周边村民改造退耕老

茶园。

如何把茶叶产业做精，提质增效？龚

燕凭借着专业知识，根据各种茶不同的加

工要求筛选出“梅子”系列品种；利用富锶

水源地优势，研制出“云端臻”富锶茶和“一

碗乡思”锶类冷泡茶；开展有机认证，申报

2项富锶茶产品专利；与区域内知名茶企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种好茶、做好茶；利用

优势地理资源，植入贡茶文化，将茶园打造

成寻茶问艺、体验手工做茶、品茗养生的网

红茶园，运用线上直播及自媒体短视频吸

引游客，为茶产业营销赋能。

龚燕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将村里50名

喜爱茶叶的留守妇女组织起来，变身“云端

小姐姐”，在线售茶，推荐家乡的茶叶产品；

与悸动（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依

托悸动烧仙草全国超3000家品牌加盟店，

开辟冷泡茶市场，借船出海。

2022年，龚燕发起成立了汇湾商会并

担任秘书长，与49家当地茶企抱团发展。

商会茶园面积近 8万亩，涉及 19个村，

8000名退耕茶农人均月收入达3000至

5000元。 （周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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