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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韭菜还能用上区

块链？去年以来，在山东

省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

道的十里八村，这个话题

热度不减。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

坊安街道洼里村的玉泉

洼种植专业合作社。一

片露天韭菜种植基地里，

布满田边地角的传感器、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运

转，将一畦畦菜地的数据

实时传输“上链”。

洼里村因三面山坳、

地势洼陷而得名。曾几

何时，这里房屋低矮破

旧，道路尘土纷飞，年轻

人出走，村集体负债，是

出了名的发展“洼地”。

而如今，随着一系列先进

种植理念和技术的应用，

洼里村一跃成为现代农

业高地。

“区块链+韭菜”是

潍坊市会同农业农村部

信息中心、中国电信集团

有限公司，在玉泉洼合作

社探索的创新应用。中

国电信潍坊坊子区分公

司经理王东介绍，区块链

具有不可篡改、不可伪造

等特点，蔬菜生产、采摘、

物流、销售的每一步操作

数据都留存在区块链平

台上，全过程可追溯。

“我们按照有机标准

种植了116亩韭菜，智能

水肥一体机、监控摄像

头、物联网传感器、气象

站等智能设施一应俱全，全部生产数据及时真

实地上链管理。”洼里村党支部书记刘向东说。

2011年，在外创业的刘向东回村当选党

支部书记，新班子把发展有机蔬菜作为富民

强村的突破口。

洼里村党支部领办玉泉洼种植专业合作

社，确定了“五统一”的管理模式，即统一品

牌、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经营、统一销

售，严抓产品质量，全力打造“玉泉洼有机蔬

菜”品牌。

“我们发展立体种植，并研发出智能种植

床，用的全是菌种，自己制作泥炭土，保证了

蔬菜的有机品质。”在合作社的种植大棚里，

刘向东指着一张上下两层的智能种植床介绍

说，上层是黑色基质，床下的箱体中间是夹

层，里面有流动空气，通过空调调节为作物提

供18℃-25℃的恒温生长环境。和普通大棚

相比，这里的空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叶菜

生产周期缩短22天，一年可采收叶菜16茬，

土地亩均产值达100万元。

玉泉洼合作社里的“黑科技”不止这些。

走进10层立体栽培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一盆

盆油菜、苦菊、芹菜、菌菇等按照不同习性有

序排列，最上面3层是喜光蔬菜，中间3层次

之，下面3层为不喜光蔬菜，最底层是菌类。

负责搬运盆菜的AGV小车（自动导引运输

车）沿着既定路线穿梭，像极了工厂车间的生

产场景。

昔日的“穷洼里”变身“亿元村”。据刘向

东介绍，目前，合作社年生产有机蔬菜6000

吨，实现产值8600万元，再加上特色加工、休

闲旅游、教育培训等业态，三产融合总产值突

破1亿元。 （据新华社）

冬瓜个头较大、较重，一般是在

地上生长。你见过吊着生长的冬瓜

吗？7月 5日，走进河南省宝丰县闹

店镇响潭营村种植户张永光的20亩

冬瓜地里，冬瓜已牵藤结

果，大的已长到一二十

斤，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

整理冬瓜枝条，牵引绑藤

上杆。

“我种的冬瓜吊藤生

长，一株冬瓜苗只保留一

个瓜，让瓜吸收到充足养

分，才能长得更大更好，

每个瓜平均可以长到近

30斤，且还能提高产量。”

张永光说。

据了解，今年是张永光种植冬瓜的

第5个年头，种植面积近20亩。传统

模式种植冬瓜一亩地只能种400株左

右，而采用吊起来的种植方式，能种

700余株，亩产2万斤左右，较传统种

植模式每亩增收两三千元，亩产值可达

万元以上。

张永光介绍，冬瓜吊藤生长，结出

的冬瓜离地吊起，不但合理地利用了土

地资源，也有利于通风采光，避免了冬

瓜“白肚皮”现象的产生，成熟后的冬瓜

瓜形优、口感好，深受市场青睐，采摘后

客商马上就拉走了。

目前，张永光的20亩吊冬瓜长势

喜人，吸引了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前来

参观、考察。他表示，将发挥特色种植

的辐射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朱盈盈）

近日，记者走进山东省东营市垦利

区垦利街道瑞翔家禽养殖有限公司时，

该公司董事长王建祥正在煮鸡蛋。“这

是我们公司的特色富硒鸡蛋和叶黄素

鸡蛋。”王建祥介绍，与普通鸡蛋相比，

这些鸡蛋中十几种微量元素含量都超

过了国家标准，营养价值更高。“常温

下，我们鸡蛋的保质期可比普通鸡蛋长

15-20天。”

王建祥从1983年开始养鸡，至今

整整40年。一开始他跟着别人养，后

来掌握了技术后，开始自己单干。

2011年3月份，他建立了自己的养鸡

场，“想着在这一行闯出一片天地。”

笔者在瑞翔家禽养殖有限公司现

代化智能养鸡大棚内看到，一排排4层

5列的鸡舍整齐划一，喂养、捡蛋、上

料、清粪、通风等智能自动化系统正在

有序进行。

“产一枚合格的鸡蛋，必须要有舒

适的养殖环境，空气、水质、饲料都不能

差。”王建祥说。他先后引进荷兰智能

自动化鸡蛋包装系统、远程智能环境控

制系统、全自动智能净水设备、全自动

化智能饲料加工设备等智能化设备，并

且全部采用绿色喂养，在饲料配制方面

更是有着“独门秘笈”。

“我们使用的饲料比普通饲料成本

高出10%左右，氨基酸、维生素等成分

较高。”科技赋能和配方饲料让这里生

产的鸡蛋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公司旗

下的“益生源”“心禾心”等高端鸡蛋品

牌，在外地商超里卖到12元/斤。目

前，该公司鲜鸡蛋年销售额达到了

4000万元。

（李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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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眼绿”到“绿生金”
林下经济让小村林地亩产值达4万元

水稻＋龙虾＋油葵，立体种养“一地三收”

冬瓜吊着长 亩入破万元

养鸡40年，他主攻高端鸡蛋市场

“别小看这片林子，村里人能过上

好日子，多亏了有这些树。”山东省聊

城市于集镇太平新村党总支书记周润

秋说。

太平新村人对家乡的树木有很深

的感情。村里的老人周庆喜介绍，20

世纪50年代，村里的土地出现沙化问

题，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那时

候，风一刮就吃一嘴土，家里的被褥上

都盖着一层沙，村庄好像一个沙窝窝。”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村党组织开始

带领村民清淤挖河，在房前屋后、田间

地头种植树木，营造防风林带。村民用

了近30年时间，种下了2000亩地的杨

树林，占全村面积70%以上，让村庄有

了一道“绿色屏障”。

2022年，九三学社聊城市委员会

在调研时发现，村里的树林还有很大的

经济价值可以挖掘，便联系了多名高级

农艺师为村里发展林间

种植提供技术支持。

在不破坏当地水源

和林木的基础上，太平新

村逐步发展起了林下经

济，地下养金蝉、地表种

耐阴蔬菜、地上养食用菌

……如今，林地亩产值达

4万元。

笔者看到，一排排树

木的间隙处有大小不一

的蔬菜棚，有村民在棚内

劳作。今年52岁的村民郎电辉是“棚

主”之一。他说：“当年只盼树木能防风

固沙，没想到还能生出钱。”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村里林下露

营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人专程来研学、

举办乡村音乐节等。“城里人来了，把我

们的土特产都买走了。金蝉虽然还没

到收获的季节，但已经全部有了买家。

前一阵子我们还在林下种上了荠菜，守

着这片绿，还有好多文章可以做呢。”周

润秋说。

从“土漫天”到“满眼绿”再到“绿生

金”，太平新村是聊城市众多沿黄村庄

巨变的一个缩影。 （据新华社）

近日，笔者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花桥镇竹林村周晓林稻虾家庭农场高

标准农田边上，看见工人们正在已经栽

满水稻的田坎上紧锣密鼓地打窝，栽种

油葵。

农场主周晓林介绍，因为稻田田埂

比较宽，所以他组织工人在田坎以及道

路两旁、附近的空地，全部种植了油葵，

以提高经济价值，力争实现“一田三用，

一地三收”。

据了解，周晓林承包的田块都属于

高标准建设的稻虾田，里面不仅栽种了

水稻，还养殖了龙虾。眼下，第一批龙

虾上市销售已接近尾声，第二批龙虾长

势良好。

“今年总共投放虾苗12000多斤，

这一季产虾接近4万斤，产值大概有60

多万元，同时种植水稻。今年我们全是

采用的机插秧，每亩产值大概在1000

斤干谷以上。”周晓林高兴地说，今年的

收入有望再上台阶。

对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土地，在花桥

镇的积极鼓励下，周晓林也有了新的探

索。“油葵花期时间长，大概一个月左

右，8月份我们收小龙虾的时候，可以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赏花、垂钓小龙虾。”

在他看来，因为油葵花期较长，且花期

与第二批小龙虾收获的时间重合，这样

一来，不仅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还可以达到增产增收的好

效果。

有限的土地资源经过周晓林的

合理高效利用，达到了一块田、连三

收的效果，让每一亩土地都变成丰收

的沃土。

（罗青山 唐永军）

周润秋在大棚里查看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