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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一天，见到张

玉明时，他正在镇上的武

城县众祥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粮食商行”窗口，对去

年存入商行的小麦款进行

提取结算。“去年存了一年

定期，现在到期了，总共

161.61吨，按照存入时每

斤1.55元的价钱结算，卖

了50多万元。”他笑着对

记者说。

今年50岁的张玉明

是山东省武城县刘王庄村

种粮大户，种了300多亩

地。去年小麦丰收后，他

便把小麦从地头直接拉到

了众祥农业公司“粮食商

行”，烘干后以一年定期方

式进行存储售卖。

对于为啥选择这样的

卖粮方式，有着多年种地

卖粮经验的张玉明有自己

的盘算。“在‘粮食商行’存

一年，除了能锁定价格外，

商行还给运费补贴、分红

收益，另外还送小麦玉米

种子。”他说，比起小麦收

获后现场就卖掉，仅运费

补贴加上分红收益，就能

多收入1.6万元。

位于鲁西北的武城县是产粮大县，

2019年底，武城借助成为山东省财政

金融政策融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制度

试点的契机，对接县内有能力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探索建立“粮食商行”。众

祥农业公司成为首个入选的农业经营

主体。

众祥农业公司总经理、“粮食商行”

负责人耿兆江说，“粮食商行”将传统

耕、种、管、收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延

伸，为农户提供代烘干、代存储和收购

服务，“农户可结合自身情况，像银行存

钱一样选择‘活期型、定期型、入股型’

等不同的存储方式，存粮时间越长收益

越高。”

耿兆江介绍，活期型只补贴农户运

费，但可提供代销售服务；存一年定期，

可获得运费补贴、分红收益和小麦玉米

种子；入股型则以6个月为期限，商行

收取最高每斤3分钱的仓储费用，最终

根据市场价进行结算。

这让农户存粮卖粮有了更多选

择。“2021年我尝试了一下，选择了存

一年定期，多卖了不少钱。”张玉明说，

“粮食商行”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粮食

晾晒难、存储难问题，既省时省力，还实

现了增收。尝到好处后，他此后年年把

小麦、玉米都存到“粮食商行”。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风广说，

“粮食商行”在解决农民“晒粮储粮难”和

“潮粮售卖难”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粮食产后损耗和小农户自行存储

致使霉变而产生的粮食质量问题，实现

了粮食增值、农户增收和节粮减损。

今年众祥农业公司“粮食商行”已

收购小麦8000多吨，代存储 3000余

吨，服务600余户小农户和种粮大户。

“商行收购潮粮后先烘干再存储，可以

将粮食损耗降低8%到10%，商行服务

的农户亩均增收130多元。”耿兆江说。

（据新华社）

近日，刚一走进河南省鲁山县背

孜乡柳树岭村的梅花鹿养殖基地，一

群梅花鹿就害羞似的躲到一个角落

里，在主人李国太手中树叶的“诱惑”

下，好大一会儿，才怯生生地来到了场

地中央。

“梅花鹿胆子特别小，见到陌生

人就会躲开，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大山

深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空气

清新，比较僻静，很适合养鹿。”李国

太说。

李国太今年30来岁，前些年曾外

出打工。“有一天闲来无事刷抖音，发

现一个养梅花鹿的视频，顿时有了兴

趣，就决定回乡创业养梅花鹿了。”李

国太说。

今年春节前，他从太康那边引进5

公6母梅花鹿，开始了创业路。

据李国太介绍，母鹿幼崽养

到18个月后就可以交配，孕期7

个月左右，幼崽出生3个月内主

要吃母乳，三个月后就可以“断

奶”了，母鹿基本上是一年一产崽，

一般一胎一只，双胞胎的概率很小。

“目前我这里的母鹿已经产下4

只幼崽了，都是公的。公鹿出生第二

年就可以采鹿茸，一头成年公鹿一年

可采2次鹿茸，5斤左右，按现在的市

场价格，能卖上万元。”李国太说。

除了给梅花鹿喂食栗树叶、杨树

叶外，李国太还特意种了2亩多的苜

蓿草，并配套建设了一个饲料仓库，

购置了一台粉碎机。“梅花鹿是杂食

性动物，几乎不挑食，啥草都吃。”李

国太说。

李国太打算9月再从东北那边引

进30余头梅花鹿，除了卖鹿茸外，也

准备卖鹿肉，把事业做大。 （乔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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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由陕西宏保旺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主办的2023年宏保旺免

袋嘎啦苹果“果、商”见面会在陕西省

渭南市合阳县举办，来自陕西、山西、

甘肃等地的宏保旺免袋技术和产品各

区域负责人、种植户代表、果品收购商

以及果业专家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首先召开的座谈会上，来自各地

区的宏保旺免袋技术和产品区域负责

人、种植户代表分别介绍了今年使用宏

保旺苹果免袋技术和产品的效果；果业

专家对我国苹果种植的发展形势作了

详细的分析与介绍；各果商与果品代办

代表分别就今年使用宏保旺免袋技术

和产品生产的秦阳及嘎啦苹果的收购

情况作了介绍。陕西宏保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育前以合阳县甘井

镇使用免袋技术和产品的嘎啦苹果种

植面积不断增长为例，介绍了该技术和

产品的推广与应用前景。

会后，与会者一行来到了合阳县

甘井镇果农陈占民的果园，实地观摩

和品鉴了其使用宏保旺苹果免袋技

术和产品种植的嘎啦苹果。据陈占

民介绍，今年6月，因一直找不到套袋

工人，他便将8亩嘎啦果园平分，一半

进行套袋种植，另一半进行免袋试验

种植。“在投资较少的情况下，使用宏

保旺苹果免袋技术和产品种植的苹

果无论是个头、色度、果形、糖度、口

感、硬度以及产量等方面均优于套袋

果园，收入更高，明年我将会在全园

使用。”陈占民向前来观摩的与会者

介绍说。

随后，渭南市果树研究所所长张

默与陈占民进行交流后发现，在每亩

果园平均需套袋1.2万只的情况下，每

年果袋和摘袋人工费用超过3000元，

而免袋苹果仅需喷施6次宏保旺免疫

膜，成本仅为600元，二者至少相差

2400元；每亩套袋果商品率为60%-

70%，而免袋果可接近90%，对比可提

高30%左右，且免袋果要比套袋果早

成熟至少一周以上、糖度高出3度，果

面光亮鲜艳，果肉较为紧实，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较高，利于储存和运输。“使

用宏保旺苹果免袋技术和产品生产的

嘎啦苹果在生产、销售及省时省工、减

少人工投入等方面更具优势，符合我

国农业从业者老龄化加剧，人工少的

趋势。”张默表示。

近年来，陕西宏保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我国苹果生产技术

的革新。目前已在陕西、山西、甘肃等

地进行了免袋苹果技术和产品的推

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诸多种

植户、专家及果商的好评。据悉，合

阳县甘井镇从去年仅有的6余亩免袋

嘎啦苹果试验田，到今年已发展到

530余亩，宏保旺免袋技术和产品在

当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

95%以上的免袋嘎啦苹果均被果商

订货，受到了果商的青睐。当地果农

在了解到该情况后，纷纷表示明年将

采用技术和产品种植嘎啦苹果。预

计明年甘井镇免袋嘎啦苹果的种植

面积将会增加到3000亩以上。“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着眼于我国果业人工

少、投资成本高的形势，继续加大免袋

苹果生产的推广力度，为我国苹果产

业的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出贡

献。”冯育前说道。

农业科技报记者 胡海飞

免袋技术和产品引领苹果种植新方向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新丰

村位于长江的一个江心洲上。2014年，

村里土生土长的女大学生余青青辞去

城市工作返乡创业，成为一名“新农人”。

回乡后，余青青和家人创办安徽

省金铜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和枞阳县青

园心家庭农场，共流转380亩土地进

行蔬果种植。近10年来，她扎根田

间，不断尝试运用新技术、引进新品

种，探索高效种植新模式。自家产业

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100多

名村民就业增收。

今年7月，余青青经营的枞阳县

青园心生鲜食品配送中心在枞阳县城

开始试营业，进一步提升了蔬果产品

收购、销售和配送能力，也帮助更多当

地农户打开销路。每天，余青青都要

往返于县城的配送中心和江心洲上的

蔬菜大棚，她说：“我想进一步提高产

量和品质，带动更多群众致富，为乡村

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牧 摄

返乡女大学生的
花样种菜致富经

8月16日，余青青（右）在枞阳县青园心家庭农场和工人一起查看菜苗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