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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舒城

县汤池镇西河

村的汪泽柱

是当地有

名的蔬菜

种 植 大

户，专心

从 事 大

棚 菜 种

植 ，在 销

售方面也有

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每年都要

卖出数十万斤蔬菜，利润

高达百万元。

在汪泽柱家的莴笋地，整齐

码放着农家肥。“我种莴笋等蔬菜

全部施用农家肥，这些都是堆放

了一年以上的牛粪。”汪泽柱对记

者说。为什么要放一年，而不是

用新鲜牛粪呢？面对记者的提

问，汪泽柱解释：“时间久的牛粪

是经过了发酵的，肥效持久，在蔬

菜生长过程中能源源不断地提供

营养，这样种出的蔬菜品质好，卖

的价格也高。”为保证蔬菜的质

量，汪泽柱坚决不用化肥，尽管他

家的莴笋比普通莴笋价格要高，

但良好的品质吸引了合肥市、六

安市不少超市前来购买。

今年53岁的汪泽柱，1991年

外出打工，在浙江温州从事折叠剪

刀的生产和销售，一干就是20年，

积累了一笔资金。2011年，他回

到家乡开始从事蔬菜种植。“现在

农村交通、水利设施越来越完善。

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搞大棚蔬

菜规模种植。”汪泽柱说。

他从种植 10 亩辣椒开始起

步，第一年投资15万元。然而令

他没想到的是当年辣椒市场低迷，不仅价格

低，而且不好销售。“第一年亏本了，于是我

就向安徽省农科院的专家请教，他们认为我

单一种植辣椒的风险很高，建议我多种植几

个品种。”汪泽柱告诉记者，2012年，他种植

的蔬菜品种增加到七八个，果然销售不成问

题，从那年开始，他的事业一帆风顺，种植面

积也扩大了很多。目前他种植蔬菜300多

亩，建设大棚200多个，主要种植有机莴笋、

小油菜、白菜、香菜、菠菜、番茄、辣椒、韭菜、

黄瓜等十几个品种，这几年种植蔬菜收入一

直不错，去年每亩大棚蔬菜的利润近5000

元，当年通过销售蔬菜就赚了一百多万元。

“种蔬菜不能盲目发展，要有市场意识，

要生产出市场需要的蔬菜。”汪泽柱说，比如

香菜每年的最高价格出现在九月初，他就要

提前算好时间，在当年七月份播种，正好九月

初上市，每斤都能卖到12元，亩产2000斤香

菜，除去成本，赚个一万元不成问题。当其他

村民在思考到哪打工工资高时，他却想着怎

样通过差异化种植来实现最大效益。“除了考

虑种植反季节蔬菜外，还要掌握市场变化。”

在汪泽柱看来，市场蔬菜的供求有一定的规

律，蔬菜价格会有个最低点，根据这个变化选

对种植的时机。他告诉记者，目前种植的蔬

菜主要销售到合肥、六安、芜湖等地，基本供

不应求。

谈到未来的打算，汪泽柱说，首先要建好

新的蔬菜钢构大棚，准备在今年冬季进行幼苗

育植，通过育苗移栽的莴笋，要比自然种植的

提前一个月上市。其次是在目前种植基础上

扩大种植面积，计划明年流转100亩土地用于

莴笋、小油菜等有机蔬菜种植。

（据《安徽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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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到厂房、从查看冻库

到清点产品数量……54岁的彭

兴财，每天都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进发。

“2017年11月，成立了三台

县嘉宴藤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吸

引了190余户农户入股，共流转

土地400余亩。”四川省三台县

嘉宴藤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监事

长彭兴财介绍，合作社在顺利完

成了土地整改、排涝改造、产业

道路规划建设等，后又将藤椒种

植规模扩大至500多亩。

“因为藤椒要种植3年才挂

果，我们实施以短养长的发展

模式，在藤椒地里套种榨菜、辣

椒、大豆等农作物，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和经济收益。”彭兴财

说，在藤椒进入盛产期后，亩产

可达到800-1000斤左右，按鲜

藤椒5元一斤计算，年收入200

余万元。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

是真的富。”为了带动群众共同

发展，2020年彭兴财毅然投资

400余万元兴建了藤椒加工厂，

积极收购周边农户种植的藤椒

产品，解决了农民种难卖难的后

顾之忧，增强了农民种植藤椒的

信心。下一步，合作社将继续延

伸藤椒产业链，在稳固藤椒保

鲜、粗加工的同时，进行藤椒油

料加工，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

与有关科研院所合作，研发藤椒

精深加工产品。此外，努力抓质

量创品牌，擦亮嘉宴藤椒“西部

麻仔”品牌，打造“一村一品”，充

分利用“互联网+农业”的优势，

建立线上线下直销渠道，以构建

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全产业链

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为目标，做

亮藤椒产业。 (据中新网)

返乡创业“新农人” 奏响致富“椒响曲”

开动脑筋发“蛋财”“中药鸡蛋”走俏市场
近日，笔者走进河南省上蔡县

小岳寺乡得全养殖有限公司现代

化立体式大棚蛋鸡养殖基地，一排

排鸡舍整齐划一，鸡舍内明亮清

凉，一只只蛋鸡正精神抖擞地进

食，工人们忙着为蛋鸡配制饲料、

熬制中草药，2万多只蛋鸡在鸡舍

内享受着“惬意生活”。

“我们的蛋鸡养殖主要用党

参、当归、黄柏、黄芩、黄芪、板蓝

根、蒲公英、金银花等80多种中草

药用于配制饲料和熬水喂养，这些

中草药有效提高了蛋鸡的成活率、

免疫率和产蛋率。”该公司负责人

张华说。

张得全、张华夫妇于1998年

涉足蛋鸡养殖行业，至今有26年，

积累了大量的蛋鸡养殖技术，并致

力于研究纯中药调理技术进行养

殖，将中药技术充分应用到现代化

蛋鸡养殖中，杜绝抗生素、激素，显

著提高了蛋鸡的体质和鸡蛋的品

质，蛋鸡体质强，产蛋率高，所产的

中药鸡蛋，蛋黄橙黄、浓稠不散、蛋

液清澈、层次分明、口感细腻、醇香

无腥、营养丰富。2019年，上蔡县

得全养殖有限公司成立，占地面积

20000多平方米。养殖场的“中药

鸡蛋”一投放市场，便受到广大消

费者和商家青睐，产品供不应求，

市场前景看好。

蛋鸡养得多，每天产生的粪便

也随之增加。在养殖公司，鸡舍内

鸡粪及时清理，被收集起来的鸡

粪，通过发酵变成有机肥，销售给

周边的草莓种植户，既解决了粪污

环境问题，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目前，养殖场有 2万多只蛋

鸡，每天产鸡蛋4000多斤，年产值

达到400多万元。

（刘永奇 周金高）

“这几年，我们陆续研发出韭花

酱、韭种酱、韭种酒、韭种茶等产品，今

年又尝试开发了韭花蜜等，效果不错，

蜂蜜产品将逐渐分批上市。”近日，山

东青岛醴泉庄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成奎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朵小韭

花，在这里延伸出一系列产业。

灵山街道种植韭菜已有数百年

的历史，当地传统的韭菜产业，基本

都是靠一家一户种植来实现，季节

性较强，同时缺少深加工产品，附加

值偏低。据刘成奎介绍，合作社从3

年前开始涉及韭花酱等深加工产

品。“最初用大石臼捣碎，结果效率

太低；接着又尝试过用破壁机，出来

的产品太碎，口感不理想；最后又尝

试绞肉机，出来的产品才算满意。”

此外，合作社还通过搭配小米椒、大

姜、蚝油等作料，研发出香辣咸鲜的

韭种酱产品。

“韭花开花初期，放蜂采蜜；韭

花开放中期，采摘下来加工韭花酱；

花谢后的嫩韭种，用来做韭种酱；成

熟后的韭种，用来炒茶或酿酒。可

以说，韭花全周期，都有对应的产

品。”刘成奎说。

目前，醴泉庄蔬菜专业合作社已

经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深加工

生产线，研发生产了韭花酱、韭种酱、

韭种茶、韭种酒、韭花蜂蜜等多种产

品。为了提升灵山韭菜产业发展水

平，合作社在韭菜种植环节中，探索

绿色种植方式，采用培土栽培，生物

制剂抑菌除虫，发酵豆饼作肥料，有

效降低韭菜病虫害的发生，提升了韭

菜的安全性和品质。 （李伟徐琳）

既酿酒也制茶 韭菜开花“滋味长”

本报宝鸡讯（通讯员 高晓伟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周俊鹏）“真心感谢县自来水公司，

让我们老百姓吃上了优质安全的饮

用水，也享受到了自来水公司方便

快捷的供水服务”。11月 13日上

午，陕西省千阳县东大街文教局2号

家属楼代表专程到千阳县自来水公

司，将一面印有“党的好政策 为民解

忧难”字样的锦旗送到千阳县自来

水公司经理张伟军手中，对千阳水

利积极推进县城自来水户表改造工

作表示感谢。

据悉，千阳县自来水城区供水

管网改造及信息化工程是千阳县

2023年重点工程项目，也是千阳县

主题教育中的民生重点项目。工程

开工以来，千阳县水利局坚持把群

众的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合理规

划、科学安排、克服困难，以高标准、

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

该工程完成供水主管改造约5公里，

改造用户470余户，彻底解决了长期

困扰群众的跑冒滴漏、水量不足、水

压不稳等诸多问题，通过该工程进

一步拓展了供水区域。张伟军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争取各方资金，

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户表改造工作，

方便城区居民用水，不断夯实千阳

县安全供水、优质服务的堡垒。

千阳县自来水公司：户表改造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