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6
编辑：张朝辉 校对：党菲 美编：王樱羽 2023年12月14日 星期四

创富天下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刘欣）为不断

创新优化农资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打通农资供应的“最后一公里”，确

保在春耕时节，农资供应不脱销、

不断档、不误农时，向广大农户提

供保质保量的优质农资产品。12

月10日，宝鸡嘉禾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邀请省内外农资生产厂家代

表、各大经销商代表等80余人，在

陕西杨凌召开2023年新老客户答

谢会暨新品推介技术论坛会，大家

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共迎未来的

机遇与挑战。

“农资行业只会越来越规范，

客户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

们必须行动起来，提高自己能力。

我们生产、销售质量过硬、经得起

田间考验的农资产品，是健康发展

的根本保障。同时，一名合格的农

资经销商也需要靠技术吃饭，必须

让农户的农产品增产提质，农资经

销商只有把自己学成专家，让自己

的客户都能够增产增收，才能增加

自己跟客户的黏性。”宝鸡嘉禾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忠军

在致辞时说。

随后，任忠军现场推介了宝鸡

嘉禾丰生产的数款农资产品及果

树花粉，并对各类产品特性进行了

详细阐述。来自海南正业中农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湾化工有

限公司、中化作物保护品有限公司

等6家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发展历程

及主打产品进行了讲解；高级农艺

师、陕西植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进奎强调了品质是农资的

灵魂，效果是农资的天然广告，农

资生产销售者的提质增效是农户

认可产品的根源所在。

随着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越来越高的要求和相关科学技术

的不断成熟，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科

技，积极创新，加快研制、生产、推

广更加安全、环保的产品，进一步

推动农业生产向“高产、生态、安

全、高效”发展。宝鸡嘉禾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将以本次农资产品

推介会为契机，加强与农资产品生

产服务企业的合作，牢牢把握农资

产品与市场协调统一，让真正优质

农资产品惠及广大农户。

推介会上，农资产品生产服务

企业还带来了涉及花粉、杀虫、杀

菌、除草、植保等方面的产品。现

场还举行了砸金蛋赢奖品、现场订

货大优惠活动。

12月12日，在河南省洛阳市

孟津区会盟镇下古村的黄河滩地

里，村民们正在忙着收获“特殊蔬

菜”银条。一辆拖拉机来回穿梭，

将沙土地翻新，30多名村民一字排

开坐在地上，将土里露出的银条收

整干净，挑拣入筐。

银条，又名地灵、草石蚕、罗汉

菜等，是一年生唇形科植物，叶卵

圆形，根茎质地细密、嫩脆多汁、色

白和味。根茎是一种美食，肉质脆

嫩，无纤维，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

氨基酸。

近年来，下古村在优化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时，注重与市场接轨，

采取“订单+农户”的方式，引导群

众利用当地临近黄河、沙滩地资源

丰富的实际，种植银条600多亩，

努力打通销售渠道，创造了亩均收

益1.5万元的纪录。发展银条特色

产业，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摸

索出了种植产量高效、销售渠道畅

通、收入稳定增长的乡村振兴新路

径。 （付首鹏）

东方欲晓，40余名重庆市城口县周

溪乡村民结队来到附近大巴山中的仿野

生天麻种植基地，去年这里种下了1200

亩天麻种子，现在正是收获时节。

近年来，重庆林投公司与重庆市开

展国储林战略合作，探索“国储林+”思

路。在收储林地过程中，重庆林投公司

发现城口县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

中药材产业基础，于是公司开始在城口

推广中药材林下种植模式，并在去年建

设了这片基地，实施地块平均海拔1300

米以上，正是天麻的适生区。

“野生天麻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

高，而我们刚来这片山区考察时就发现

了野生天麻。这里的环境很适合仿野生

天麻种植。”仿野生天麻种植基地负责人

李守宝说，与传统的人工大田种植不同，

仿野生种植的天麻药效更好、产量更高。

露水浸润过的泥土湿润、松软，不一

会儿，村民们就挖出一筐筐沾满泥土的

新鲜天麻，外形好似一堆“土疙瘩”。

“这些‘土疙瘩’可是金药材，天麻可

以药食两用，市场供不应求。”李守宝说，

今年基地预计收获100万斤新鲜天麻，市

场上每斤能卖到15元。为进一步提升天

麻的附加值，城口县还建设了天麻加工

厂，计划每年可加工100万斤天麻。

仿野生天麻种植基地的建立，不仅

促进本地天麻产业发展，也带动附近村

民增收。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龙丰村村

民王朝香说：“以前这个时候我们大都在

新疆、湖南等地打工，现在我们在家门口

就有了工作机会，在基地采挖、搬运、分

拣天麻，一天可以挣到120元。”

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党委书记张

秀林介绍，国家储备林每年会给农民每

亩地40元的流转收入，此外农村富余

劳动力可以来种植基地务工，该基地可

带动约500人就业，人均年务工收入约

5000元。

“林下种植天麻，不仅不会损毁林

木，还有助于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

李守宝说。

天麻是菌异养植物，需要寄生在蜜

环菌等木腐菌上，因此需要大量木材种

植。以前农民自己在地里种植天麻，会

偷偷砍伐木材，破坏生态。而仿野生天

麻种植基地中用到的木材很大部分来自

于间伐产生的木材。

“相关工作人员会定期伐去部分‘老

弱病残’林木，为保留的林木创造良好的

环境条件。”李守宝说，用这些木材培育

天麻既带来经济效益，木材分解后土壤

也会更加肥沃。

据了解，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森

林覆盖率为72.8%，全县可供开发利用的

中药材有1000余种。近年来，城口县致

力于打造“大巴山药谷”。截至2022年

底，城口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6万亩，

年产量达10万吨，产值超过10亿元。

（据新华社）

12 月 5 日，在河南省鲁山县

辛集乡程西村的一家养殖公司，

看到有生人来，数百头毛驴“咴咴

咴”的叫声此起彼伏，似一曲雄壮

的交响乐。

“你们发现没有，驴的前腿膝

关节以上内侧有两个类似铜圆大

小、没有长毛、像皮肤受伤后结疤

形成的斑块，但是后腿上没有，这

叫‘驴夜眼’，是一味名贵中药，目

前一对能卖到200元呢。”该公司

负责人叶晓娜笑着介绍。

叶晓娜2007年进军养驴业，目

前在平顶山地区小有名气。公司除

了自己养驴、从内蒙古和河北购进

商品驴外，还成立合作社带动周边

农户养驴，目前业务已涉及餐饮、驴

肉制品加工、阿胶加工等，公司在鲁

山本地年屠宰驴在500头左右。

“以前整个驴皮都熬阿胶了。

近年来，我们把‘驴夜眼’单独割下

来售卖，仅此一项就额外收入了

10万元呢。前段时间我们还听说

驴蹄子外面的胶质部分能做成文

玩手串售卖，下一步公司也准备把

剔过肉的驴蹄子收集起来卖，估计

一年也能卖个六七万元吧。”叶晓

娜说。

叶晓娜的公司目前一年能产

出驴驹200头左右，早年驴胎盘几

乎都是无偿送人。“2018年后驴胎

盘也成了宝贝，一个能卖到1000

元，公司一年又增收了20万元。”公

司负责日常生产管理的副总程林

惠说。

另据程林惠介绍，公司从2016

年开始，还推出了驴奶售卖，目前

市场价一斤能卖到200元且供不

应求。

“小驴驹得吃一年奶，母驴有

100 天左右时间产奶格外旺盛，

小驴驹根本吃不完，其间一天可

采 1斤，公司每年卖驴奶也能收

入 400 万元。前段时间，北京来

的专家还和公司探讨了驴粪、驴

毛的开发利用事宜。今后公司养

毛驴的‘额外’收入会越来越多

的。”程林惠说。 （乔新强）

“驴夜眼”卖到200元、驴蹄子当文玩卖……

深挖毛驴价值 增加养殖效益

银条地里出“金条”

宝鸡嘉禾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召开新品推介技术论坛会——

农资商企同携手 助力农产品增效

村民正在采挖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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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将银条收整干净，挑拣入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