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诸城·农经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卫平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诸城市舜王街道东丁家庄村丁强，2013年4月
17日注册成立诸城市肉羊养殖家庭农场，成为诸城
市最早的一批家庭农场之一。

从2008年，丁强开始养羊，那时羊价年年涨，
从每斤5 . 5元涨到了13 . 5元。2013年肉羊养殖行情
好，丁强通过联保的形式从3家银行贷款160万元用
于羊舍建设及饲料供应。丁强的养殖家庭农场年出
栏2500只肥羊，加上牛，每年盈利130多万元。不
过，从2015年春节开始，羊价不断下跌，一直跌到
五六元钱。“最近一个月的时间，肉羊价格从7 . 5
元一路涨到了10 . 2元。”丁强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牛羊营养不良等问题，从2011年开始，
丁强开始进行粮改饲试验，使用全株玉米喂养。自家
有500亩地的玉米，他需要从其他农户田地购买，一
年青贮了1300亩地的玉米。此外，他还为周边100多
个养殖户代为青贮。丁强告诉记者，全株玉米价格高
的每亩960元，长相一般的350元一亩。“喂养跟以前
差不多，但是营养成份明显高了，吃全株青贮饲料的
牛羊不容易得病，而且一只羊一天能节省1元钱的饲
料钱。”丁强说。他还专门购置3台穗茎兼收机，青贮
机2台。

现在，丁强最烦恼的还是资金问题，单是周转资
金就需要200万元，资金目前只能通过联盟贷款。去
年因为受连带责任，他为别人还了21万元的贷款。

“我希望可以允许用土地担保或者所养牛羊担
保贷款，这样可以使用自由财产，不受连带拖累。”丁
强说。同时，他还希望所养牛羊可以入保险，“找一个
保护价，低了就给予补贴，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成本，
还少不了银行的贷款。”

养驴投资大，见效慢，但价格相对稳定。经过长
期考察，丁强希望在今年春田或秋天，大规模养驴。

“我在诸城是最早养牛、羊的人，我要成为第一个大
规模养驴的人。”丁强对今后的养殖生意信心满满。

□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2016年12月28日，乡间道路刚刚解冻，走上去泥
泞不堪。一条1000多米的泥土路连接着公路和李玉
洁的承包田。2013年，诸城市挂牌第一批家庭农场，
石桥子镇大裴村的李玉洁榜上有名。

“今年卖了葱我就把这条路铺一铺，现在葱的行
情看涨，从一斤一毛钱，涨到了现在的一块二，我打
算再涨一块钱就全卖掉。”李玉洁告诉记者，在田里
还有260亩的大葱没收，前一阵她刚刚投资30万元，
又栽种了部分葱苗。

在与李玉洁交流的短暂时间里，不断有商贩打
来电话。“我的电话就是‘晴雨表’，电话多了，我就知
道价格肯定在涨，要是一天都接不到个电话，葱价肯
定跌了。”李玉洁笑着说。

因为葱还没有卖掉，村民们没有一个过来催付
今年地租的。反而不少村民主动找过来，要把土地流
转给李玉洁。“我打算等明年小麦收了，再流转600亩
地，多种大葱、生姜、洋葱等蔬菜。”她说。李玉洁认
为，这些蔬菜的种植相对粗放，并不是很操心，去年
一年为防治病虫害，小型无人机喷洒了一遍农药，几
个小时就打完了。

今年李玉洁打算实现水肥一体化，还要上马节
水滴灌设备。李玉洁是村民口中的“仗义人”，她在田
地周围打了两眼井，承包地里的两眼水井又进行了
维修，能够满足浇地用水。她铺上水管，没把田地流
转过来的村民，照样可以打开阀门用来浇自家的地。
村里有人结婚，在家炒菜办宴席，村民随时推着小车
来拔葱就可以。“他们给钱我也不会要，有的会带来
两盒烟和喜糖，我就分给地里的工人，一块沾沾喜
气。”李玉洁说。

李玉洁告诉记者，她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
但是希望做出一个示范农场，地里种出的大葱、生姜
都是最好的，再引进一些蔬菜贸易公司，让销售不
难，带动周边没有把地流转过来的乡邻一块致富,名
字就叫“诚梦希”，意思就是诚信、梦想和希望。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邵洪芳

元旦假期，诸城市贾悦镇梅香园迎来一大
波采摘游客人，大棚里草莓正盛。除去少量供
应采摘游客，大部分通过网络营销卖到了北
京，“一斤70元，销路很好。”诸城梅香园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民告诉记者。

梅香园建有山东省最大的单体棚，最大的
一个占地60亩，高8米。之所以设计如此大的
单体棚，王民说，主要为实现工厂农业生产，
对温度、湿度、肥料等进行智能控制。高大的
棚体并不是为种植草莓而建，“今年大棚里的
草莓我们会换植成樱桃，把目前的40亩扩展到
100亩，园区40亩的育苗圃培育了近2万棵密植
矮化美国车厘子，这些树苗今年就能结果，明
年达到盛果期，亩产3000斤。”王民告诉记
者，新品种车厘子在农贸市场的批发价为每斤
40元左右，比普通樱桃更有优势。

不过，梅香园最大的特色并不在此，这里
有北方地区最大的梅花园。

据王民介绍，梅花以南方种植为主，北移
后园区以杏树做母本，采用“高接换头”技
术，大面积嫁接南方梅花，成活率在95%以
上，现在梅香园有4000多棵梅花，因为成活率
高，被列入国家林科院科研成果目录。

从2011年开始嫁接，2014年成花，每到清
明节前后，梅香园梅花遍开，吸引无数外来游
客。山东省旅游局为此专门挂牌“山东省乡村
旅游示范点”。

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三产融合，让资源

得到最大利用。王民专门上线一条生物肥生产
线，通过使用密封罐发酵，生产土壤改良剂、
生物氮、磷钾肥等，发酵出的原液随水浇地，
减少化肥使用量。“今年我们还会上马水果、
蔬菜冷库加工项目，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王民说。

值得一提的是，园区在扶贫开发中注重农
民收益，从刚刚流转土地时的每亩700元，增
加到目前的1000元，确保每户居民每年流转费
用增加5%，贫困户增加6%。记者在园区时看
到，大棚里不时有村民在摘草莓花和整理棚
体。“他们中都是无法外出打工的女性和老
人，农忙时有100多人来采摘草莓、樱桃、扁
豆等，园区一天发放60元-80元的工钱。”贾
悦镇副镇长刘文浩介绍说。刘文浩是潍坊市
农业局下派干部，关注扶贫开发工作。他告
诉记者，镇上有计划组织村民来园区学习种
植技术，以园区为示范，带动发展高品质果
品，种出来如果没有销路，园区统一收购。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2016年12月29日，记者见到诸城市永盛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郑桂森时，他正在查看
农机库的建设情况。“这个农机库600多平
方米，明年春天盖好后，合作社60多台套
机械可全部存放进去，解决以往露天存放
的问题。”郑桂森对记者说。

郑桂森是诸城市舜王街道南解留村
人，前些年流转村里数百亩地，建起一个
家庭农场，并购置农机10多台套。近几
年，他看到多数农户的农机除了用来自己
耕种外，闲置时间较多，有效利用不足，
存在严重浪费问题，便萌生了成立一家农
机合作社的想法。2011年4月18日，他与村
民郑桂法、郑桂友、李志升、卢增华共同
发起成立了诸城市永盛农机合作社，目
前，入社农户112户，入社农机60多台套，
服务周边30多个村庄的群众。2015年8月，
永盛农机合作社被省农业厅等十部门评为
山东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据介绍，永盛农机合作社成立后，对
社员的农机实行统一调度，集中管理。对
农户实行订单作业或土地托管服务，提前
签订作业合同，统一作业标准、统一收费
标准。2016年农作物收获收费标准是，小
麦50元/亩，玉米80元/亩。

近年来，永盛农机合作社通过开展订
单作业、土地代耕、跨区作业等农机作业
服务，实施了土地深松项目、玉米机械化
收获、小麦免耕播种、玉米切茬直播、黄
烟机械化铺膜种植及收获等10余项农机化
新技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2016年，这家合作社承担了耕地地力保护
项目，开展“土地深翻+整地镇压”，将粉
碎秸秆全部还田，深耕25公分以上，深耕
后用带镇压轮的旋耕机整细整平，改善土
壤耕层结构和理化性状，提高土地蓄水保
墒和抗旱能力，主动保护地力。合作社60
多台套农业机械齐上阵，作业面积3万余
亩。

永盛农机合作社在实行订单作业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作业范围，实行深耕、
旋耕、播种、植保、机收以及种子、农
药、化肥“一条龙”作业，2016年与28个村

庄签订了作业合同，作业面积5000多亩。
据了解，永盛农机合作社社员农机作

业户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高于县域内同行
业非成员农户收入20%以上。合作社同时为
成员提供农机配件供应、油料、农机维
修、信息、技术、良种和肥料等一体化服
务，主要服务项目的统一提供比例达到80%
以上。

农机合作社的成立解决了农机手找活
难、农户用机难的问题。相州镇料疃村农
机户孙向阳自己种着50多亩地，有深耕
机、旋耕机、收割机三台农机，2014年，
加入永盛农机合作社。他在谈到加入合作
社的好处时说：“过去，我在耕种自己的

土地之外，也为村里及周边村庄的农户服
务，但都是零活，很不稳定。自从加入合
作社后，外出服务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多，而且成片连方，不用来回奔波，收入
自然也翻了番。”

农机合作社对农田托管，还解放了农
村劳动力，让他们有精力外出打工，增
加了收入，推动了土 地适度规模化经
营。舜王街道胡戈庄村村民高培华有10
多亩土地，平时在外打工，没时间料理
地里的农活。2016年春天，他把土地全部
交给永盛农机合作社托管，自己专心在外
打工，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省心又省
力。

梅香园里致富经

农田托管，省心又省力

目前周转资金只能通过联盟

贷款解决，渠道单一，丁强———

盼所养牛羊可用来

担保贷款

家庭农场主李玉洁

希望做出一个示范农场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1月2日，记者走进诸城南湖生态经济发展
区，看到一座崭新的农林科技孵化器正在拔地
而起。区内，占地270亩的育苗基质准备车
间、科技中心和矮化砧木母本园、矮化砧木采
穗圃、果树品种苗采穗圃、育苗孵化基地已建
设完毕，近1600亩的大田种植区正在平整中。

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工厂化育苗，在组培
车间，工人们把切取的茎尖、根尖、叶片等放
入增殖培养基，通过在培养液的生长，半个月
后转移到温室栽培。这里最多的产品是矮砧苹
果和无性系樱桃。

诸城市万景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侯
志刚是这里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以矮砧苹果
为例，可大大缩短生长期，早成花，早结果。而矮
砧苹果具有可密植、植株矮小的特点，能够提高
机械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以前果树栽植多年后，树冠很大，透光
性也不好，容易滋生病菌。从目前矮砧苹果的
生长和销售情况来看，市场行情非常好，产出
的苹果价格能高出普通苹果30%以上。”侯志
刚告诉记者，通过组培方式培育出的果树，此
类苗生长势强，可脱去部分植物病毒，根系发

达，抗逆性强，树体健壮，显著地提高了果品
产量和质量。通过组培技术繁育的无病毒果树

可提前2-3年结果，一般增产20-30%，甚至
50%，优质果率可增加30-50%。

2016年，诸城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立足当
地区位优势和生态种植条件，全面分析评估现
有基础要素，制订了南湖区环常山现代果业发
展规划，建起农林科技孵化器，培育矮化无性
自根砧嫁接的苹果苗，示范推广苹果矮砧集约
栽培模式，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了当地现代果
业发展。

2016年3月，诸城市立足当地区位优势和
生态种植条件，投资建设农林科技孵化器。孵
化器规划占地总面积1608亩，包括两个功能区，
组织培养区和育苗展示区。孵化器建成后，将利
用先进的组培育苗技术，大量繁育优质无病毒
果树矮化自根砧及品种苗木，平均年繁育苹果、
樱桃矮化自根砧优质苗木1000万株，带动果树
基地建设1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20亿元，在推动
当地现代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为诸城创
建山东半岛果品苗木繁育核心区打下基础。

“地处山区丘陵，农村不少地方发展果树
和苗木种植，近几年苗木市场萎靡，果子也没
有换来多大的收入，急需提升果品质量。”侯
志刚介绍说。2012年7月，诸城市设立南湖生
态经济发展区，诸城南外环以南，围绕三里庄
水库和常山的9个社区54个村的4 . 2万人划入南
湖。原属于密州、龙都、皇华三个镇街的边缘
社区迎来绿色发展新机遇。

诸城农林科技孵化器助力果业发展

丁强在他的羊栏里对记者说：“我要成为当地
第一个大规模养驴的人。”

丰收的大葱带给李玉洁美好的发展愿景。

郑桂森正在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家家 庭庭 农农 场场 主主 新新 年年 新新 期期 待待

□ 本报记者 张鹏

临近春节，石桥子镇小裴村的村民在忙
着做黑木耳菌袋。“春节前菌袋就要放到温室
发酵，发酵后在4月初打孔，4月底摆放到大田
里出木耳。”诸城市宝栋黑木耳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宝栋介绍说。

小裴村是诸城市最早种植黑木耳的村
庄。2004年，闯东北的李世礼父子，把黑龙江
的黑木耳种植技术带了回来。当年就种了1万
个菌袋，一斤黑木耳卖到了20元。有村民看效
益好，第二年村里的种植户就扩展到了4户。

2007年，石桥子镇30多个村子都有了黑
木耳种植，规模达到了8000亩，成为周边县市
最大的黑木耳种植基地。不过，从这一年起，
黑木耳价格开始下跌，大多种植户都是贷款
投资，为了迅速变现，农户们竞相售卖，商贩
趁机压价，有的农户14 . 5元一斤贱卖，不少人
损失惨重。

“为了规范市场，把价格拉回来，合作社
就是在这一年成立的。商贩再来收购，我们统
一出售，年底价格就拉升到了21元一斤。随后
两年，价格一直攀升，2010年到了25元，今年
涨到了36 . 7元。”李宝栋说，现在合作社社员
已经发展到3500多户，最多时规模达到1万多
亩，种植户集中在石桥子、贾悦、皇华、林家
村、枳沟5个乡镇，今年石桥子镇上东楼子村
一户种了20亩黑木耳，纯收入16万元。

合作社成立后，为种植户统一采购菌种、
木粉，压低成本。合作社推广种植小片木耳，
行情更好。“以前种植大木耳，在菌棒上打9
个孔，木耳长出来很大。小片木耳要打200个
孔，长出来的木耳，泡后不用再撕开，每个像
一元硬币大小，产量不减，价格提10多元。”

3500多黑木耳种植户

抱团闯市场

在农林科技孵化器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捡拾果苗下的落叶

左图：王民（右）和刘文浩（左）正在查
看密植矮化美国车厘子长势情况。

种植户正在将采摘的鲜木耳进行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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