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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3日，农历秋分，是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
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
村。中国农民丰收节，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
求、新期待，提升了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莱芜农业极具特色，“三辣一麻”闻名
全国，莱芜农民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出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本期我们选取了丰收季节4个不同的场景，通
过4个各具特色的新闻故事，与读者一起分享
丰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农民丰收节篇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9月14日，位于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
事处东汶南村的生姜种植合作社内，种姜老
户亓军平乐坏了。一是所承包的蔬菜姜大棚
丰收了，这一轮成熟的8000余斤鲜姜陆续被
装入礼品盒发往全国各地，“备战”中秋
节、国庆节市场；二是去年开始应用的一项
种姜“黑科技”产生了效力，它让蔬菜姜大
棚月月产鲜姜，真正成了“聚宝盆”。

“俺们这儿的姜不愁卖，它吃起来嘎嘣
脆，还是睡‘地暖’长大的哩。”亓军平
说。

东汶南村出产的鲜姜与普通鲜姜相比，
从外观上看，红芽比较多，比较漂亮；从口
感上来说，姜丝比较少，辣味素比较少，芳
香素比较多，爽脆可口。市面售价平均在20
元/斤，效益非常可观。

亓军平告诉记者，东汶南姜曾一度成为
进京的贡品，但在21世纪的当代却渐渐没

落，村里人甚至弃种生姜。直到2014年底，
“80后”的亓新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决定
带领村民发展大棚振兴生姜种植业，情况才
扭转，但过程还是很曲折。

2016年4月，东汶南村成立了生姜种植合
作社。“那年冬天，由于没摸清生姜的生长
习性，到11月份，地温低于20℃时，生姜就
开始休眠了，结果那一次一株产量仅二三
两，正常情况下都在一斤。”亓新华说。

后来，村里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徐坤教
授和市农科院专家全程辅导，为其“保驾护
航”。合作社创新建造设施，搭建高温大棚
和包含锅炉、水泵和水管在内的热水循环系
统。

在每一个热水管的侧面有很多小阀门，
阀门和细管道连接，细管道位于每一行大姜
根部以下合适的距离，热水通过小细管流入
之后，提高地温，管道里的热水一直在循环
流动着，不断促进大姜生长。“这就好比是
给大姜装上了‘地暖’，我们还建了6个专门
用于种姜的大棚，每个大棚里，会划分为好

几块，分不同时段栽种，这样能够保证一年
四季都有鲜姜供应，月月有丰收。”亓新华
说。

“这一招种姜，可让俺们农民开了
眼。”亓军平说。这两年连续的好收成，让
亓军平硬是靠种姜在城里买了房，还买了辆
尼桑越野车。

为进一步整合东汶南村的闲散劳动力，
实现全部机械化作业，帮助像亓军平这样的
姜农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村里
还成立了劳务合作社和农机合作社。

先富带动后富，东汶南村的贫困户也都
享受到了合作社的红利。全村28户贫困户，
只要有劳动能力，合作社都为其在大棚内免
费划出一块土地，种出的生姜由合作社包
销。而年龄大的社员，每年都有2000元的保
底分红。

“现在，合作社里还设有电商部，一群
小年轻卖了合作社一半的姜，俺春节前还有
一轮姜，盼着他们卖个好价钱。”亓军平
说。

东汶南村民科技种姜，月月有丰收———

嘎嘣脆的生姜睡“地暖”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张达

9月23日，正值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这
天下午，在莱芜市农高区寨里镇公家庄村的
地头上，29岁的吴承哲换上沾满泥巴的布鞋，
快步走进姜地，加入到拔草的村民行列中。

在绿油油的姜地里四周望去，霜降前，
这400亩小黄姜会迎来大丰收。与种姜的“老
把式”相比，小吴对丰收的喜悦更加渴望。

年轻人回归种地，本身就让人意外，而
小吴作为农高区的公务员来种地，更是让一
般人看来不可思议。

这还得从这400亩的流转土地说起。
2016年，莱芜远洋果蔬有限公司在公家

庄村、水东村、郝家沟村流转出400亩土地，
利用实验室合作研发的“秸秆生物反应堆”
技术，发展规模化种植。没想到，粉碎秸秆
颗粒细小程度要想达到实验室水平，成本要
高出好几倍。一年下来，公司投入上千万
元，却连成本都没保住，最终撂荒。

“公司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过度依赖书
本知识和实验室的成果，技术上水土不
服。”曾在远洋果蔬工作过的宋小东说。

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看到自家流转
出的土地荒废，村民们也心急。今年3月，农
高区成立科源农业开发公司，接收了这些流
转的土地。谁来种这400亩地？农高区的领导
决定，交给不会种地的年轻人。失败了总结
教训，成功了也能给城里和村里的年轻人树
立“土地也能生黄金”的观念。

就这样，土地交到了吴承哲、李传浩、
李越这3位年轻人手里。4月份，吴承哲带着
两个“90后”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

怎么把这些土地利用好，是小吴他们最
先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他
们决定400亩地全种莱芜小黄姜。“小黄姜是
莱芜的特产，在历史上是‘贡姜’。”

3人接手这块地的时候，农高区领导就告
诉过他们，放手去做，不要怕失败。即便如
此，他们这个决定，不仅让农高区的决策者
们捏了一把汗，也让村里的种姜能手觉得这
是瞎胡闹。“生姜特别娇气，管理不好就会
绝产，更何况已经晚种了40天，‘老把式’都没
有十足的把握，更别说‘毛头小子’了。”

顶着这样的压力，年轻人开始和时间赛
跑，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仅用12天就完成
了400亩小黄姜的种植。

种姜前吴承哲就翻阅过大量的生姜种植
资料，但在12天的种植期里，他发现最好的
专家不是在实验室里，更不是在教科书里，
而是在当地的姜农当中。

小黄姜主打绿色产品，不允许用农药、
化肥等，农机站建议用有机肥，姜农们提议
用上世纪70年代人力锄草加牲畜肥的办法来
解决。小吴他们采用了姜农的建议，彻底保
证了小黄姜的品质。

生姜怕涝，修建排水沟是管理生姜的关
键。“技术指导书上讲，姜地要40米为一节
修排水沟，但姜农说这样太绝对，排水沟还
要根据土壤的渗水性来挖。”吴承哲说，在
当地姜农的指导下，每隔30—40米不等，挖
出1 . 5米深的排水沟。今年8月底，十年不遇
的大雨不期而至，排水沟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保住了400亩小黄姜。

半年下来，吴承哲瘦了20斤，成了一名
地道的职业农民。问起这半年来的感受，他
说：“种地不能唯理论，得接地气。”

上个月，中粮集团健康食品研究院看中
了他们种的有机小黄姜，邀请农高区去北京
谈合作。农高区领导说，小黄姜是3个年轻人
种的，最有发言权，就派他们去。

9月7日，吴承哲3人去了中粮集团。“交
流的结果令人振奋，100克小黄姜里可以提取
价值70元钱的姜黄素。预计今年可以收获500
吨小黄姜，和中粮集团合作向二产延伸，小
黄姜不是黄金却胜似黄金哩！”吴承哲说。

同是400亩土地，两次易手，前次亏损千万元，眼下丰收在即———

唯书本资金入土 接地气土地生金
■记者感言

莱芜特色农业

喜迎丰收
□ 于向阳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9月23日，公家庄村村民正在姜地里拔最后一遍草，迎接小黄姜丰收的到来。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9月16日上午10点，莱芜市农高区寨里镇
的桑园公社里，身材肥美的黑鸡在桑树下悠
闲地啄着小虫、踱着脚步。一旁的空地上，
从济南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井文东一行十余
人，已经开始撸起袖子，准备午餐了。

井文东是这次秋收亲子活动的发起者和
组织者。他所在的泉城汇亲子团队每年都会
来桑园公社组织几场活动，如摘桑葚、认养
蚕宝宝等。这次更安排了刨地瓜、自主烧火
烤鸡、炖鸡等秋收体验活动。

公社食堂里能提供午餐，同时也设置了
爱心厨房，鼓励游客自己下厨，为亲人朋友
亲手烹制美食。井文东挑选好一只3斤的鸡
后，交给公社食堂进行初加工。清洗完毕，
他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鸡里里外外抹上调
料，用锡纸、泥巴、桑叶一层层地裹住腌制

好的鸡，放进熊熊燃烧的桑枝炭火堆里慢慢
加热。两个多小时后，一阵扑鼻的香气就飘
了出来。其余的家庭，有的在烤玉米，有的
在包水饺，忙得不亦乐乎。

“让游客变主人，让农活变游戏，前来
游玩的市民都能过一把都市农夫的瘾。”总
经理安丰刚说。这两年，这样的体验式活动
成为桑园公社最大的卖点。

桑园农场有60多年的历史，覆盖周边4个
村庄，100多个养蚕农户，占地近600亩，一
直以传统桑叶养蚕制丝为主。

“制丝养蚕是我们的传统项目，还是得
围绕优势项目做文章。”安丰刚说。他尝试
桑园立体种养殖模式，在桑园里养黑鸡、种
地瓜、建立蚕宝宝认养科普基地等，并不断丰
富这些活动的内涵，增加趣味性和体验性。

2016年秋天，农场过了桑葚采摘期，迎
来了地瓜丰收季。安丰刚正在为地瓜的销售
问题犯愁。他无意间把刨红薯的照片传到了

自己的朋友圈，“结果很多济南的朋友问
我，能不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刨红薯的感
觉。”没过几天，这些朋友带着孩子有60多
人，包了两辆车过来了。

一传十、十传百，刨地瓜一下子成了农
场最火的活动。有一次，地里的地瓜已经全
部刨光了。后来的体验者仍不甘心，竟要求
工作人员将地瓜重新埋上后再刨。

让城里人既能体验到农事的辛苦，也可
以感受丰收的乐趣。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桑
园已经没啥看头的秋天，寨里的桑园公社反
而焕发了“第二春”。刨地瓜比赛、手工撕
棉、加工蚕丝被、做桑葚酱等丰富多彩的体
验活动，吊起了济南、泰安、莱芜越来越多
“都市农夫”的胃口。截至目前，已经有万
余名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下一步，我们还逐步增加手工绘制小
丝帕、亲情蚕丝被等活动，吸引更多的‘都
市农夫’前来体验。”安丰刚说。

体验农事辛苦，感受丰收乐趣———

到桑园当一天“都市农夫”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 茜

家里来了客人，一般情况下是上果盘，
而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明利特色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社长陈明新的待客果品竟是一盘
新鲜的芹菜。记者带着疑问，品一口芹菜，
心中顿时有了答案：“这芹菜香、嫩、脆、
甜，没有一点儿渣和丝扰了口感，可与水果
相媲美。”

“我这高庄芹菜根根是宝贝，个个是招
牌。”陈明新顺势将一棵芹菜轻轻一折，立
马断成两截，声音清脆，“要想让芹菜达到
这种品质，从培育种子起便需要经过层层筛
选，过关斩将，选出最优质的芹菜，留种、
结种子，再育苗、栽植，成长过程中还需要
‘锻炼身体’呢。”

蔬菜要“锻炼”？“那是自然，这是我
们特有的种植技术。”陈明新介绍，为了保持特
有的口感，采用控温延时的办法使芹菜生长期
延长到180天左右，生长后期再经过-2—6℃
低温锻炼60天以上，寒冬时节控制生长，促
使营养物质向根部积累，老茎叶逐步衰退并
分化出新嫩芽，使芹菜在田间实现软化栽
培。

芹菜一上市便供不应求，还有一些外
国客户通过微信订购，成为备受青睐的
“致富菜”。陈明新说：“还有客户给我
打电话，让我带着芹菜去北京参加一个外
交官的会，说我们芹菜非常好，外国人肯
定喜欢。”

话说客户喜欢的，可不止芹菜这一种。
老陈头4岁的孙子特别不爱吃西红柿，一次偶
然机会，孩子咬了一口明利蔬菜的西红柿，
便嚷嚷着要吃，自此以后，家里只要买西红
柿，老陈头都要到明利专柜上走一遭。

“还记得小时候吃西红柿，咬上一口酸
酸甜甜，很有味道，这个西红柿就是这味
儿。”老陈头说。

合作社经理张振明介绍：“在栽培上，

我们以植物疫苗替代农药。在作物下面挖30
至40厘米深的沟，填充整捆的玉米秸秆，放
上独有的有机配置，相当于在西红柿的根上
挂上了一个‘营养包’，这是其他种植户所
没有的技术。”

明利合作社共有66种蔬菜，就像他们的
66个“闺女”，各具特色，各怀绝技。

合作社办公室主任宋晓霞顺手从地里拔
出一根韭菜，韭菜根部竟然与小拇指头一般
粗，记者惊讶道：“这韭菜会不会太老

了？”宋晓霞笑言：“我们的蔬菜都是‘骨
头和肉’一起长。”

宋晓霞说：“这是第一茬韭菜，我们不
卖，这个过程叫炼苗，耗去韭菜本身水分，
积累韭菜干物质，营养成分都留在根部，然
后我们把第一茬韭菜割掉，在低温锻炼20
天，待到第二茬韭菜长出，达到包水饺、韭
菜炒鸡蛋不出水，才上市。”一般种植韭菜
一年割五六茬，明利的韭菜一年只割两茬，
只为把最好的摆在市面上。

明利蔬菜合作社科学种植蔬菜———

66个“闺女”个个身怀绝技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毕研敏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13日至17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莱
芜市国家级代表性非遗项目“锡雕”、省级代表性
非遗项目“莱芜口镇南肠传统制作技艺”“传统干
烘茶制作技艺”亮相主场馆；国家级代表性非遗项
目“莱芜梆子”亮相“非遗社区行”板块。

本届非遗博览会以“活态传承、活力再现”为
主题，着重营造场景式、体验式文化互动空间，展
示“活态非遗”，体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4个非遗项目

亮相中国非遗博览会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刘大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11日，莱芜市组织召开新闻
发布会，就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
有关情况进行了简要通报。

通报结果显示，截至9月10日，省第十七环境
保护督察组已向莱芜转办19批信访件，共计396
件，目前已办结141件，其间有41人因履职和监管
不到位被问责。

此外，莱芜压减粗钢产能124万吨，关停取缔
“散乱污”企业273家，淘汰燃煤小锅炉618台，今
年以来压减煤炭60余万吨，推广清洁煤10余万吨。

273家“散乱污”企业

被关停取缔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张群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14日，莱芜市通报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情况和典型案例。截至9月13日，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线索49起，已查实19起、处理19人；全市公安
机关集中抓获涉黑恶犯罪分子16人。自9月6日以
来，共查结各类涉黑恶线索17条，已查实5条；全
市检察机关共受理案件22件78人。在办案中始终聚
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经审查，批准逮捕12件45人；全市法院机关
对涉恶势力犯罪的被告人王某等寻衅滋事一案，3
被告人均依法从严判处实刑。

莱芜集中抓获

涉黑恶犯罪分子16人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高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12日，莱芜梆子大型现代戏
《沃土仁心》作为“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新
创作优秀剧目评比展演”剧目在济南梨园大戏院精
彩上演。

莱芜梆子《沃土仁心》以齐鲁时代楷模陈明利
的先进事迹创作改编，讲述了农民党员陈明利情系
乡里，为农村脱贫致富、精准扶贫的故事。

莱芜梆子《沃土仁心》

亮相山东文化艺术节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刘大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21日，省中小企业局公布了
第八批省级产业集群和第七批山东省特色产业镇名
单，莱芜市莱城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莱城区
牛泉镇、苗山镇榜上有名。

截至目前，莱芜市共有钢城区专用钢材产业集
群、农高区姜蒜深加工产业集群、莱城工业区汽车
零部件产业集群、高新区塑料机械产业集群、莱芜
市节水灌溉装备产业集群、钢城区电子谷产业集群
和莱城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等7个省级产业
集群以及莱城区羊里镇、和庄镇、牛泉镇、苗山
镇，钢城区颜庄镇、里辛街道，雪野旅游区雪野
镇，农高区杨庄镇等8个省级特色产业镇。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入选省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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