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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瓜王大赛，比出西瓜种植“短板”
专家：西瓜种植，新技术和特色品种有待进一步推广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五莲“木耳大王”刘加奇———

把黑木耳种到了大西北
农村大众报记者 任治安

种植时，取无污染土、盆栽不打药；出售时，连盆出售，提供续土、续肥服务———

朱华国：韭菜巧种销，亩产效益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在高唐县陈堤子村，有一位农
民名叫朱华国，他将种植模式和售
卖形式合为一体，创造了韭菜盆栽
然后盆中销售的新模式，不但让消
费者吃到新鲜的无毒害韭菜，还增
加了韭菜的亩产效益。

盆栽韭菜杜绝农药、韭蛆

据了解，从事农业前，朱华国
一直在北京经商。一次回乡探亲
时，朱华国看到新闻中报道的“毒
韭菜事件”，向几个熟悉的菜农询
问后，他得知这与消灭韭菜虫害而
采取的农药灌根有关。这件事让朱
华国陷入了深思，家里祖祖辈辈都

是靠种菜为生，而韭菜被喷洒过量
农药，既让消费者吃得不放心，也
弄丢了农民的良心和本分，他决定
回乡种植无公害韭菜。

2 0 1 2年，朱华国回到老家承
包了100亩因拆迁腾挪出的土地。
这片土地由于从未作为农耕地使
用 ， 因 此 没 有受到 任 何 农 药 污
染，非常适合蔬菜种植，于是，
朱华国将这百亩土地开辟成了韭
菜种植地，栽种纯天然绿色无污
染韭菜。

有了“原生态”土地后，朱
华国先从改变过去韭菜种植方式
着手。为彻底隔绝韭蛆，朱华国

反复试验、研究，他要求种植人
员 放 弃 在 韭 菜 的 高 产 期 进 行收
割，让韭菜叶通过光合作用为根
部提供营养。“这个举动虽说可以
减少韭蛆，但是也直接扔掉几十万
斤成熟的韭菜，一旦失败，会造成
极大的经济损失。”朱华国说。
虽然村民都说他“太傻”，可他
心里想的却是：不能为了眼前利
益而不顾良心 !

杜绝韭蛆的试验有了一定效
果，但是由于在大田里种植韭菜还
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朱华国决定将
韭菜小苗移栽到花盆中种植，花盆
中使用那100亩无污染的土壤，待

韭菜长成后将无污染土壤和盆栽韭
菜一起卖。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朱
华国的盆栽无污染韭菜——— 诞生
了，他给这种韭菜取名——— “金堤
福韭菜”。

连盆销售，亩产2 . 5万元

“这种韭菜不打农药、不灌
根、不施化肥，仅此一项就可以帮
助农民省下400多元/亩。”朱华国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的韭菜种
植亩产在5000斤左右，每斤按2元
算，一亩地的效益1万元，这还不
算生产资料的费用，他的这种韭菜
一亩地可以种植1500余盆，每盆批

发出售价格15元，一亩地的效益就
是2 . 5万元，足足增加了1 . 5万元。

目前，朱华国首批两万余盆韭
菜已经销售一空，他介绍，这种韭
菜之所以卖得好是因为这种韭菜不
打农药，吃起来不用担心，更重要
的是他还承诺给消费者提供免费永
久续根续土续肥服务，因此金堤福
韭 完 全 能 做 到 “ 买 一 次 吃 一 辈
子”，比买普通韭菜放心又省钱。

靠这种种销新模式，朱华国
自己收入不菲，同时也为村民们
带来了就业机会。据了解，在朱
华国的韭菜工厂里的陈堤子村村
民有50多人，农忙时可达到150多
人，平均月收入1 5 0 0元左右。这
些村民多是农村妇女，由于是分
片负责农田，忙完自己负责的片
区后，她们还能腾出时间照顾自
己的家庭和田地。

“下一步，我要把这种模式种
植的韭菜扩展到300亩，到时会增
加上百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朱华国说。

五莲“木耳大王”刘加奇（右
图）潜心研究食用菌种植技术2 0

年，循环利用农作物废弃秸秆，建
起4个黑木耳种植基地，年产值上
千万元。致富不忘乡邻，他还组织
成立五莲一鸣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为合作社成员无偿提供技术指导，
解决了周边村落50余位农民的就业
增收问题。如今，刘加奇的木耳种
植业越做越大，把基地还建到了大
西北。

刘加奇是五莲县潮河镇刘家埠
村的一个普通农民，高中毕业后就
开始种地。1993年秋天，他开始学

习种蘑菇。那个时候在农村有很多
农副产品的下脚料都浪费了，比如

大豆秆、玉米秆，这些都是种植蘑
菇用的原材料，而在农村大都被用

作烧火取暖了。种植蘑菇的时间一
般是在秋冬季节，属农闲时间，而
且种植过程中不需要农药化肥，算
是绿色可循环经济。他看准了商
机，去外地买来菌种和相关书籍，
自己在家研究。

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刘加奇成
了种蘑菇的行家里手。但是蘑菇受
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价格时涨
时落，又不便存储，受限因素很
多，他便“转行”种植黑木耳了。

说起黑木耳的市场价值，刘加
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黑木耳
种植大棚占地面积320㎡左右，加上
租金、原料、水电等费用，成本在
5万到7万元。通常一个菌包一年能
产1 . 8斤鲜品，晒成干品在1 . 5两左
右。一棚能产3000斤干品，按最低
市场价每斤50元计算，一棚能收入
15万，纯收益8-10万。

到2014年底，刘加奇在日照的
木耳种植基地已经扩大到50多亩，
十几个温室大棚，年产值超过了200

万元。他还带领乡邻组织成立了五
莲一鸣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为合作
社成员无偿提供技术指导。

“以前农闲就在家里玩，现在过
来摘木耳，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
村民王瑞香介绍，摘木耳成了她们
五十多个农村妇女的第二职业。

凭借技术优势和上乘品质，刘
加奇的黑木耳种植在业内已小有名
气，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
他在日照、威海、烟台、甘肃都有
种植基地。在甘肃兰州新建的种植
基地，还被当地政府列为重点发展
的扶贫项目，预计 6月底投入使
用，刘加奇则负责无偿提供技术指
导和市场经验。

“兰州的气候条件好，产出的
木耳品质好，在市场上卖起来一点
不用犯愁，而且当地没有搞这项产
业的，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刘
加奇介绍，兰州昼夜温差大、全年最
高气温不高于25℃，正适合菌类生
长。“在日照一年最多收获两茬，在
兰州能收三茬。管理得当的话，一个
黑木耳种植棚，一年下来能赚30万元
到40万元。”刘加奇说。

6月 4日，德州市第二届瓜王
大赛在平原县王打卦镇举行，来
自德州市各个县市区的瓜农，带
着精挑细选的西瓜前来参赛。记
者在现场了解到，参赛的西瓜在
口感、含糖量等方面存在不小差
距。专家认为，目前的栽培管理
水 平 还 有 很 大 的 提 升 空 间 ， 同
时，需要进一步推广新技术、新
品种。

多个因素影响西瓜品质

此次西瓜大赛的评定指标有三
个，分别是重量、含糖量和口感评
分。就含糖量而言，含量最高的接
近13%，低的只有8%多一点。

如何种出更好的西瓜，前来参
赛的瓜农，有着自己的体会。“氮
肥用多了，磷钾肥和有机肥施用不
足，瓜就不甜。”王打卦镇李孟楼

村瓜农任继国说。他种西瓜已经有
2 0多年的时间，今年种了1 0亩西
瓜。“过去种瓜只重视个头，现在
向重视口感转变，否则就卖不上价
去。”

来参赛的齐河县华店镇东吕
村瓜农吕德波，种西瓜也2 0多年
了 ， 在 这 次 比 赛 中 获 得 了 一 等
奖。“过去种西瓜，为了追求产
量，西瓜需要浇五六水，摘瓜前
五六天还得浇一水。现在卖瓜前
半 个 月 ， 都 不 敢 浇 水 了 ， 浇 水
多，会影响西瓜口感和品质，西
瓜不好卖。”从定植后到收瓜，
吕德波浇水不超过四遍。

德州市农科院院长贺洪军表
示，有些瓜个头不小，含糖量也
不低，但是吃起来不够清爽，带
有酸味，这是氮肥施用过量的问
题。另外，嫁接时如果砧木选择

不当，也会影响西瓜的口感。
“还有一些外销的西瓜，在成

熟度不够的时候采摘，导致生瓜上
市，西瓜口感不佳，也直接影响了
西瓜品牌的创建。”贺洪军说。

多项新技术有待推广

要提高西瓜品质和种植效益，
目前还有不少应用新技术值得推广
和应用。

贺洪军认为，蔬菜产业发展趋
势是“一控”、“双减”、“三个
基本”，“一控”就是控水，推行
节水灌溉；双减”就是减少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量；“三个基本”就是
畜禽粪便、秸秆和薄膜基本实现资
源化利用。

目前大棚西瓜为了追求产量，
过分注重氮肥，而磷钾肥和有机
肥、生物有机肥等使用的比较少。

贺洪军表示，为了减少普通化肥的
用量，提高养分吸收利用率，大棚
西瓜可以采用水肥一体化，这样既
能节水节肥，还能提高肥料吸收利
用率，提高西瓜品质。

贺洪军介绍说，秸秆生物反应
堆技术在大棚蔬菜种植中应用比较
多，但在西瓜上推广应用还不够。
如果在西瓜大棚种植沟里面铺设一
层秸秆，相当于给西瓜铺上一层
“褥子”，可以提高地温，促进西
瓜提早上市。

“大棚栽培的西瓜，也可以利
用有机基质栽培，能有效克服重茬
障碍，减少病害的发生，降低农药
化肥的用量。”贺洪军说。

特色品种的市场空间不能忽视

在瓜王大赛现场，有24组西瓜
参赛，记者统计了一下，大型西瓜

品种有20组。对此，贺洪军表示，
西瓜不应该只是大型瓜的天下，为
了满足消费多元化的需求，种植品
种也要多元化。

“现代家庭趋向小型化，一般
家庭也就是三四口人，十多斤的大
瓜一个家庭一顿是吃不完的，剩下
的瓜在冰箱冷藏后则会影响口感。
五六斤的小西瓜比较适合现代家庭
消费。”贺洪军说，“西瓜发展的
方向，应该是种好主导品种，积极
发展小型品种。”

对瓜农而言，种植小型瓜的效
益并不低，甚至超过大型瓜。一般
小型瓜亩产量能达到六七千斤，与
大型瓜差不多，但销售价格往往要
高。

专家认为，除了小型瓜，黄瓤
瓜等特色西瓜也有一定市场空间，
瓜农也可以适度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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