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 飞 燕 j f yan3651@163 .com

201 6年88月11 88日 星期四四

0 5 3 1-85 1 9 3 6 5 1

2013年2月1日，正是一年中最
冷的时候。一个叫时长青的3 0岁
青年，在邹城市峄山脚下沈庄村
东头的山地上来回踱步，思忖着
刚包下的300亩土地到底该如何经
营。

“当时压力很大，我把自己的
全部身家近100万元全部拿出来承包
了这片地，种植油桃、葡萄，身家
性命都赌上了。”回想起当时创业
的场景，时长青至今心有余悸。

第一年颗粒无收

“当时选择在峄山包地种林
果，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名气。我家
在江苏京杭大运河边上，这里的水
果以前运往南方都会经由我们那
里，听家里老人讲，峄山脚下百年
果树环山连片，上山村、下山村的
鸭梨，沈庄村的山楂、枣，留驾庄
村的葡萄都非常有名。”说起选择

在此创业的理由，时长青一脸坚
定。

命运总爱开玩笑，在包地的第
一年，时长青就遇到了恶劣气象灾
害，年初的一场极寒低温，导致种
下的油桃全部死亡。

祸不单行，随后的一场冰雹又
毁了大部分葡萄，第一年几乎颗粒
无收，整个果园面临着资金链断裂
的生死考验。这时陈景丽、郝德科
在了解情况后毅然向时长青伸出援
手，三人共同投资经营这个果园。

回想起加入的理由，陈景丽
说：“我们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
片土地种下了梦想，再加上看到了
时长青不服输的韧劲，我们决定加
入，不在乎赢利，我们要一起赢人
生。”

因地制宜搞种植

陈景丽、郝德科这两个“庄

稼 把 式 ” 的 加 入 不 仅 带 来 了 资
金，也带来了时长青亟需的技术
支持。

二人向时长青分析，包下的300

亩地多是沙壤土，通透性好、光照
充足适宜种植果树。但这片土地原
来是小麦田，由小麦田改成果树种
植田应先起垄改造，并对土壤进行
增肥改良，这样既能提高土壤抗旱
防涝的能力，又能培肥地力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

二人还根据多年的种植经验，
向时长青建议主栽品种应采取早、
晚熟品种搭配种植，保证四时皆有
果实出售，规避突发灾害造成满盘
皆输的风险。

除此之外，三人还对果园进行
了细致地规划，细到树形如何修
剪，留多大株距更通风透光，利于
果树生长……

蓝图从“纸上”落实到“地

上”，成功在向他们招手。

创新营销立口碑

郝德科介绍，整地、下种、除
草、施肥、浇地、剪枝等，他们整
天和十多名雇工呆在田间，吃了不
少苦。

苦尽甘来，他们种植的中油
1 6号桃，夏黑、阳光玫瑰葡萄，
丰源红杏尝起来带着花香，口感
清爽，甜而不腻。并且在出售时
仔细挑选，将最好的产品销售，
所 以 产 品 一 推 出 市 场 就 供 不 应
求。三位创客由此赚到了人生第
一桶金。

在营销方式上，三个人也是别
出新裁地推出了，交一万元免费吃
3年水果，五年后退换本金的创意
营销。“这种方式首先可以帮助我
们稳固资金链，农业生产是一个需
要长期才能见效果的产业，资金链

尤为重要；其次交钱的游客吃完水
果后，觉得不错，也可以帮助我们
宣传，起到口碑效应。”陈景丽
说，这种模式一经推出就吸引了26

名游客参与。
除此之外，他们还开拓了果树

租售项目，把树苗租给儿童，由他
们自己种植，一棵果树一年500元。
并且在树苗旁安装电子监控，儿童
可以在家里查看自己种植果树的生
长情况。

2015年初，积累了部分资金的
三位创客开始对园区进行了统一规
划，规划后，园区集种植、采摘、
养殖、餐饮、娱乐项目等一应俱
全。

时长青认为，作为一名年轻创
客，有梦想是最大的信念。“梦想
永远都在希望的田野上，只有心怀
感恩、砥砺前行才能赢得成功。”
时长青说。

合理搭配种植，四时皆有果售；认真进行规划，果园成了乐园

三位年轻创客种果树种出了名堂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相程龙

8月5日，笔者在高唐县固河镇
黄元子村西的一片果园里看到，几
处简易鸡棚掩映在果园中，一群群
金色光亮的笨鸡活蹦乱跳，在树荫
下、草丛中，四处追逐觅食。“在
果园下面养鸡，鸡粪可以作为果树
的肥料，既解决了粪便污染，又减
少了化肥用量，果树下面的虫子比
较多，鸡吃了不仅减少害虫，还降
低了养鸡的饲料成本，而且鸡肉还
很鲜嫩生态，仅养鸡这一项每年就
可收入五六万元。”果园主人李桂
全一边给鸡撒玉米粒，一边高兴地
向笔者介绍。

李桂全今年53岁，十几年来辛
勤经营着6亩果园。2010年，他尝
试笨鸡养殖，不足百只的笨鸡年产
蛋几千枚，毛收入竟达到了五六千
元，这个“实验结果”让李桂全喜
出望外。目前，他在果园里散养了
3000多只笨鸡。

“和市场上常见的鸡不一样，
我的鸡全部散养在果园里，没事儿
散散步，找找虫子和啄食嫩草，还
会飞到树上打个盹，完全的原生
态。不但鸡健康，鸡粪还可作天然
肥料，促进果树的生长，产下的笨
鸡蛋还能卖上好价钱。”李桂全乐
呵呵地告诉笔者。

说话间，一位中年妇女为给快
生孩子的儿媳补营养，从城里专程
赶来找李桂全买笨鸡蛋。

谈起笨鸡和鸡蛋的销售，老李
自豪地说：“俺的鸡除了给它们吃
玉米、大豆、麦子，其他饲料一概
不喂，好多人听说了都跑过来买俺
家的鸡和鸡蛋。笨鸡的市场售价每
斤20多元，鸡蛋每个一块二，卖得
特别好。”

据了解，6亩果园加上养鸡，
李桂全全年收入接近10万元。谈起
下步打算，李桂全计划成立一个生
态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把本村及邻
村果园养鸡户联合起来，实行统一
供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
饲养管理，统一产品销售的“五统
一”养殖模式，以果园为依托，搞
立体空间开发，走果园生态养殖致
富之路。 （郭洪广）

李桂全：

6亩果园养笨鸡

1年收入十万元

目前，正值大批露天土豆收获
季节，汶上县苑庄镇种植的1万亩
土豆喜获丰收。据了解，这些土豆
全部由当地的新丰苑蔬菜专业合作
社牵头，采用的是订单种植，土豆
销路很好，大个头的每斤能卖到
2 . 5元，每亩土豆可为种植户带来
10000元左右的收入。

图为新丰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社员们正在装车外运土豆。

(何西荣 摄)

昔日藏在深山、无人问津的小
野果欧李，却成了小村致富的小金
果。笔者日前从北京市平谷区东高
村镇南宅庄户村获悉，经过4年多
的移植，南宅庄户村已成为一处规
模种植欧李的村庄。目前，该村已
有40亩欧李进入采摘期，持续至9

月结束。市民下乡除体验采摘外，
还可以品尝到该村推出的鲜榨欧李
果汁、欧李水果面条等产品。

植株仅半米高、果品形状似樱
桃、颜色有红有黄……笔者在该村
欧李种植试验园区，见到了这种小

果实——— 欧李。据了解，欧李又被
称为中华钙果，隶属于世界第三代
水果，零星生长在华北地区的山林
之中，市面上很难见到大规模的销
售。“在平谷沿山地带可以见到，
以前平谷的老百姓有上山摘着吃
的，但没有商品化销售。”区农委
主任李小丰介绍，四年前这些隐藏
在深山的果树移栽到南宅庄户村，
开始结果小，口感不好。

4年前，山西农业大学与南宅
庄户村合作，该村开始建设了一处
集研发、育苗、种植、生产、推

广、深加工为一体的现代化欧李种
植试验园区，占地面积168亩，共
育苗4万株。“世界上第一代、第
二代水果的作用仅仅是提供给人果
腹作用，而发展到第三代水果，给
人类提供更多的是保健作用。”山
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博士后穆霄鹏
说，欧李果以富含易于人体吸收的
活性果酸钙闻名，是儿童、孕妇、
老人补充钙质的首选水果，它的补
钙效用已经过临床试验得以证明。

“欧李果在全国目前的种植面
积仅有10万亩，由于它还未达到量

产，因此还没有在市面上大量销
售，目前以采摘为主。”经过4年
的试种，如今品种多达10余种。其
中有适宜鲜食的农大6号、7号20

亩，农大6号，成熟期为每年8月
初，成熟单果重量可达8克左右，
每公斤120元；农大7号果，成熟单
果重量可达12克左右，每公斤140

元；其余燕山1、2、3号等品种40

亩，每公斤100元。
此外，该村今年还在桃树上嫁

接欧李，预计明年挂果。“欧李属
于灌木植物，低矮，不易于劳作和
采摘，在桃树上嫁接后，除了易于
采摘和劳作外，还能够有效降低欧
李酸度，增加甜度，改善口感。”
穆霄鹏说，今年，欧李园在800余
棵桃树上成功嫁接欧李苗，存活率
高达9 8%，长势良好。明年挂果
后，既可方便游客采摘，又能极大
减少病虫害，提高产量。（杨旗）

小野果驯化成了致富金果
京郊，人工栽培的欧李果每公斤能卖一百多元

跟着合作社种土豆

价格好销路更好

想致富，就得因地制宜找到
对路的好项目。近两年来，临朐
县蒋峪镇瞅准芝麻生长周期短、
耐旱、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
鼓励当地农民利用山岭薄地种芝
麻。他们以潍坊瑞福油脂股份有
限公司为依托，由临朐节节高芝
麻种植专业合作社牵头搞种植。
合作社统一发放良种，免费提供
技术指导，实行保护价统一收
购，最低保护价比市场价高出2-
3元。短短两年时间，合作社芝
麻种植面积已达3000亩，平均亩
产300斤，亩收入达2400多元，
帮助全镇20多个建制村160个贫
困户实现脱贫。

图为种植户正在查看芝麻长
势。

(窦长君 摄)

只要项目选得对

小芝麻照样能做大
8月9日，在阳谷县大布乡薛楼

村的葡萄庄园内，市民正在采摘自
己认养的藤稔葡萄。今年春天，该庄
园通过微信发布认养信息。市民认
养葡萄树后，闲暇时可以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从事修剪、施肥、浇水
等管理活动，平时则可通过微信了
解葡萄树生长情况。等到葡萄成熟
时，市民凭“认领卡”到葡萄园收获
成熟的葡萄。信息发布后，受到广
大市民的追捧。（陈清林 摄）

农产品营销出新招

葡萄认养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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