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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单县李田楼镇魏牌
坊行政村孙庄自然村西南地的枣园
里，十几名自驾游游客正兴高采烈
地摘食冬枣。“个大肉肥，又脆又甜，
这枣子真好吃！”游客张璐说。

听到游客的夸奖，枣园主人马
印宝高兴地合不拢嘴。马印宝种植
冬枣已近20个年头，随着种植管理
技术的不断创新，枣的个头越来越
大，品质也越来越好。

今年53岁的马印宝曾是村里有
名的木匠，与冬枣结缘，源于堂哥
的一句话。2000年春天，在济南工
作的堂哥告诉他：“沾化的枣每斤
卖到了30元，你脑子活，应该试种
一下。”“一斤枣可卖30元，一棵
树 可 结 几 十 斤 枣 ， 就 是 千 把
块……”马印宝的小算盘打得激情
澎湃、信心倍增。于是，他从滨州
引进了400棵枣树苗，栽在了自家
的责任田里。马印宝的父亲和弟弟
也一同栽了400棵。从此，马印宝
把枣树视为宝贝，常常到枣园里转
转看看。转眼间，枣树逢春发芽，
他却惊异地发现，枣树叶子曲曲弯
弯，像烫发似的，而且几乎每片叶
子上都有小眼儿。

马印宝一时束手无措，速赴滨
州求医问药。回来后，他按照讨来
的方子给枣树灭虫治病，叶子总算
长出了好形状。第二年，又到枣树
吐芽时，马印宝不敢怠慢，提前预
防病虫害，效果非常明显。每天看
着绽放枝头的绿油油的嫩芽和密麻
麻的黄花，马印宝像提前吃了甜
枣，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然而，马印宝却让“枣核噎住
了”：枣树落花如雨，坐果率极
低。

枝头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父亲
和弟弟决定不再种植枣树，全部转
让给了马印宝。妻子王凤革坚决反
对，对马印宝说：“枣树种不成，
还耽搁了种粮食，全家人喝西北风
呀！”

马印宝不这样想，把妻子话当
成了“耳旁风”。其实，接过父亲
和弟弟的枣树后，马印宝并不轻
松。他买来了管理枣树的科技书
籍，认真学习。

第三年，马印宝的枣树上终于
挂上了成熟的枣。可接下来的几年
间，坐果率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
果。

马印宝还是向成堆打摞的书本
要成果。管理冬枣的一个最重要的
技术环节就是环剥，起初，他掌握
不了剥皮的大小深浅，不是把树剥
死，就是没有效果。“如果环剥刀
口愈合的早，结的枣都会被顶掉，
发现一直愈合不好，还要马上用胶
带缠上，保住水分和温度。”马印
宝说。

除了保芽、环剥，马印宝还掌
握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要领：摘
芯。他认为，叶子一出来必须摘
芯，一条新枝一般留两三个芯，起
到疏果的作用。

到了第9个年头，马印宝的枣
园亩均收入达到了8000多元。果实
产量上去了，马印宝又在枣的品质
上下功夫。每年，他特意选出数棵
枣树做实验，对比施肥，总结了一
套提高果实甜度的方法：多施钾
肥，兼施豆饼、鸡粪等有机肥。

采访时，笔者在枣园里意外发
现多棵枣树与众不同，同一棵树上
结了两种不同的枣儿。马印宝说：
“这是嫁接成果，一棵树可以帮助
周围10多米内的树授粉。”

2016年秋末，经历了一场连阴

雨，枣子落了三分之一，马印宝心
疼坏了。于是，他投资20万元，为
一多半的枣树搭上了日光恒温大
棚，抵御了疾风暴雨灾害，实现地
下甜水智能滴灌喷洒，防护纱窗减
少了病虫害，并延长了果实成熟
期，增加了果实甜度。

经过18年的精心管理，目前，
马印宝的枣树已达到1000多棵，一
等果每斤卖到了20元，二等果也要
16元，每亩收入达到2万多元。

马印宝把一间旧房改成了冷
库，保鲜储存一等果，赶在春节出
售，每斤能多卖10元。

马印宝还申报了家庭农场和绿
色“寿枣”商标，做成了特产礼品
盒，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把冬枣卖
到了上海、南京等地。

马印宝和妻子还在枣林下散养
了“枣花鸡”，游客需提前预约，
方能品尝到地锅鸡。国庆节、中秋
节是马印宝“家庭农场”自驾游最
红火的黄金季，30%的冬枣可在枝
头上被游客摘取，高价出售。“依
靠国家富民政策的滋养，俺家的生
活才能像‘寿枣’一样甘甜！”马
印宝激动地说。 （刘厚珉）

罩大棚 建冷库

马印宝种冬枣，连摘带储效益好

10月23日上午，汶上县俊杰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跨国作业出征仪
式在汶上县俊杰农机4 S店成功举
办。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新形
势下，汶上县农机部门抓住机遇，
大胆作为，不断开拓农机作业服务
新市场。近日，汶上县俊杰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与柬埔寨壹燃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即将走
出国门前往柬埔寨开展水稻收获作

业。
据介绍，本次“远征”共出动

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10余台，预
计作业面积5万亩，实现作业收入
400万元。

本次跨国作业，开辟了该市农
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新大陆”，使
该市农机事业发展搭上了“一带一
路”的快车，为该市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基
础。 (张星 刘国恩)

农业生产

莫忘“秋后算账”
笔者在农村走访时，每每问

及农民朋友一年收入有多少，是
增收了还是歉收了，增收的原因
是什么，歉收的根源是什么时，
他们大多说不出来。

在大多数农民朋友眼中，一
年生产已到头，大局已定，算不
算经济账，搞不搞生产总结，都
是抢不走、拿不来的了，何必多
此一举。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
的，因为不记账、不算账、盲目
投入、没有成本意识，一年到
头，种子、农药、化肥、农资等
投入了多少，土地收益了多少，
经济效益如何，连自己也说不
清。因为不进行生产总结，在生
产投入中，哪些投入比较合理，
哪些投入偏高或偏低，在生产过
程中，科技的贡献率有多大，什
么作物依靠科技提高了单产和总
产，心中没有底。而这些因素恰
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因
素。

农业生产“秋后算账”就是
对一年来农业生产方方面面的情
况进行回顾和总结，通过仔细的
分析，真正掌握增产增收的规
律，找到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明
白减产歉收的根源，从而进一步
调整来年的种养结构和经营思
路，为夺取新一年农业增产增收
打下坚实的基础。 （鲁庸兴）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好，节
水、节肥效益高。”10月20日，阳谷
县阎楼镇大刘村菜农沈春玉边采摘黄
瓜边高兴地介绍说。

今年38岁的沈春玉和丈夫在流转
的土地上建起2个占地8亩的蔬菜大
棚，种植黄瓜、辣椒、芹菜等，采取
水肥一体化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平
均亩效益2万多元，同时，带动本村5

户村民种菜增收致富。目前，全县推
广“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12 . 5万
亩，节本增效8 . 9亿元。

（陈清林 刘月洁 摄）

新形势带来新机遇

汶上农机合作社走出国门

水肥一体化 节本又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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