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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阳谷县石佛镇魏庄村特
色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片绿油油长势旺盛的芦笋，一群
群红里透亮的土鸡在芦笋地里追
逐、嬉戏、寻食，有的在低头吃
草虫，有的在伸着脖子吃芦笋花
籽，有的则蹦跳着啄食飞着的蛾
子。

“鸡吃芦笋花籽和虫蛾下的
蛋不但香，而且营养价值高，一
个卖1 . 5元还很抢手，都是客户找
上门来买，供不应求。”种植园
主人胡海英说，芦笋地里空气新
鲜，食源营养丰富，土鸡长得快
肉质好，而且节省饲养成本，还

减少了虫害，鸡粪还可以肥田，
促进芦笋生长。

今年4 2岁的胡海英和丈夫单
丰明老家在河南，2015年在朋友的
推荐下，来此安家落户。他们在
魏庄村承包了180余亩绿化带及延
伸 地 ， 种 植 果 树 、 芦 笋 、 西 兰
花、毛豆等，还在芦笋地里放养
了3000多只土鸡，实行生态循环种
养，实现一地多收，提高了土地
的利用率。“除果品、芦笋、西

兰花和毛豆每亩能纯收入七八千
元外，散养的3000多只土鸡还能额
外收入10多万元。”胡海英高兴地
说。

为提高芦笋的附加值，胡海英
和丈夫还对芦笋进行深加工，在不
影响芦笋作为蔬菜销售的情况下，
利用芦笋毛尖加工芦笋茶。“加工
出来的芦笋茶不仅带有浓郁的芦笋
清香，还具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单丰明说，一般的芦笋茶每斤四五
百元，上乘的每斤能卖上千元。现
在，他们正在申请“大运河芦笋香
茶”商标，想把芦笋打入高端市
场。

“我们还准备成立种植合作
社，扩大种植规模，实行“党支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发
展特色种植、养殖、加工、观光旅
游等产业，带动更多的村民和困难
户增收致富。”对未来的发展前
景，胡海英和单丰明信心百倍。

（陈清林 郭学勇）

从“卖菜大王”到“种菜专
家”，王登华的身份转型用了三年
时间。

“最近早晚温差大，除草、掐
枝、病虫害防治，都得加把劲儿。
九号棚西葫苗有点卷叶，得喷点药
处理下。”近日，在聊城市茌平区
冯屯镇业屯村保华菌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基地内，王登华和种菜专业户
赵廷江蹲在高标准冬暖棚里，边交
流边查看西葫芦的长势。现在，王
登华是保华菌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社长，还是当地有名的种菜行家。

今年47岁，在家排行老三的王
登华人称“王老三”。上世纪90年
代，初中毕业后的王登华跟着父亲
在济南、北京等地贩菜，这一干就
是20多年。靠着诚信和吃苦耐劳，
他慢慢在北京打响了“王老三蔬
菜”的名号。

2015年6月，王登华回家养病，
看到家乡发展现状的他下决心为家
乡做点实事。“乡亲们还是以种植
传统作物为主，收益很低，我就想
在土地上做文章，希望能给他们带
个好头。”王登华说。他在北京有
市场有销路，收购外地的菜不如自

己种菜，一是可以严格控制菜的质
量，二能带着乡亲们脱贫致富。
2015年，王登华几乎倾尽所有积蓄
建起了2 0多个蔬菜大棚搞种植实
验，年底他又联合村民成立保华菌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22座蔬菜
大棚，带领乡亲们一块转型。

“不管什么蔬菜品种，市场上
永远都欢迎生态健康菜。”有着多
年销售经验的王登华从开始建棚就

直奔绿色生态主题，并瞄准最先进
的种植技术。“运用先进技术不仅
能提升蔬菜品质，也能节约人工，
管理40多个大棚仅需20个工人。”
王登华说。西葫芦一年能结7个月
的果，合作社年产蔬菜可达800万
斤。

隔行如隔山，返乡创业初期，
由于不懂技术和管理，王登华吃过
不少苦头。2016年，由于气温、管
理等原因，西葫芦眼看到了收获
季，却开始裂果，王登华不得不将
大棚里的西葫芦全部摘下扔掉。
“当年我赔了30多万元，心疼得我
睡不着觉。”这次经历，让王登华
下定决心自己学好种菜技术和管
理。此后，他先后到寿光等地学习
育苗、种植和田间管理技术，并请
来专家上门指导，再加上自己不断
摸索，王登华逐步成了半个“专
家”。

“随摘随卖，上午摘的菜下午
就能到北京。”王登华说，依托自
己北京的市场资源，合作社的蔬菜
根本不愁卖。去年，合作社还申请
了“王宝华”商标，并把“王老三
蔬菜”外包装申请了国家专利。由

于品质好、无公害，如今保华菌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菜源源不断地
运进北京。“每棚蔬菜年收入约8

到9万元。”王登华说，从2018年夏
天开始，合作社尝试越夏棚种植西
红柿、黄瓜等高温蔬菜，效益可
观，受到种植户欢迎。

“没有‘王老三’我的腰包鼓
不起来。”三楼村种植户李兴荣
说，他去年一个棚纯收入10万元，
今年跟着王登华做“越夏不闲高温
棚”，镟地、施肥、闷棚一体化操
作，硬是多挣了一茬蔬菜钱。

除了带动蔬菜种植户，蔬菜产
业衍生的务工机会也让周边不少农
民的腰包鼓了起来。菜刘村55岁的
村民谢华靠着在合作社打工，每天
能挣近百元，原本困难的家庭也渐
渐有了起色。据了解，合作社蔬菜
种植基地的40余个大棚，吸纳周边
村庄50多人来务工，为此，王登华
每月要支出劳务费12万元。

“下一步要做大做好绿色蔬菜
品牌，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并计划
建一处蔬菜批发市场，让更多城里
人来这里吃上新鲜健康的蔬菜。”
王登华说。

王登华：京城卖菜有了销路 返乡种菜成了行家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刘明明

▲王登华正在和社员在大棚里整地。

近日，记者走进单县高韦庄镇
李子园村村民司全军种植的恒温果
蔬大棚，只见两名技术人员正在测
量果棚的温度。“长果桑是热带水
果，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一般都是
通过恒温大棚来种植。对温度的控
制，是影响长果桑生长和挂果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司全军介绍
说。

2018年初，司全军租种了村里
30多亩复垦田搞桑椹种植。他在果
品选择上动了一番心思。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水果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只有口感和品相上乘
的桑葚，才能赢得客户的青睐。鉴

于司全军对客户需求的了解，在烟
台技术员林玮民的推荐下，他将目
光投向了桑葚新品——— 台湾长果
桑。

“台湾长果桑是一种热带水
果，成熟期早，一般在4月份就能
成熟进入市场，能有效避开水果
上市的高峰期；同时，长果桑葚
甜度高，含糖量在20%-25%，果实
呈紫红色，长约1 5厘米左右，口
感品相俱佳，是当地稀缺的水果
品类。”司全军介绍说，基于这
两点优势最终他选择了台湾长果
桑这个品种。

2018年4月，司全军从烟台一家

果蔬生产基地购进了2000多棵长果
桑果苗，开始种植。“一亩地大约
植70多棵，可根据种植需要调节密
度。之后，就是施肥、浇水、修剪
枝条等环节，在技术管理上，甚至
比普通的桑葚种植更为简便。唯一
不同的是，由于是热带水果，长果
桑需要大棚种植，大棚上面还要覆
盖一层棉被。在冬季，工人们每天
早上拉开棉被，以便长果桑充分吸
收阳光，到了晚上7点左右，则要
拉上厚厚的棉被，保持果棚里的温
度，否则长果桑很容易在冬季被冻
死。”司全军介绍，平时，果园里
一般都会有十几位工人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测量棚温，浇水、除草
等。长果桑果苗每棵价格在二三十
元左右，种植后能连续结果10-20

年，每年结3茬，一般第一茬亩产
在5000-6000斤，第二茬一般在2000-
3000斤，到了第三茬，一般只能产
出800-1200斤。现在，司全军种植
的长果桑已经结了5茬果，每公斤
果实价格在100元左右，主要销往北
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的高端市
场。

“台湾长果桑浑身是宝，除了
果子美味可口，深得顾客青睐。它
在春天生出的嫩叶，以及秋后被霜
打过的叶子，都可以用来炒制茶

叶。具有降三高的良好功效。”司
全军指着一片片迎风招展的硕大的
桑叶介绍说，“长果桑的嫩叶，目
前市场价在每斤3元左右。”种植
长果桑一年多来，司全军初步尝到
了甜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长果
桑这个优良果品就为他带来了400多
万元的好收益。此外，这片长果桑
大棚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收入。除
了土地流转租金，当地村民还参与
这片基地的田间管理以及果实采
摘、加工等工作，获得一定的劳动
报酬。

凭借技术和市场资源，2019年
初，司全军吸收技术员林玮民入
股，他们教当地村民种植桑葚，力
求让更多村民加入这一致富项目。

目前，司全军正打算借助单县
发展全域旅游的契机，由单纯的长
果桑销售开始转型，走“农旅结
合”的路子，吸引游人走进这片果
桑大棚，体验采摘乐趣，将高标准
果桑大棚打造成集采摘、游玩为一
体的休闲庄园。

南果北种种啥好？

司全军种植长果桑效益真不错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谢丽

种芦笋养土鸡，笋嫩蛋香；掐笋尖制茶叶，效益喜人

“外来夫妻”念活田园“致富经”

胡海英(左二)正在和工人打
理外销的芦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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