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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农民种出别样“鸡毛菜”
它让当地特色小吃塌煎饼馅料换了新

郯城县花园社区农民柏春的菜
园里有一种另类的“鸡毛菜”———
每年6-8月间播种，25天左右就被采
收的甘蓝苗。

柏春拥有2亩土壤肥沃的大拱
棚。5年前的夏天，他听到塌煎饼
摊主们抱怨：新鲜的甘蓝老是缺
货。

塌煎饼是郯城县传统的特色小
吃。从年头到岁尾，大街小巷随处
都有用中间凹、四面凸的小鏊子塌
煎饼的摊点。

多种含水量少的菜品混搭馅料
均匀摊在两张薄如纸张的煎饼中间
压平，放到抹油烧热的鏊子上正反

两面煎至焦黄，味道美极了。
甘蓝菜是食客们最喜欢的塌煎

饼馅料之一。当地的甘蓝供应旺季
在5月份，过后的6月中旬至9月中
旬，鲜有甘蓝应市。市场上长途贩
运而来的外地甘蓝，大多是货架期
长、适宜远途运输的“铁头”系列
品种，叶球特别紧实，口感较差，
不受待见。

于是，柏春针对塌煎饼摊主的
需求，在大拱棚上实行农膜、遮阳
网双层覆盖，棚下深挖沟浅建畦，
栽植越夏甘蓝。

尽 管 如 此 ， 甘 蓝 的 多 发 病
害——— 霜霉病、软腐病还是难以控

制，导致甘蓝产量与质量双双下
降。连续种植两年，经济效益都不
理想。

前年麦黄季节，原打算种植鸡
毛菜的柏春，误播了甘蓝种子。他
把舍不得扔掉的甘蓝苗当作鸡毛菜
食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体验：与
结球甘蓝相比，甘蓝苗的味道一点
都不差！

柏春将甘蓝苗推荐给塌煎饼摊
主试用，竟被告知：食客们高度认
可！

于是，柏春决定种植甘蓝苗。
他统计了塌煎饼摊主们的每日需求
量，匡算出用地面积，然后分期分

批、每隔5天播种一次。播种后20

天就开始挑选大棵苗销售。再过5

天清理场地，播种接茬作物。用这
种方法，甘蓝苗单季亩产量超过了
1200公斤，售价比结球甘蓝销售价
格的峰值还高。

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约100天的
时间里，原来只能完成一季越夏甘
蓝的种植，现在可以种、收4批甘
蓝苗，累计亩产4800-5000公斤。售
价、产量以及经济效益均超过同时
段的越夏结球甘蓝。

甘蓝苗取代越夏结球甘蓝，柏
春体会到至少有两大好处：

第一，常见病害极少。

甘蓝苗生长周期短，霜霉病、
软腐病等病害来不及滋生蔓延，从
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确保甘蓝
苗无毒无害。

第二，便于安排后茬。
菠菜是塌煎饼食客们喜欢的又

一种馅料。它在夏季及初秋种植，
最忌高温下的热雨。柏春充分利用
大拱棚已经具备的避雨降温功能，
从农业部门购来K7等抗热菠菜优良
品种，与甘蓝苗接茬轮作，让菠菜
与晚些时候播种的甘蓝苗一同上
市，形成黄金搭档，博得了塌煎饼
摊主们的喝彩。

(夏绪乾)

今年57岁的张体存，三年前是
年薪10万元的公司项目经理，事业
正红火时，他选择返乡种地，要种
好吃的瓜果。

同事劝说，家人埋怨，公司领
导挽留，他只撂下一句话：“在外
再好毕竟是打工，回家乡创业心才
踏实。”铺盖一卷，他回到了老家
郓城县郭屯镇魏楼村。

壁蜂催开樱桃红

张体存的女儿嫁到了沂源，种
植的2亩樱桃每年收入都在8万元以
上。经过前期调研，张体存发现本
地没有大面积栽培樱桃，就坚定了
栽植樱桃的信心，并四处取经：去
省果树研究所、河南濮阳请教，到
山东农业大学学习，先后八次到临
沂拜访果树知名达人徐明举。

通过考察和学习，张体存掌握
了樱桃的市场行情和发展前景。他
首次流转100亩土地，花了10万元从
泰安买来了4000多棵红樱桃苗子，

建起了40亩的樱桃园。
一石激起千层浪。魏楼村人有

为他担心的，也有说风凉话的，都
知道樱桃好吃树难栽，搞不好万一
赔了咋办？对此，张体存自信地
说：“您放心，我不认输！”

2019年，张体存参加了在泰安
召开的“中美甜樱桃产业国际高层
论坛会”，期间，他学到了先进的
管理技术，并学以致用。今年是樱
桃第一年挂果，为了增强授粉率，
增加挂果，张体存在樱桃园里养殖

了一万头壁蜂，通过壁蜂来提高樱
桃授粉率。这一招还真灵，40亩樱
桃坐果喜人，枝枝满串，为樱桃丰
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种桃种梨种甜蜜

张体存说：“种植樱桃是我的
一个梦想，我要让瓜果园里空气都
是甜的，有红樱桃、黄梨、绿葡
萄、紫甘蓝，五颜六色，跟画一
样。”2019年，张体存流转的土地

达到170亩，如今已栽植桃树60亩、
樱桃40亩、优质苹果和梨树10亩、
种植大棚西瓜优良品种“糖见羞、
甜王”3亩、大棚葡萄20亩……做
到了成方连片种植，品种优而多，
还带动村里的人一起经营这项“甜
蜜的事业”。

如今，三年心血浇灌的葡萄、
樱桃、桃树进入了挂果期，看着棚
下的西瓜一天天长大，张体存老两
口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说起今后的打算，老张笑着
说：“现在樱桃、葡萄、西瓜、桃
子集中上市了，打算搞个采摘节，
让更多的人品尝甜蜜瓜果。镇党委
领导和俺村‘两委’都非常支持，
他们经常来我的瓜果园给出主意、
想办法，还请了专业团队给俺策划
设计采摘实施方案。”

(车先申 李瑞丽)

辞职回乡，创业看五旬老张
流转土地170亩，种起樱桃、苹果、葡萄

“前几天刚卖了十几只羊，
其中光一只120斤重的母羊就卖了
3000多元。”郑富平说，卖掉这
批羊后，家里还有60只黑山羊和
23头黄牛。

穿着一件红色运动上衣，理
着短平头发，话语间夹杂着笑
声，郑富平给人的印象既精神又
自信。然而，对于 4 1岁的他而
言，如今的“牛”生活来之不
易。

家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天
台镇环溪村的郑富平，17岁时因
突发性眼神经萎缩，视力仅为
0 . 1。2013年，因难以忍受贫困和
疾病，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他和
两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那
个时候真的快撑不住了。”郑富
平说。

2014年，郑富平家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看着家徒四壁
的屋子和老老小小，骨子里好强
的他不再消沉，要寻找脱贫致富
的法子。

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上听
到一位残疾人养牛致富的故事。
“当时触动很大。”郑富平说，
难以想象一位无法走路的残疾人
居然把养牛做成了上千万元的产
业。此后每晚7点，他都会准时
坐在电视机前“听”养殖故事，
学习方法和经验。

“听到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
要给牛羊吃中草药，增强它们的
抵 抗 力 。 ” 慢 慢 地 ， 郑 富 平
“听”来了致富经，“摸”到了
致富门路，也开始尝试养殖牛

羊。
环溪村山高林密，树青草

绿，有很多种天然的中草药。虽
然眼睛看不清，但郑富平从小长
在山里，对周边环境十分熟悉。
在父亲的帮助下，他每天都去采
中草药，早上4点不到起床，把
前一天打好的草和中草药放在一
起煮熟给牛羊吃。

越养越精的郑富平还会根据
牛羊的呼吸声判断它们的健康状
况。摸索出了养殖经验和窍门，
养殖规模也越来越大。2017年，
袁州区农业农村局给郑富平建了
一个能养50多头牛的新牛棚。当
年，郑富平收入超过10万元，成
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去年，出栏黄牛就 1 0来

头，每头800多斤，每斤45元，毛
利就有36万余元，刨去成本等，
去年赚了10万多元。”郑富平不
仅靠养牛羊脱了贫，还走上了致
富路。

住在郑富平隔壁的贫困户潘
其精，曾经瞧不上郑富平，去年
却找到他学习如何养羊。

“你如果相信我，就跟着我
一起养。”郑富平答道。在郑富
平的帮助下，去年潘其精养羊收
入万余元，预计今年还会更多。

“我曾经遇到的困难很多，
但帮我的人更多。”郑富平说，
自己计划在山上再新建一个鸡棚
养土鸡，把自己的日子越过越
“牛”。

(来源：新华社)

“听”来的致富经 “摸”出的“牛”生活
“牛夏天怕雨水、冬天怕刮风，

每天给它们吃什么、吃多少，都有
讲究。”近日，笔者在河南省沈丘县
卞路口乡赵庄村见到赵沛阳时，他
正在给村民讲解饲养技术。

“2011年，我大学毕业后到电
器公司干了几年。后来，看了中
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期养牛致富节
目，我决定返乡养牛创业。”一
段简短的自我介绍后，赵沛阳领
着笔者来到他的养牛场，“这里
有夏南牛、西门塔尔牛，还有我
们本地的黄牛。刚卖出一批，现
存栏390头，其中，母牛230头，年
产牛犊近200头。”

赵沛阳养牛已经有 3年时间
了，对他的“牛宝贝们”可以说
是了如指掌，不论是品种、数量
还是习性，他都能脱口而出。

“刚开始养牛时，我没有经
验，全凭着一腔热情。”赵沛阳
说，2016年，第一批牛运回来没几
天，就有几头生病了，他干着急
没办法。“后来请教了兽医才知
道，是水土不服引起的应激反
应。幸亏治疗及时，最后都恢复
了健康。”赵沛阳说。

虽说有惊无险，可赵沛阳还
是从中汲取了教训，他总结：
“养殖是个精细活，必须尽快成
为行家里手。”驱虫、防疫，他
向专家请教；喂料、打扫，他与
工人一起干；饲料粉碎、饲料配
比，他看书学、上网查……

“利用青贮技术养牛就是我
从网上学来的。”赵沛阳算了一
笔账：一开始，他给牛喂的是收
购回来的花生秧，一斤大约 0 . 2

元。现在喂的是青贮玉米秆，一
斤成本还不到5分钱。利用青贮技
术养牛，大大降低了成本。不仅
如此，玉米秆经过青贮，富含乳
酸菌，喂出来的牛品质更好。

2017年，赵沛阳的养牛场出栏
肉牛160头，除去成本，每头牛利
润达3500元，纯收入达50多万元。
后来，村集体筹资30万元入了股。
到2018年，赵沛阳的养牛数量已达
400多头。

规模大了，随之出现的就是
污染问题。400多头牛，每天光牛
粪就有4吨，粪池里堆得满满的，
下雨时四处流淌，工人脚上身上
经常沾有牛粪。

“为此，我在村里流转了200

多亩地种植玉米，把牛粪作为玉
米的肥料，把玉米作为牛的饲
料，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实现
了安全绿色养殖。”这种“变废
为宝”的思路，为赵沛阳发展循
环产业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着
手探索用牛粪种植双孢菇，延长
产业链，并成立合作社，开创
“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的发
展模式。

“村集体去年分红两万多
元，为村里的主干道安装路灯90余
盏。”赵庄村党支部书记胡绍永
说，最重要的是，养牛场带动了
村里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农户加入合作社得到了更
多实惠。”赵沛阳说，只要村民
愿意养牛，他将免费提供牛犊和
青贮饲料，并上门开展技术指
导，帮助乡亲们在家门口赚到
钱，过上好日子。 （韦伟）

返乡当“牛倌” 做大“牛”事业

郑富平在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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