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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有特色，管理有一套

他种葡萄和别人不一样
山东省农科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将他的葡萄园列为农业信息化提升
示范点，山东省农广校多次组织学
员到他的葡萄园参观学习，他种植
的葡萄 1斤卖二三十元还供不应
求……5月22日，记者慕名来到济
南市济阳区回河街道张高村葡萄种
植户张强的葡萄种植园，看看这个
葡萄种植高手是怎样种葡萄的。

心系乡土，

回村种植特色葡萄

今年42岁的张强，种葡萄之前
在济南做水电暖工程，虽然一年二
三十万元的收入不算少，但从小在
农村长大的他总有挥之不去的农业
情结，内心对于土地、农村有着深
深的眷恋。2013年，在家人的支持
下，张强回村包了12亩土地，建起
4个大棚开始种植葡萄。

“咱家的葡萄很有特色，是极
晚熟品种——— 冰美人。”张强介
绍，这种葡萄开花、结果的时间和
其它品种一样，但成熟期较长，有
7个多月。每年中秋节，别的品种
早已下架，“冰美人”这时才陆续
成熟，从中秋一直卖到春节。“这
种葡萄成熟后不用采摘冷贮，挂在

藤上随摘随卖，自然保鲜而且摘得
越晚口味越好。”说起“冰美人”
的特点，张强很是自豪。

追求品质，

科学种植上下功夫

小满时节，“冰美人”刚刚结
上米粒大小的果子。张强一边陪着
记者在棚内参观，一边安排妻子郑

凤霞：“这两天就和大伙儿开始疏
果吧，不怕慢，一定要干仔细。”

“冰美人”葡萄头年栽，第二
年就能挂果，盛产时亩均能达8000

多斤，但张强每亩只留3000-4000斤
果。对此，张强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水果市场竞争很激烈，消费
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果树吸
收养分的数量是有限的，限量提质

是一种必然趋势。”
张强介绍说，一棵葡萄他一般

留4个枝，其中两个枝挂果，另两
个枝培壮，作为来年的挂果枝。不
管枝子结了多少串葡萄，他每枝只
留三四串。而且，每串葡萄都要进
行疏果，保证每一粒葡萄都能得到
充分的光照。成熟后，一串葡萄也
就一斤半左右。

记者发现，张强家葡萄的叶子
格外大，像稍小点儿的蓖麻叶子。
张强解释，他家的葡萄“吃”得很
讲究，每年摘完果都要上一次月子
肥 ， 而 且 只 用 豆 饼 和 有 机 肥 。
“吃”得好，长得壮，加上棚内挂
了黄、蓝板防虫害，棚里基本没有
病虫害。

美味葡萄，

用上高科技管理手段

“回河街道，有好几户种‘冰
美人’的，光张高村，在张强的带
动下就发展了近百亩。但从葡萄的
品质、种植方式上来说，张强这儿
是数得上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孙家波，去年曾
在回河街道挂职任科技副镇长，他
对张强的葡萄种植很是认可。

“我们主要在物联网、智慧农
业 上 给 予 这 些 种 植 户 一 定 的 帮
扶。”孙家波介绍，现在张强的葡
萄大棚内已安装上了摄像头、传感
器，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知晓棚内空
气、土壤的温度、湿度等。最近，
院里还要帮他在棚里安装现代化的
滴灌和渗灌设备，到时候他的葡萄
种植将会更加科学、便捷。

张强介绍，为了更好地发展，
2016年他注册成立了晨旭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2018年，他着手打造自
己的品牌，提交了“冰凌天下”商
标申请，2019年获批使用。

“现代农业已不是简单的施
肥、浇水、除草，要想做大、做
强 、 做 好 ， 需 要 不 断 地 学 习 进
步。”张强说，现在自己是越干
越觉得知识不够用。最近一段时
间，各地网络直播搞得很红火，
弄得他心里很痒痒，也想好好学
一学。

“今年秋天，葡萄成熟后，我
也要通过网络直播等现代营销手段
让 更 多 的 人 知 道 我 的 ‘ 冰 凌 天
下’，品尝到它的美味儿。”张强
充满自信地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省农科院专门在张强的葡萄大棚内安装了信息采集设备。

“我们西张林村，有60亩地种
植了富硒紫小麦。看，那麦穗上的
紫色一天一个样，秸秆也在跟着气
温升高逐步变化，紫里透红若隐若
现。”5月28日，在郯城县马头镇
双兴社区西张林湖片，郯城千村生
态种植合作社社长吴青保向笔者介
绍即将成熟的富硒紫小麦情况。

去年，吴青保从群众手里流转
了60亩土地作为试验田，种植了富
硒紫小麦，并以每斤1 . 6元的价格
与中国忆科国际种业有限公司签订
回收合同。眼下麦收在即，富硒紫
小麦长势喜人，预计比正常小麦每
亩多产200斤，增收300多元。种植
富硒紫小麦不仅投入少成本低价
格好，而且穗头大产量高品质
优。而且，富硒紫小麦微量元素
的含量是普通小麦不能比拟的。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富裕的
人们越来越注重营养和健康，紫
小麦的种植迎合了广大老百姓对
健康饮食的要求。

吴青保介绍，富硒紫小麦虽然
是小麦的一个新品种，但它在种植
管理上与普通小麦没有什么两样，
对土壤和气温等要求也不高。再
者，由于富硒紫小麦是野生小麦的
杂交品种，所以它抗旱、抗病、抗
逆特性好，还有节水、优质、高产
等特性，加工生产出的面粉、麦
片、面食等食品带有本品种自然生
成的紫色，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郯城县马头镇双兴社区周围村
的群众和西张林村民亲眼目睹了富
硒紫小麦长势，纷纷上门打听想加
入合作社，准备今冬也种植上富硒
紫小麦。 (高军)

西瓜这种水果一般在6月份以
后才有，自然成熟的西瓜差不多要
到7月份才有。现在种植技术提高
了，西瓜在品种上也有改良，再加
上大棚培育技术的普及，西瓜的上
市期也大大提前，5月下旬以来早
熟西瓜的身影已经遍布大街小巷。

刚上市的西瓜往往价格都高，
不管是超市里，还是水果市场，西
瓜的价格最低也在6元/公斤以上，
所以在往年，就算半个西瓜也得二
三十元。而今年早熟西瓜价格却很
便宜，往年6-8元/公斤的西瓜，今
年只要4元/公斤。今年早熟西瓜为
什么价格便宜、销售遇冷呢？

早熟西瓜品质达不到

如果最近你吃过西瓜，可能会
发现，当前上市的早熟西瓜说是沙

瓤甜西瓜，实际上却并不是沙瓤，
味道当然还是很甜的，只不过这时
候的西瓜毕竟不是夏季自然成熟的
那种味道和口感，西瓜的品质还没
有达到最优。

早熟西瓜因为要抢占市场卖个
好价钱，所以瓜农会提早采摘，也
就是在西瓜长到八分熟的时候就急
忙摘下，然后经运输送往各地销
售。因为没有完全成熟的西瓜比较

耐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折损也比较
少。西瓜早摘肯定影响它的品质和
口感，沙瓤还没有出来就摘了，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西瓜总感
觉口味相对较差。

水果的品种越来越多

跟过去相比，现在水果的品种
越来越多，品种也在不断更新换
代。我们所见到的西瓜，在市场上
就分好多种，比较流行的品种有麒
麟西瓜、无籽西瓜、黑美人西瓜，
还有小吊瓜等。

除了西瓜，这个季节上市的其
他水果也比较多，5月是吃甜瓜、
杨梅的季节，而这段时间荔枝也开
始上市，所以消费者面临的选择比
较多，西瓜只是其中可选择的一
种，而不是必选品种。

消费观念的转变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
消费观念也在转变，人们对于食品
也不再停留在温饱问题上，而是更
多地去追求生活的品质。西瓜作为
大众消费农产品，人们也不光在意
它便宜不便宜，而是在意它好吃不
好吃、健康不健康，所以价格贵或
便宜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品质要
好。早熟西瓜口感差一点，大家自
然也就少去消费了。

现在终端市场出售的西瓜大多
是将西瓜切开进行销售，因为消费
者都是当天吃新鲜的，整个的吃不
完。被切开的西瓜看一眼也能看出
好坏，品质好的还容易被售出，品
质不好的也就没人要了。

(来源：金农网)

5月28日，南鲁山镇丝窝村村
民正在管理丹参。

近年来，沂源县南鲁山镇积
极发挥山区优势，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丹参、黄芩、桔梗等中草
药种植，种植面积10000多亩，有
力地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陈作进 摄)

5月27日，王源钏种植专业
合作社农民在收获大蒜。

近年来，枣庄市山亭区积极
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
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大蒜种植，

并结合市场需求，推行“订单种
植”模式。在今年大蒜价格下行
情况下，“订单模式”保证了当
地蒜农的利益，收入基本未受影
响。 (王启蒙 摄)

订单大蒜好“钱景”

中药材种植助农增收

富硒紫小麦

种植不愁卖

今年早熟西瓜为何销售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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