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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蒋官屯街道金花葵种植基地，
一朵朵金花葵随风摇曳，村民正
忙着采摘。不远处的加工车间
里，今年的第一炉金花葵刚烘干
出炉。“味道还不错，今年这品
质相当可以。”蒋官屯街道党工
委书记邢家军拿起一朵干花放进
嘴里尝了尝。

对蒋官屯街道来说，这样一
个以传统钢管产业为经济支柱的
地方，以金花葵为突破口打破了
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邢家
军来说，上任书记3年半，金花葵
产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终于
结出了硕果。

“整个街道4万人，有1 . 5万人
从事钢管产业，钢管企业到处都
是。但还有3万亩土地，1万多人以
农业、打零工为生。”邢家军
说，“原来就是种些小麦、玉
米，不算劳力也就挣一季的钱，
靠传统种植发家致富太难。”

邢家军的目标是让每亩地的
收益达到一万元，为了提升农业种
植的附加值，他考察了很多项目。

“网上说种核桃不错，一亩地能出
1000斤核桃。不过我考察发现，有些
核桃病治不了，实际产量也就300

斤。”邢家军说，后来还种过谷子，
收获的时候没保住，也以失败告

终。
2018年，蒋官屯街道在路边绿

化带试种了200亩金花葵。邢家军
拿着种出的金花葵去专业机构做
了一次检测。

金花葵，又名菜芙蓉、野芙
蓉，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其
中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和亚油酸含
量很高，具有保护心脑血管、降
血脂、抗氧化、抗衰老等功效。
“咱们的金花葵含有很多有益成
分，可以说浑身都是宝。只要能
把销路打开，就可以在大田里推
广。”拿到检测报告的邢家军很
振奋，这就是他苦苦寻觅的突破
口。

去年，蒋官屯街道出资注册
成立了山东罡润置业有限公司，
种了500亩地的金花葵。金花葵被
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濒临绝
种的植物之一。“种植、加工都
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什么
时候种，能加工成什么产品，这
些都得现摸索。”邢家军说。

“我们主要是示范带动为
主，在金花葵种植的基础上，跟
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出了十多种
金花葵深加工产品。”山东罡润
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说，
“一克干花价格在一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一斤500块钱。每亩可以

出50公斤，深加工效益更高。”
接手公司前，张洁在建材行

业干了十多年，后来在云南做茶
厂。得知有这么一位深谙农业的
女强人，邢家军立马联系了她。
“邢书记找了我好几次。”张洁
笑着说，“不光是我一个人来
了，我还是带着公司来的，原来
的 销 售 平 台 直 接 拿 过 来 用 上
了。”

随着金花葵茶、面膜、胶
囊、挂面等深加工产品研究成

功，金花葵的附加值得到了极大
提高。“金花葵的根、茎、叶、
花都能利用，我们提供原料和配
方，找加工厂对金花葵进行深加
工。”张洁说，“公司主要做产
品销售这块，打造了‘植王花
后’这一品牌。我们现在还在试
验金花葵盆景，通过多种方式提
高销量，才能带动更多种植户参
与进来。”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王岩

传统作物产区种下500亩金花葵
聊城蒋官屯尝试新种植模式，研发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

亩产不到两千斤，纯利却有万余元
平阴紫云珠葡萄限产限出好效益

8月22日上午8点，平阴县锦水
街道毕海洋村的紫云珠葡萄园已
经热闹起来。

“咱这葡萄限产量，亩产能达
4000斤，我们只留1500-2000斤，你说
能不好吃吗？而且吃葡萄不用吐葡
萄皮，知道的人都想过来尝尝鲜。”
葡萄园第三种植户、毕海洋村村委
会主任翟士香一边招呼着来客，一
边兴奋地说。

刨掉苹果种葡萄

紫云珠葡萄如此受欢迎，翟士
香却说，他们刚种的头几年，基本
没赚到钱。

据介绍，种葡萄前，毕海洋村
是苹果种植专业村，随着苹果品种
逐年老化，村民收益一年不如一
年。2004年，经过一番考察，村里刨
掉了苹果树，改种起从国外引进的
新品葡萄，并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
字“紫云珠”。

“头几年种葡萄，我们基本不
赚钱。”翟士香说，刚开始葡萄
园实行的是股份制，30多个人一起
经营，经常会因意见不同难下决
定。最初大家只知道“紫云珠”
是个好品种——— 自然无籽，不需
要吐葡萄皮，成熟期早，耐储
存，耐运输，不裂果，甜度较
高。但对其生长习性不了解，
“这个品种不好管理，要求的条
件挺高。管理跟不上，忙忙活活
好几年，大伙儿却没赚到钱。”

生产注入高科技

找对症结，问题好解决。
“紫云珠葡萄园能有今天的高

效益，园子分包到户、增强种植户
的责任心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
是给葡萄种植注入了科技活力。”
翟士香介绍，2007年村里实施“科技

兴村”计划，聘来葡萄专家进行技
术指导，并成立科技小组，研发了

“葡萄人工富集SOD技术”。葡萄拉
网防鸟、套袋防病虫害、增施硒元
素提品质，葡萄的管理跟上了，品
种优良特性凸显，品质大幅提升，

“莲花山紫云珠”牌葡萄还通过了
绿色食品认证，毕海洋村的葡萄种
植终于走上了正轨。

现在，毕海洋村的紫云珠葡
萄已由最初的160亩发展到500亩，
由6户村民承包种植。虽然大家伙
分头种植，但有一个基本的管理
标准，那就是都以沼液为原料喷
洒叶面肥，以沼渣、豆饼、土杂
肥等为原料施基肥，不用一点化
学肥料和农药，葡萄落花后就套
上无菌袋，葡萄成熟后，不用清
洗就能即刻食用，果皮果肉一起
吃，从根本上保证了葡萄的口感
和品质，实现“吃葡萄不吐葡萄
皮”。

为保品质限产量

把农产品种好不容易，把好产
品顺利卖出去更不容易。为了把

“莲花山紫云珠”葡萄推销出去，这
几年，锦水街道年年张罗着举办紫
云珠葡萄采摘节。

“这儿的葡萄特别好吃。”当天
从济南带着家人过来采摘的孙先
生介绍，前年朋友送了他一箱紫云
珠，全家人特别喜欢。去年的采摘
节他带着家人来了一趟，又吃又玩
很开心，今年就又过来了。

如今，平阴毕海洋村的紫云珠
葡萄已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作
为这个品牌最直接的受益者，种植
户们都说，必须用心把这个品牌维
护好。

随着种植技术日臻成熟，虽然
紫云珠葡萄亩产可轻松达到4000

斤，但是为了品质和口感，翟士香

和种植户却把亩产量控制在1500-
2000斤。“保证了品质，价格才能上
去，现在我们的紫云珠每斤能卖12

元，每亩纯利润在万元左右。”翟士
香说，这样的收益他们很满意。

“达不到装箱标准的葡萄，我
们坚决不卖给客户。”葡萄园第
六种植户户主张令军说，随着电
商经济的发展，这两年他们的葡
萄很大一部分走了线上交易，但
是面对这种不见面的客户，他们
也严把质量关，绝不装残次果。
“我们6户用的都是同一个商标，
但葡萄外销时，每盒都会醒目地
标注产自哪一户，这样做有利于
葡萄品质的把控。”

翟士香说，下一步村里将适当
扩大葡萄种植规模，做好葡萄品种
更新，同时以葡萄为媒，引领莲花
山走上一条农业、旅游融合发展之
路，助推乡村振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屈老板，这次来我想买4000

多只青年鸡。”8月21日，沂南县
蒲汪镇屈左联村村民屈永亮的合作
社里，来了两位日照客户。屈永亮
说，这两位客户是从他培育青年鸡
便开始合作的，是长达8年的老主
顾。

培育青年鸡前，屈永亮养了十
多年蛋鸡，规模达到1 . 3万多只。
蛋鸡养得好好的，收益也不错，而
他却突然转型，培育起青年鸡。
“养蛋鸡得自己育鸡苗，辛苦不
说，鸡苗还容易染上疾病。”屈永
亮说，他所在的屈左联村是蛋鸡养
殖专业村，有30多户村民养鸡，都
遇到与他相似的问题。

培育青年鸡，屈永亮觉得是个
转机，不仅可以提高收益，还轻
松。2012年初，他成立蛋鸡育成专
业合作社，投资15万元建了鸡舍和
鸡笼，还配上了通风、取暖、清粪
机等自动化设备。

“村里不少人不理解，都质疑
我能不能做好。”屈永亮说，即便
是为争一口气，他也要将培育青年
鸡发展成产业。为避免因技术不全
面造成损失，在引进鸡苗前，屈永
亮先到山东农业大学寻求技术帮
助。技术学到家后，还没开始引进
鸡苗，他就接到了育鸡1万只的生
意。

“鸡苗出壳后，鸡舍温度保持
在34℃左右，培育60天就可以移交
给养鸡户了。”屈永亮说，为保证
鸡苗质量，他统一采购鸡苗，统一
接种疫苗，精心饲喂的同时，注意
不让青年鸡的体重过肥。这样培育
出来的青年鸡，生长发育比较快，
后期成活率也高。

第一笔生意，屈永亮赚取纯收
入 3万元，并且赢得了村民的认
可，不少养鸡户找上门，让其帮助
育鸡。因养殖规模达不到，他能接
的订单有限，之后便决定扩大培育
规模。

经多方筹集，屈永亮投资近
200万元建了4个鸡舍，每个鸡舍平
均占地1亩，还改装了3个旧鸡舍。
7个鸡舍里都配置了自动化设备，
一次可育7万只鸡，一年能育30多
万只鸡，一只鸡售价15元，平均年
纯利润60多万元。

为给鸡苗提供优质成长环境，
屈永亮每天都会将鸡舍打扫得干干
净净，定期清洗鸡舍用具。当记者
靠近鸡舍时，并没有闻到呛鼻的气
味。

屈永亮的青年鸡，形成了规模
化发展，名声在养鸡圈里越来越响
亮，除了沂南本地养鸡户下育鸡订
单，临沂、日照、青岛、潍坊等地
的养鸡户，也来购买他的青年鸡。

“现在，我们家不止我一个人
育鸡，闺女儿子也跟着一块干，技
术都很专业。”屈永亮说，他家有
4个孩子，因从小看着他养鸡、育
鸡，耳濡目染受到影响，考上大学
后，3个孩子选择读养殖专业，为
他提供技术指导。

一家子齐上阵，产业发展得只
会越来越好。屈永亮说，现在，他
正在申请土地流转，发展种养结
合，以解决鸡粪问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尹君

养了十多年蛋鸡

转型养起青年鸡

邢家军观察盆栽金花葵的长势。

毕海洋村的紫云珠葡萄已由最初的160亩发展到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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