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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比市场价高一倍，实现产销两旺
窑厂复垦地上结出丰收梨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波 于鑫

9月26日，天刚蒙蒙亮，高唐县
梁村镇盖洼村国林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生态梨园内已经一派繁忙。梨园
内，梨农们忙着摘梨、装箱；梨园
外，从济南、泰安等地赶来收梨的
货车排起了长队。

“咱们脚下这片梨园，是5年
前在窑厂上复垦出来的。5年育梨
林，第一年大丰收。”国林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明超，搬着一
箱黄灿灿的秋月梨高兴地合不拢
嘴：“你看，这梨里外金黄，品相
好、口感好，今年又赶上行情好，
秋月梨每斤卖到了3 . 2元以上。”

“5年前，这里还是破旧低洼
的砖窑厂。”刘明超带着记者走进
窑厂改成的梨园。梨树粗壮，梨叶
茂密，果实饱满，但从梨树间，还
能偶尔看到窑厂拆除时残存的碎瓦
块和水泥块。

盖洼村有1200多口人，多年以
来，村集体经济一直指望着村里窑
厂每年的承包费。2016年，高唐县
出台《农村窑厂拆除补偿规定》文
件，按照要求，老旧窑厂存在生产
安全风险的一律拆除。

“窑厂拆除后，村集体经济就
一 点 收 入 没 有 了 ， 这 可 如 何 是
好！”盖洼村党支部书记盖凤友告
诉记者，为了不让盖洼村成为集体
经济空壳村，村里决定对拆除的窑
厂进行复垦。复垦后，地里建筑垃
圾多，优质土壤少，没有人愿意来
种。村里通过各种途径招商，到这
里考察的来了五六拨，但都因为土
地不好整理、投入成本高放弃了。

“经营窑厂这么多年已经有感
情了，我想着承包下来发展果树种
植，继续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刘
明超是土生土长的盖洼村人，面对
迟迟无人接手的复垦地，他便承包
了下来。

承包的当年冬天，刘明超就开
始整理土地，一边清理垃圾回填好
土，一边四处考察挑选优质梨苗。

“梨树苗最关键，3年结梨，5

年盛果，苗要是不好，一耽搁又是
5年。”刘明超说，为了选苗，他
跑遍了省内各大科研院所，搜集了
10多个国内新品种，根据用途、外
观和成熟时间等，选种了4个优良
品种，计划让果园从6月到11月都有
梨上市，拉长销售时间。

第二年春天，70余亩复垦地上
就齐刷刷栽满了小梨树。树苗栽上
了，还缺技术，刘明超就带领村民

到处参加培训，摸索着尝试喷灌、
滴灌等技术。

“梨树苗栽下4年，今年提前
进入盛果期，一亩产量能达到四五
千斤。”刘明超指着一棵梨树说，
山农酥梨、新梨七号、玉露香梨等
梨品种，因为品相好、果质好，今
年一成熟就卖出了高于市场价一倍
的好价格，实现了产销两旺。

像盖洼村这样的窑厂复垦村，
高唐县共有37个。记者了解到，自
2016年《农村窑厂拆除补偿规定》
政策出台以来，高唐县共计拆除38

座机窑，验收面积3759 . 19亩，其中
大部分恢复为耕地，小部分恢复为
林地或养殖用地。

复垦地上迎来大丰收，优质的
品种和专业的种植技术引得周围果
树种植大户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刘明超还牵头成立了国林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梁村镇分管农业的副镇
长许庆华介绍，有了示范带动，梁
村镇作为林果种植专业镇，这两年
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梨树
品种预计5年内能全部更新换代完
毕。

村民在梨园里采摘。 当年拆除窑厂时的情景。

9月21日，郓城县李集镇大杨集
村的“黄河人家”猕猴桃种植基
地，迎来不少采摘的游客。“我们
是从河南濮阳开车过来的，听朋友
介绍说这儿的猕猴桃特别甜，尝了
尝确实好吃，就摘了这么多。”游
客刘先生一边往车上放猕猴桃一边
说。

“黄河人家”种植基地的负责
人徐长伟今年49岁，是大杨集村的
村党支部书记，今年是他种植猕猴
桃的第7个年头。在返乡种植猕猴
桃之前，他曾经是山西体工队的一
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我在外面
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还是想回乡做
点事情。”徐长伟说。

“黄河人家”种植基地占地20

亩 。 徐 长 伟 介 绍 ， 园 内 有 “ 徐
香”、“翠香”两个品种，都是从
陕西周至引过来的。今年进入盛果
期，一亩能产两三千斤，今后的产
量会一年比一年高。

当初看中“徐香”、“翠香”
猕猴桃生长周期长、甜度高的特
点，徐长伟才将其引进过来。然
而，新品种起初并不能完全适应当
地的土质和气候。据徐长伟回忆，
这些猕猴桃品种在刚引进过来的时
候，由于不适应冬季的温度，连续
几年大面积冻死。而且猕猴桃的生
长需要保持土壤的湿度，而黄河滩
区多沙土，漏水漏肥，普通的浇灌
频率经常导致干旱缺水，影响了其
生长。

面对困难，徐长伟身上那股坚
持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又上来了：
“搞种植和骑山地自行车一样，即
使有时候阻力很大，也得咬咬牙坚
持。”他请教省农科院的专家，得
到了技术方面的指点。此外，他利
用李集镇靠近黄河这一得天独厚的
水源条件，使用黄河水灌溉。为进
一步提高猕猴桃的品质和口感，增
强市场竞争力，徐长伟除了施农家

肥、蚯蚓肥外，还购进国内顶级猕
猴桃肥料施用。特别是在低温冻害
方面，更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
施，保证了猕猴桃在黄河滩区的长
势。

果子的品质好了，加上镇村两
级的大力宣传，现在每年猕猴桃成
熟季节，都会吸引周边大量游客前
来采摘，还有不少通过电话订购
的。徐长伟说：“基本上第一年来
买过猕猴桃的，第二年第三年都会
再联系我。”

自己的腰包鼓了，作为村党支
部书记，徐长伟还牵挂着村里的困
难户。园子里，几位村民正忙着采
摘，他们的年龄都在60岁上下。正
在忙碌的杨学文说：“种植、施
肥、采摘，有活儿就过来，每个月
能拿将近2000元。”据了解，像杨
学文这样在种植基地实现就业的脱
贫人口有30人。

农村大众报见习记者 周桐

运动员返乡建起水果种植基地
果子品质好，每年吸引周边大量游客前来采摘

每年9月下旬开始，孙玉华的
心情就特别得好，每天天不亮就披
着衣服跑外面转一圈。原来，孙玉
华是稀罕他的小枣园。今年也不例
外，现在，孙玉华的枣园里早已硕
果盈枝。

67岁的孙玉华是一位有着十几
年种植经验的老枣农，他在聊城市
茌平区温陈街道沈西村的空闲院子
里种了70多棵枣树。

别看老孙的枣园不大，他种起
枣来却是格外认真。“我几乎转遍
了聊城周边县市所有种枣树的地
方，学习他们的种管技术，还到邢
台学院、泰安学院‘取经’。”孙
玉华说，他家小枣园更像块试验
田，“试种新品种，试验学到的新
技术。”

“这棵枣树嫁接了三种枣：铃
枣、冬枣、圆铃一号。”孙玉华指
着一棵枣树说，“这边的枣树都分
层，一根主枝一层，每根主枝选留
三根侧枝，交错排列，好处是透光

性好，产量较高。而且我的枣树在
成长过程中使用豆饼做底肥，不喷
施化肥和农药，结的枣个大核小，
又脆又甜。”

老孙家的枣好吃，这在沈西村
是人人皆知，就连街道和区里的不
少游客都知道沈西村有个枣园，里
面的枣品种多，而且又脆又甜。村
民和游客一传十，十传百，每到摘
枣季节，孙玉华根本不用出门卖
枣，外面慕名而来的游客就能把枣
园“一扫而空”。

“每棵枣树产枣50斤左右，每
斤卖十多块钱，我这70多棵树能收
入三四万块钱！”种枣树多年，孙
玉华总结出了种植管理方面的许多
经验，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专
家”。在他的带动下，沈西村及周
边村发展枣树种植100余亩。靠着
种植枣树，当地很多农民的日子都
红火了起来。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朱希涛
李楠楠

枣园成了管种新技术试验田

品种多又好吃，他种的枣不愁卖

国庆节期间，阳光灿烂，一束
束金光穿过云层，洒在重庆酉阳县
花田乡何家岩村的层层梯田之间。

今年的稻米上新了。近几天，
何家岩村30多个壮劳力都在稻田里
忙着。放眼所及，刚收获的金黄稻
谷，铺满农民屋前的晒坝，大伙儿
脸上洋溢着笑容。

何家岩村曾是武陵山区一个典
型的贫困村寨：六成多土地铺在斜
坡上，地块破碎。有的田块，耕牛
犁田都难转身；村后满山的石头疙
瘩 长 不 出 大 树 ， 尽 是 灌 木 、 荆
棘……

在偏僻的山村，究竟发展什么
产业？花田乡干部思前想后，还是
觉得应该用好当地最大的资源———
稻米。但过去的传统稻米种植，一

家一户小打小闹、不成规模，而且
稻种也不统一，很难产生效益，甚
至还会赔本。何家岩村党支部书记
陶涛说，要从传统资源中开掘产业
发展新局，关键是要让人看到前
景。

最近1 0年来，乡里帮着农户
“抱团取暖”、整修梯田，组建花
田稻米种植合作社，统一稻种供
应、种植流程，开拓销售渠道，力
争用高品质稻米抢占市场。

“村里的水稻田，‘喝’的是
山泉水，‘吃’的是有机肥。”陶
涛说。

原来的“赔本生意”正在变成
富农产业。靠着有机种植和品牌推
广，花田稻米现已是渝东南地区知
名的“品牌主粮”，并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本地收购价超过了
20元/公斤。

花田稻米不仅带来了农业效
益，还催生了乡村旅游产业，一大
批赏美景、体验乡村文化的游客慕
名来到何家岩。为适应游客需求，
何家岩村近几年积极推动传统建筑
风貌整治，修缮了80多处古民居，
还对部分木质建筑实施了防虫治
理……

在何家岩村，村民冉素霞2017

年回到村里开起了农家乐，如今有
14个房间能够接待游客。她笑着告
诉记者，村里春季能看花、夏季能
避暑、秋季有满山的金黄、冬季能
看梯田雪景，一年四季都有好风
光，大伙儿振兴乡村的劲头很足很
足。 (据新华社)

“喝”山泉水，“吃”有机肥

花田稻米变成富农产业

“我们村是传统的蒜苗种植
专业村，现在全村180多户基本
上户户都有大棚、家家都在种蒜
苗。”10月8日，指着一排排蔬
菜大棚里正在抢种大蒜苗的村

民，郯城县高峰头镇蔡圩后村党
支部书记高启权兴奋地说，目
前，该村的蒜苗种植面积已达
300亩以上，每年供应市场达4个
月之久。 (杨永涛 摄)

抢种大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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