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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育推广品种，到输出技术团队

小山村成为“珍珠油杏第一村”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赵洁

  春分刚过，外峪村就被染成了
淡淡的粉色，一抹抹红晕映着朝
霞，原来是2300多亩油杏花开了。
外峪村的油杏花白中带粉，称作
“珍珠油杏”。正是靠着这种“粉
花金果”，这个只有500多口人的
小山村火遍了大江南北。

一个人育得一果树

  三面环山拥绿翠，一条曲径入
村来。外峪村在新泰市青云街道的
山窝窝里，道路崎岖，地贫缺水。
十几年前的外峪村是十里八乡出名
的穷村，村民常以地瓜果腹。
  外峪村村民方立章高中毕业后
报名参了军，1982年复员回村后，
被邮电局录用，但等了大半年也没
能上班。“后来才知道是爷爷不想
让我离开，偷偷把录用通知给藏了
起来。”方立章说。爷爷想让他把
这个穷山村带起来。
  回村第二年，方立章便进入村
“两委”担任外峪村村委会主任。
为找到适合外峪村发展的种植品
种，方立章每天都往周围山上跑，慢
慢成了村民眼里“长在山上的人”。
山上有许多生长旺盛的野杏树，村
里人常砍了换煤，可在方立章眼里，
这些杏树却是山村发展的希望。
  方立章把山上的杏核种到院子
里。第二年，杏树苗陆续长出来，
有一株长得格外不同。“这株杏树叶
子较圆，花朵颜色白中带点粉色。”
方立章觉得稀罕，干脆把这株杏树

移进爷爷院里专门养起来。第 3 年，
这株杏树结出了几个油光金灿的果
子，果子口感脆爽，酸度低，甜度高，
而且果肉离核，表面光滑无毛，方立
章给它起名“滑溜蛋子”。
  2004年，经过新泰市农林部门
和省林科所的专家讨论鉴定，这种
抗逆性强、品质优良、口感脆甜的

“滑溜蛋子”被命名为“珍珠油杏”。
为培育出性状稳定、规模适中的“珍
珠油杏”种质资源，新泰市科技局还
专门从泰安北集坡调来5000株野杏
树苗让方立章嫁接育苗。

一支队伍种得满山红

  “桃养人，杏伤人”，这句老
话让很多村民觉得大规模种油杏不
会有好前景。但方立章心里清楚，
珍珠油杏比普通杏酸度低很多，且
甜度高，肯定能受市场欢迎。为推
广种植，方立章号召村里的党员和
村民小组组长组建起“种树突击
队”。随后 3 年的每个春天，队员
们将一捆捆树苗背上山，然后再一
趟趟往山上挑水。慢慢地，外峪村
的大小山头种满了油杏树，直到油
杏花把山都染得粉红。如今，山上
2000 多亩油杏树大多还是当年种树
突击队背上去的。
  树种上了，因为管理技术缺
乏，杏却结得不多。苦苦熬了几年
后，方立章把心一横，决定砍树。
成千上万株油杏树被拦腰锯断，然
后重新修剪。

  冬去春来，油杏树又开花了。
这次树虽矮了，可树冠却很大，杏
花开得格外艳，簇簇拥拥挤满枝
头。那一年，外峪村油杏大丰收，
进山收杏的外地客商络绎不绝，村
民们都跟着尝到了甜头，方立章心
里乐开了花。

一个团队推广超500万亩

  外峪村的油杏好吃，这早不是
什么秘密，没过几年，2300 亩杏林
已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2009 年，
方立章牵头成立合作社，逐步到其
他乡镇包地种油杏。后来随着知名
度越来越大，村里的珍珠油杏种苗

开始销往全国各地。“从种苗的选
择、种植，到果园管理和销售，都
多亏了方老师帮忙。”2013 年，济
南平阴的焦在禄流转了2000 多亩山
地种起珍珠油杏。因为位置选得
好，管理到位，他的油杏每年比同
行早上市十多天，年均收入达 500
多万元。
  油杏产业越来越红火，方立章
干脆把儿子方田辉从煤矿公司拉回
来帮忙。为服务全国各地客户，方
立章让方田辉带头学习种植管理技
术，并发动村里的党员组成技术团
队，到外地指导客户种植。“我们
的技术团队每年至少有8个月在全
国各地的珍珠油杏基地奔波。”方

田辉说。再过一两周，技术骨干方
建振就会带着30多人去河北滦平，
给当地1万多亩野山杏改接。
  49岁的方建振高中毕业后就跟
着方立章学种珍珠油杏，现在他不
仅是村里的种杏能手，还成了服务
队的技术骨干，光技术服务他就能
年入十多万元。在外峪村，像方建
振这样的技术骨干还有50多人。
  四川、内蒙古、河北……如
今，经过老油杏树枝条嫁接出来的
树苗已经在全国各地扎根，十几年
来累计种植推广面积超过 5 0 0 万
亩，而每一片大型种植基地都有外
峪村的技术骨干常年驻留指导。
  2018 年，方田辉当选为外峪村
党支部书记。逐渐建起来的“杏福
启航”文体广场、“油杏画廊”、
珍珠油杏文化馆、盆景油杏展厅
等，让外峪村变了样。“我们计划
在村里发展深加工产业，将油杏加
工成油杏食品，提高油杏的品牌价
值。并加快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围
绕特色产业发展研学游。”方田辉
说。如今，外峪村成了“珍珠油杏
第一村”，村里油杏种植户人均年
增收 2 . 6 万余元。很多村民在外包
地建起育苗基地，收入更加可观。
  “全国各地表现优异的杏树品
种都在我院子里，有五六十个品种，
这几棵大树上嫁接的品种是我做实
验用的。”如今，身为新泰市珍珠油
杏研究所所长的方立章把产业发展
的事交给了年轻人，他则把主要精
力放在了珍珠油杏品种培育上。

  （一）丹参大垄双行覆膜高效生
产技术
  1．选地整地 
  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
壤土地块，忌黏土。每亩结合整地施农
家肥2500公斤，磷酸二铵15公斤。深松
30厘米以上，整平、耙细。大田四周修
建排水沟，连接基地外排水设施。
  2．起垄覆膜
  结合土壤墒情及时起垄覆膜，
垄宽80-90厘米，垄高25厘米，垄面
宽35厘米。采用黑色氧化-生物双降
解生态地膜，膜宽90-110厘米，厚度
为0 . 006-0 . 008 毫米。铺膜时紧贴地
面、拉紧，薄膜边缘埋土压实。膜上
种植行覆土，厚度约2厘米。
  3．品种与种苗选择
  选择鲁丹参1号、鲁原丹参1号、
山农丹1号和山农丹2号等山东省审

（认）定的丹参品种。丹参种苗选用
根长约15厘米、根上部直径约0 .5厘
米以上无病虫害、无损伤、均匀一致
的健壮种苗。
  4．移栽方法
  起垄覆膜后，尽早移栽，不迟于
4月中下旬，于垄面上按行距20厘米
顺垄交叉种植2行，株距25-30厘米；
穴栽，穴深15-20厘米，将种苗（过长
的种苗可截去末端）斜放于穴内（或
用种苗插植器移栽），覆土压实，厚
度以苗不露土为宜，及时埋土封口，
以防漏气、跑墒、生草，防止大风揭
膜。据土壤墒情浇定植水。
  5．收获
  秋季地上茎叶枯萎后或早春萌
发前采挖。选晴天，墒情适宜时，去
除地上部茎叶和残存地膜，丹参收
获机采收。
  （二）丹参-谷子间作生态生产

技术模式
  本 技 术 模 式 适 于 山 地 丘 陵
地区。
  1．间轮作模式：丹参—谷子。
  丹参带幅1 .6米，种植2垄，垄间
距80厘米，垄高25厘米，垄面宽35厘
米，每垄种植2行，行距25-30厘米。
  谷子带幅1.6-1 .8米，播种5行。
  翌年，就地轮作，丹参、谷子种
植带幅互换。
  2．选地整地，同丹参大垄双行
覆膜高效生产技术。 
  3．起垄覆膜，同丹参大垄双行
覆膜高效生产技术。
  4．种（子）苗选择，丹参种苗选
择同丹参大垄双行覆膜高效生产技
术。谷子品种选择济谷 1 9 等矮秆
品种。
  5．栽（播）种方法，丹参移栽同
丹参大垄双行覆膜高效生产技术。
  谷子于4月底用新型精量谷子
播种机播种，行距35厘米，播种5行，
播幅两侧留10厘米机械轮道，亩播
种量约0.4公斤。
  6．田间管理
  杂草防治：谷子田可用谷友除
草剂除草；喷施时，禁止喷施到丹参
种植区域。
  排灌水：谷子在苗期和孕穗期，
缺水时及时灌水；雨季及时排水，以
防涝害。
  7．收获
  谷子于8月中旬，天气晴朗时，
及时人工或收获机收获。
  丹参采收同丹参大垄双行覆膜
高效生产技术。
  （三）西洋参高拱棚绿色生产
技术
  本技术适宜于山东半岛或鲁中

山区丘陵。
  1 .拱棚建设
  （1）主体骨架物料采用国产优
质热镀锌矩形管，钢材均按温室大
棚行业标准配备，骨架及各种链接
件均经热浸镀锌防腐蚀处理。
  （2）遮荫棚采用联栋方式排列，
联栋长度5-7米，开间长度4米，棚体
顶部的左右两侧距地面2 . 5-2 . 6 米，
棚体顶部中间拱顶距地面3 . 5-3 . 6
米，跨数和开间数依地块长度定。
  （3）棚体顶部搭设遮阳网，半自
动（手动卷帘）收放遮荫网，棚体四
周遮荫网固定。
  （4）沿开间方向设计迷走轨道，
悬挂机械绕行棚内，用于喷灌和喷
施农药。
  （5）冬季倒苗后，通过半自动卷
帘收拢顶部遮荫网于一侧，防止积
雪压塌遮荫棚。
  （6）棚体主要部件之间采用插
接固定方式，安装拆卸方便快捷，省
时省力，可重复使用，通配性强，降
低了成本，且提高了遮阳棚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能够方便快捷地进行
移动和组装。
  2 .培肥地力
  参地选好之后，于播前结合深
翻（30-40厘米），增施豆粕、淀粉渣、
木薯渣、糠醛渣、食用菌菌渣等清洁
有机肥，使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2%-
5%；增施微生物菌肥，补充有益微生
物如多粘类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木霉菌等。
  3 .地面覆盖
  用麦草、稻草等10厘米-15厘米
盖在参床上，保墒防冻。地边、床边
加厚，在床边盖草后压少量土，以防
风刮起。

  4 .合理调光技术
  采用双透（透光透雨)遮荫网，遮
荫网透光度视参龄而定，1-2年透光
度10%-15%，3-4年透光度15%-20%。
  （四）丹皮（白芍）—小麦/玉米宽
垄间作种植模式与技术
  本技术模式适于鲁西南黄河滩
涂区域。
  1．种植模式
  按宽垄丹皮（白芍）间作低畦玉
米（小麦）的模式种植。丹皮、白芍起
高宽垄种植。垄宽1 . 1 米，垄高30厘
米，垄间距或低畦宽1.6-1 . 8米。垄上
种植3行丹皮（或白芍），株距30-40
厘米，行距30厘米。
  低畦种植小麦和玉米轮作。小
麦为普通济麦系列，如济麦16、济麦
22等，6行播种，行距20厘米，播量5
公斤/亩较为适宜；玉米选用大穗型
品种，如农大372、鲁宁184等，2行播
种，株行距15×60厘米，用种量3公斤
/亩。
  2．选地整地
  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地块，
土壤及地下水pH 6 .5-8 .5，含盐量在
0.2%以下，忌黏重、涝洼地。
  秋后，前茬作物收获后，（10月
份）每亩基施高质有机肥2000公斤，
深翻，打破犁底层，耙平，整理好排
水沟，以防积水，按一宽垄丹皮或白
芍一畦小麦（玉米）模式起垄、整畦。
  3．栽植
  选用一年生优质丹皮或白芍种
苗，于当年10月份在筑好的宽畦上
进行移栽。栽植前用50%福美双800
倍液或50%多菌灵800-1000液加5000
倍阿维菌素浸泡15-20分钟，晾干后
栽植，栽植3-4年后收获。
  小麦适宜播期为当年10月10日

-20日；玉米在次年6月中旬播种。
  4．中耕除草。每年的3月下旬、5
月上旬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深度5厘
米左右为宜，以免伤根，影响生长。
玉米收获后，结合整地，宽垄上行间
进 行 追 施 高 质 有 机 肥 5 0 0 公 斤 ，
培土。
  5．摘蕾。3月下旬丹皮进入现蕾
期，4月中旬白芍进入现蕾期，要适
时摘除全部花蕾，减少营养消耗，利
于根部生长，提高产量。
  6．玉米、小麦的栽培与管理参
照大田种植管理。
  （五）麦冬高畦栽培技术
  1．选地整地。宜选疏松、肥沃、
湿润、排水良好的中性或微碱性砂
壤土种植，积水低洼地不宜种植，忌
连作。
  结合整地，每亩基施高质有机
肥1000公斤或腐熟优质农家肥3000
公斤，深耕30厘米，整平耙细。
  2．筑畦。在整好的地块上，利用
机械起高畦，畦宽1.0-1 . 1米，畦高25
-30厘米，畦上部整平压实。相邻两
畦之间留30-40厘米宽的沟，便于作
业和排水。
  3．种苗移栽。在当年4月中旬至
5月上旬，麦冬收获时，在留苗地块，
选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质苗栽，
剪去块根、须根、叶稍，分株。
  在整好的高畦上，按行距20厘
米左右，株距8厘米左右开沟或挖穴
栽植，沟深或穴深 8 厘米左右，每穴
栽3-5 株，覆土压实，及时浇水，促进
缓苗。每亩约需种苗550 公斤。
  4．田间管理。中耕追肥，在7月
下旬，结合中耕除草，每亩追施三元
素复合肥 30-50 公斤；中耕深度为 5
厘米左右。
  排水防涝。雨季注意防田间积
水、防内涝，以免影响块根的发育
膨大。
  （其他有关中药材田间生产技
术问题请登录关注山东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队网站

（http：//www.sdherb.com）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队

中草药种植新技术和新模式

外峪村成为全国珍珠油杏第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