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8日  星期五

编辑：陈秀云  E-mail：ncdzzbs@163 .com

香椿专业村与企业“联姻”稳市场
稳定了价格，解决了销售，供应了原料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刘瑞华

  4月1日，南西安村四处弥漫着
香椿的气息，浓郁醉人。
  今年，这个坐落于临朐县寺头
镇的小山村，因为种植红香椿着实
火了一把。“俺村的红香椿是临朐县
首个中国地标农产品。”南西安村
党支部书记刘君笑着说。

今年天气适宜

大棚香椿能采三四茬

  南西安村的红香椿到底是从何
时开始发展的？今年42 岁的刘君也
说不上来，他记得早在20 世纪90 年
代，不少村民因为种香椿大棚成了
“万元户”。
  徐志刚是南西安村最早发展大
棚香椿的种植户之一，除了有 3 个
大棚外，还有 20 多亩的露天山地
香椿。他告诉记者，今年大棚香椿
价格不错，能采三四茬，最贵的时

候一斤 50 多元，均价也在 30 元/
斤，“可惜就是上市期太短了，现
在 已 经 是 大 棚 里 最 后 一 茬 香 椿
了。”
  当地多位村民表示，今年香椿
价格坚挺，很大一个因素是天气
好。种植户刘贞海介绍，他种了两
个大棚的红香椿，“往年 3 月气温
高，导致香椿长得快，很多香椿变
绿叶，没有卖成钱。”今年不一
样，开春气温不高，香椿生长慢，
“一个人摘香椿，摘一点卖一点，
收入还不错。”
  如今，南西安村大棚红香椿已
经辐射到寺头镇桃花、石佛等 3 个
中心村，发展了近 200 个冬暖式大
棚。露天红香椿遍布全镇15 个中心
村，面积 2 . 2 万亩，产量 700 0 多
吨 ， 成 为 富 民 强 村 的 “ 黄 金 产
业”。

头茬价格高

后期明显下滑

  今年香椿行情好，但综合前几
年情况看，南西安村香椿的价格并
不稳定。
  据悉，当地每年基本是 3 月初
开秤收购大棚香椿，开秤当天价格
最高，随后每天价格逐渐下降。一
般来说，头茬香椿品质卖相好、价
格高，第二茬和第三茬价格逐渐下
滑。到 4 月初，露天香椿上市后，
大棚香椿价格就会降到7元/斤。
  南西安村种植户徐志坤家里种
了一个大棚的香椿，还有十余亩的
露天香椿。据他介绍，香椿价格随
时在变动，早晨一个价，中午一个
价，下午又一个价，“有时候接个
电话的空，价格就掉几块钱。”
  徐志坤有一份卖香椿账本，

记录着过去 8 年来价格变化。账本
显示， 8 年来，南西安村香椿的均
价并不算高，最高是今年，均价
在30元/斤，而最低价在2017年，
均价仅14元/斤。多年来，香椿价
格经常触底反弹，徐志坤账本上
的大棚红香椿价格勾勒出一个清
晰的V 字，就像坐了一趟“过山
车”。

应对价格波动

“村企联盟”实现三赢

  由于多年来香椿价格波动大，
南西安村老百姓对香椿是“又爱又
恨”。在他们看来，香椿价格不稳
定导致每年的收入都不确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据寺头镇
副镇长吴振介绍，寺头镇按照政府
引导、企业搭台、群众参与原则，
积极动员农业龙头企业与相关产业

村“联姻”，实施“村企联盟”。
  寺头镇以香椿种植面积比较大
的南西安、石佛、桃花、河庄四个
中心村为基础平台，每个中心村分
别由香椿种植户、村“两委”成
员、村集体出资成立村级合作社，
四个合作社再加入临朐山河食品有
限公司成立的春早红香椿联合社。
种植户种出的红香椿，通过村级合
作社统一配送到春早红香椿联合
社，联合社将红香椿一部分作为鲜
菜销往市场，一部分由山河食品公
司深加工后再进行销售，所得利润
按比例分红。
  “‘村企联盟’不仅稳定了价
格，避免了红香椿大量积压，解决
了以往商贩联手压价造成农民损失
的问题，还能保证企业有稳定的原
材料供应，真正实现村集体、农
民、企业三赢。”吴振说。

  “这四青一黑的外貌特征，证
明它是一只纯种的青山羊。”司全
军怀抱一只尚未满月的小羊向记者
介绍道。
  今年45岁的司全军是单县高韦
庄镇李子园村人，2001年大学毕业
后留在北京，任职于一家银行。
2010年，司全军放弃北京工作，回
乡租赁了150亩土地，转行从事青山
羊养殖和繁育，这让他身边的亲人
朋友很不理解。
  谈及12年前的返乡举动，司全
军说：“单县是中国青山羊之乡，
青山羊是单县的一张活的地理名
片。而当时我发现，鲁西南地区养
殖青山羊的农户越来越少了，没有
羊，羊肉汤也变味了。我想挽救这
个品种。”
  创业初期，司全军遇到的困难
比想象中要多很多。由于缺乏技术
和经验，第一批选购的120只羊死亡
过半；好不容易找到的合伙人，由
于先期经济效益不佳，合伙人先后
撤走了资金。司全军没有选择放
弃，为了弥补资金缺口， 2012 年年
底，他一咬牙卖掉了北京198 平方米
的复式楼房。为了学习养殖技术，
他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班，虚心向省农科院知名专
家学者求教，最后总结出一套青山
羊的养殖技术和方法，繁育出的青
山羊一代比一代纯正。

  迄今，司全军返乡创业已经整
12年了。在他的多方努力下，单县
濒临灭绝的青山羊壮大起来。 2017
年，他注册了“司令羊”这个商
标，让它成为单县青山羊的代名
词，并在全国各地打开销路。
  青山羊这张地理名片，被成功
“复活”了，司全军又把目光瞄准
了单县另一张名片“苏庄樱桃”。
高韦庄镇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樱桃。
据县志记载，该镇苏庄有种植樱桃
的传统，但后来由于多重因素而逐
渐没落。 
  司全军从中发现机会，率先引
进智能温室大棚樱桃种植技术，在

高韦庄镇承包80亩土地，用于种植
樱桃树，承包200亩土地，用于培育
樱桃树苗。每亩温室大棚的投资在
12万元以上，实施智能化管理，结
出的樱桃果实饱满鲜亮，甜度高。
樱桃大棚的成功实现了两个产业绿
色循环，羊粪是樱桃树的纯天然有
机肥料，羊粪过腹还田，循环利
用，解决了污染问题。
  眼下，樱桃成熟期临近，司全军
的樱桃农场即将迎来大丰收，预计每
亩地可以收获2000斤樱桃，其中特级
品的市场价可以达到85元/斤。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郑希平
 通讯员 谢 丽 王晓兰

“羊司令”育出“司令羊”
他返乡创业繁育青山羊，创品牌打开全国市场

  最近，接踵而至的订单让新泰
众客食品产业园部门经理王萍乐得
合不拢嘴。“腌好的鸡翅顺着履带
进入蒸烤生产线，不一会儿香喷喷
的金黄色烤翅就从另一端出来了，
工人们只需要打包分装就行。”王
萍说。 
  熟食制品深加工只是新泰众客
食品畜禽产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众客食品坚持板块布局、链式发
展，向上游发展种禽繁育、畜禽养
殖、饲料生产，向下游发展屠宰分
割、食品包装、肉食生产、羽绒制
品、冷链物流等项目，形成了主业
突 出、行 业 配 套 完 善 的 产 业 集

群。”众客食品产业园负责人李心
娟说。产业园通过“连锁经营+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户”的经营模
式，还带动周边养殖户3000 余户在
种、养、加、运等各个产业环节增
收致富。目前，公司年加工肉鸡和
肉鸭 1 亿只，熟食 6 万吨，饲料 40
万 吨 ， 去 年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3 6 . 1
亿元。
  “新泰市的养殖业正由过去传
统的生产方式逐步向规模化、标准
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新品种、新
技 术、新 工 艺 得 到 广 泛 推 广 使
用。”新泰市畜牧发展中心主任袁
铭 说。不 仅 畜 牧 产 业 “ 接 二 连

三”，链条更加健全，畜牧业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智慧畜牧”平台初步建立。在新
泰市楼德镇天信农牧西营养殖基
地，一个上下三层的鸭舍里住着 3
万只毛茸茸的小鸭子。工人只需按
下按钮，就能自动完成补水、补料
等日常性工作。“我们基地有20 个
这样的高标准养殖舍，每个养殖舍
每年可以出栏8 批次 24 万只鸭子，
这个基地一年的产值就是 1 . 2 亿
元。”天信农牧西营养殖基地厂长
刘福涛说。
  除了能实现工序自动化，这些
鸭舍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动脑子”。

“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中心，可对
家禽养殖的温度、空气等环境参数
和有害气体实施监控，然后大数据
中心根据设定的阈值自动进行风
机、灯光、除湿、加热等自动化智
能操控，实现从雏鸭出壳到出栏上
市全程智能化管理和质量控制。”
天信农牧副总经理鞠圣文说。
  养殖自动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不
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有向生态
发展模式的转型。如今，在天信农
牧，所有的养殖场几乎闻不到臭
味，而这全依仗智能中心里的CTB
一体化好氧发酵装备。“这是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鸭粪处理设备，它可

以对粪污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处
理，最后我们可把鸭粪变为有机
肥。现在每吨有机肥卖 45 0 元左
右，日产日销。”天信农牧禹村基
地粪污处理项目负责人刘振兴说。
通过集中收集，再运至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统一处理，基地年加工优质
有机肥 5 万吨。而这些有机肥在保
证天信农牧 9 个产业园区自用的同
时，还可为周边 5 万亩农田和 1 万
多个高效农业大棚提供优质肥料。
  近年来，新泰市做强政策、科
技、服务三大支撑，通过产业融合
把养殖业做成了百亿规模“接二连
三”的大产业，吸纳直接就业10 万
余人。该市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单位、全国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县。近日，新
泰又获评山东省2021 年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先行县。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赵 洁 徐特亮

司全军返乡创业，“复活”了青山羊这张地理名片。

新泰畜牧“接二连三”全链条发展
形成百亿规模，吸纳直接就业10万余人

  4 月1日，村民在胶州市铺
集镇高家庄蓝莓种植基地的大棚
里采收蓝莓。
  近年来，胶州市铺集镇引导
农民发展蓝莓、火龙果、杏、苹
果等高附加值林果产业，打造了

一批集生态采摘、旅游观光、休
闲农耕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观光园，促进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王昭脉 摄）

特色农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