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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时节，淄博的大地上到处
洋溢着喜悦。果园里，苹果褪下了
纸外套，享受阳光的滋润，换上一
身吉祥的“沂源红”；成堆的大
葱，剥皮打包，整齐地送入冷库，
等待发往全国……
　　这一幅幅美好的丰收景象，得
益于在农业农村部支持和指导下建
成的冷藏保鲜库。这些保鲜库，不
仅有助于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还可
以帮助种植户买全国、卖全国，甚
至让加工产品出口国外。
　　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西崖村周
围，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壤含钾量
高，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宜于地瓜
种植。

　　笔者来到淄博乐恩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时，正值地瓜
大规模收获的时节。总经理杨立爱
告诉笔者：“我们基地以前种200
多亩，这两年扩大了种植规模，今
年种了600多亩。之所以敢种这么
多，是因为2020年建成了7500立方
米的仓储保鲜库，可存200万斤地
瓜。”
　　地瓜收获后，储存一直是个大
问题。 2020 年初，当地农业部门工
作人员找到杨立爱，介绍了有关补
贴政策。杨立爱立马决断，投资
400 万元建设数字化控制温、湿度
的智能冷鲜库。“地瓜在地头的收
购价是1 元/斤，从中挑出品相好、

大小均匀的存到春节时销售，可售
6元/斤。”杨立爱说。
　　田间地头的冷库建设，最主要
的作用是让种植户有了议价权。桓
台县绿田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了200
亩阳光玫瑰葡萄。合作社负责人王
强告诉笔者：“以前没有冷库，葡
萄品质再好，收获季价格也提不上
去，收购商叫价10元/斤，不卖就
会烂到树上。”
　　2021年4月冷库建成后，合作
社的葡萄有了议价权。二级三级果
目前收购价是3元/斤至5元/斤。合
作社将葡萄存在冷库里，元旦后可
卖30元/斤，相当于现在一级果批
发价，使其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

　　加工才能有效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冷库建在田间地头，有效促进
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高青金念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主要种植大白菜、胡萝卜、土
豆、洋葱、大头菜等。“蔬菜种植
收获、出货不及时，不仅品质没法
保证，损失也巨大。这几年，借助补
贴政策，合作社陆续建设了5个保鲜
库和2个冷库。”合作社负责人李元
岗告诉笔者，建冷库时，他们把加
工车间建到了一起，特别方便。
　　李元岗领着笔者参观了大白菜
的加工流程，分拣、漂洗、切块、
漂烫、包装全自动化，这些半成
品、成品进入冷库，由冷藏车送往

烟台码头，出口到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
　　近年来，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根
据农业农村部要求，坚持“农有、
农用、农享”的原则，突出产业需
求，围绕鲜活产品，聚焦新型主
体，大力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建设。
　　“仅2020年和2021年，我市就建
成了178个冷库，提升了产地冷藏保
鲜能力、商品化处理能力、稳产保供
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使农产品产
销对接更加顺畅，推动了小农户与
大市场的有效衔接，赋能数字农业
全产业链发展。”淄博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杨溯易介绍。  （桂建明）

冷库建地头，农产品保鲜不愁
不仅让农户有了议价权，还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水绕村，树绕水。走进惠民县
何坊街道沙耿村，金黄色的玉米辫
挂在屋檐下；池塘微波里，鱼儿追
逐嬉戏……
　　一大早，承包户郭永春和妻子
就来到池塘边，撒网、收网、装桶
一气呵成。两口子要在中午前把这
些鱼送到县城客户的手中。
　　“ 4 年前，这里就是一片烂泥
湾，长满了芦苇，进不去人。夏
天，蚊子蛤蟆满了湾，臭哄哄的。
到了冬天，芦苇还容易着火，很头

疼。”郭永春介绍，“村里对芦苇
湾重新清淤、整理，建设鱼塘对外
承包。我包的这5亩多地的鱼塘养
了几万尾鲤鱼、草鱼，一年收入就
有6万元，我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
1.8万元。”
　　沙耿村废旧低洼地和芦苇湾很
多，几乎是一片荒草地，产业极
少，村民收入途径单一，村集体经
济收入也主要依赖土地。如何增加
村民收入，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渠
道，成了2018年上任的村党支部书

记耿春林急需解决的难题。
　　看着幸福河水汩汩从村边流
过，再看看成片的芦苇湾，耿春林
心想，“幸福河里流淌的是黄河
水，为啥不整理一下这些芦苇湾，
发展渔业养殖呢？”
　　在当月的主题党日会议上，耿
春林和党员代表交流了看法，赢得
了大家的同意。耿春林说服老伴儿
拿出多年积攒的13万元，又和施工
队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经过近半年
的施工，8个鱼塘建成了。

　　鱼塘建好之后，如何利用起来
既为村集体增加收入，也能给村民
创收？耿春林动了一番脑筋。
　　“我们负责鱼塘的除草、修路
等设施维护工作，承包商只管养
鱼，收益按 30% 分红。”耿春林
说，“这样村集体有收入，村民在
鱼塘干零活也增加了收入。”
　　当时郭永春就承包了村里70亩
闲置空地和5个鱼塘。“我先在鱼
塘里撒了鱼苗，又投资了20多万元
种了白蜡、国槐，后来又新增养了

笨鸡和鹅，效益还不错。”
　　郭永春指着鱼塘说：“我还想
建垂钓园，养上锦鲤，让大伙儿到
这里来吃鹅蛋、吃笨鸡、钓鱼。”
　　经过耿春林和村民们的努力，
昔日的芦苇滩变成了养鱼塘，鱼塘
周边建起了护栏，还在周围栽树、
硬化环湖小路、建设村公共厕所等
基础设施，这里成了村民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沙耿村地处城郊，吸引了不少
休闲垂钓爱好者来这里，耿春林成
立了“湖畔小镇”合作社，采取
“休闲垂钓+养殖+农家乐”的经营
办法，每年为村里带来收入40多万
元，分红群众约达170人。
　　如今，水产养殖带动了垂钓、
餐饮和旅游观光产业，沙耿村的村
集体经济发展渐入佳境。
       （据新华社）

惠民县沙耿村水产养殖带动了垂钓、餐饮和观光产业

烂泥湾逆袭成“聚宝盆”

  农村大众报巨野讯 （通讯员
肖守祥）初冬时节，天气微冷，巨
野县大姚庄村的种鹅养殖基地，一
只只大鹅在栏内欢快地叫着，给平
静的基地增添了不少生机。
  “俺养的这个鹅叫乌棕鹅，它
的特点是吃得少，生长快。这一茬
鹅有2000多只，从进苗到下蛋是7
个月，下蛋周期是6个月，平均两
天下一个鹅蛋，产蛋率比较高。”
村民季静静是养殖基地的负责人，
她正在给鹅喂食，虽穿着一层单衣
却忙得满头大汗。“俺从2015年开
始养鹅，至今已有8个年头了。饲
料是自己配制的。”凭借着脚踏实
地，敢想敢干的一股劲，季静静不
仅熟练掌握了养鹅技术，还因此走
上致富路，成了当地有名的“养鹅
西施”。 
  然而，回想起一路走来的艰

辛，季静静也是感慨万千。“一开
始刚养鹅的时候，什么养殖技术都
不懂，也缺乏管理经验，更不懂配
方饲料，饲养成本高，一年下来几
乎没有利润。通过不断地摸索，她
慢慢掌握了饲养技术，特别是自己
配方饲料，节省了10%左右的饲养
成本。”
  “咱现在的养殖模式是订单养
殖，由孵化厂提供一条龙服务，免
费做防疫，免费分公母，回收成品
鹅蛋。鹅蛋的市场价格也很好，目
前一枚鹅蛋的回收价是十二三块
钱，仅鹅蛋一项，每年收入100多
万元。”
  季静静表示，下一步要扩大养
殖规模，将自己掌握的养殖技术无
偿传授给乡邻，带动更多的养殖户
一起发展，互惠共赢，做大一方
产业。

订单养殖乌棕鹅不愁销路

  日 前 ， 省 商 务 厅 公 布 了
“2022金秋双节直播季·山东50
名优秀电商主播”评选结果，东
庄镇本土电商品牌“正邦全自动
煎饼机”登上省优榜。
  “有买有送，优惠多多，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的煎
饼 ， 口 味 有 小 米 、 红 枣 、 玉
米、黑芝麻……”走进东庄镇

直播现场，主播正在介绍煎饼
的种类，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
赞关注和下单。
  东庄镇坚持政府搭台、电商
唱戏，将电商直播经济与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建设了集培训、实
训、孵化、展示直播等功能于一
体的电商孵化基地，培育了一批
本地直播带货能手。同时，定期

组织村级电商物流服务点负责
人、电商网红达人以及有意向做
电商直播的村民参加电商培训，
对他们进行技术支持、业务指
导，助力直播带货“走得远”。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直播
平台对煎饼机和煎饼进行推介，
扩大产品销路。
    （王诗琪 摄）

电商带货助农增收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与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线上方式举行了马铃薯新品
种“中薯早39”合作开发签约仪
式。国内第一个早熟高淀粉马铃薯
新品种“中薯早39”在北大荒薯业
集团落地。
　　“中薯早39”是马铃薯产业体
系最新研发成果，是目前国内已知
的第一个早熟高淀粉品种，也是中
国农科院向企业正式许可开发的第

一个马铃薯品种。突破了品种早熟
性和高淀粉含量不兼容的瓶颈，对
于延长淀粉企业加工期、增加种植
加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中薯早 39 ”在全国各地进
行了多年试验示范，稳定表现早熟
高产高淀粉，适宜在我国北方一季
作区、中原二季作区、南方冬作区
以及西南混作区低海拔地区春作或
冬作种植。　
    　   （中农）

国内首个早熟高淀粉

马铃薯新品种育成并转化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