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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苹果葫芦，寓意着平

安；这个是鹤首葫芦，外形酷似

‘鹤首’……”8月10日，在河南省

郏县冢头镇拐河村的葫芦种植大

棚里，90后小伙宋梦克热情地向

大家介绍自己的葫芦品种。

种植大棚里，连片的葫芦藤

蔓上已经结出或大或小、造型各

异的葫芦。宋梦克介绍，他种植

的葫芦是供文玩观赏的专用品

种，每年10月开始收获。

宋梦克做过厨师，也当过小

工……后来偶然接触了网络直

播平台，便毅然回到家乡，重拾

自己儿时喜爱的葫芦文化，圆自

己的“葫芦梦”。

2017 年，宋梦克在自家 4

亩地里种了勒扎、绾结、鹤首等

20多个类型的葫芦，每天早出

晚归，吃住在葫芦棚里，精心为

葫芦造型、绾结。经过细心管

理，一枚枚葫芦幼果慢慢长成了

一个个精美的工艺品。随着葫

芦产量增加，他开始通过网络拓

宽自己的销售渠道。

走进宋梦克家里，院中房檐

下挂满了葫芦，楼上储物间堆满了

葫芦。工作室里，精致小巧的文玩

葫芦，以及造型各异的葫芦工艺品

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由于热

衷葫芦雕刻艺术，宋梦克通过这几

年的积累，在自家建起一个小型的

葫芦博物馆，周围人都叫他“葫芦

王”，也叫他“宋馆长”。

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工艺

的改进，宋梦克的产品日渐丰富，

收益也逐渐增多，每年能达到20

万元，这笔可观的收入也更加坚定

了宋梦克拓展葫芦产业的信心。

截至目前，他的葫芦在网络

平台的宣传下销售到全国各地，

大量的订单也成为他坚持种植、

学习工艺葫芦制作的动力。

（李军辉鲁振宇）

日前，望着一望无际的大姜

田，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太保庄

街道太保庄村党支部书记邓新

发满眼欢喜。“大姜长势好，姜田

周边碍眼的大姜秸秆不见了。”

在农作物秸秆当中，最难处

理的当属大姜秸秆。小麦、玉米

秸秆能做饲料、肥料，还能通过

生物气化技术用做清洁能源，而

大姜秸秆过去一直无法还田，燃

值也低，不易腐烂，牲畜不吃，纤

维也没有任何用途。“以前都堆

在地头、扔到沟里，腐烂的味道

实在难闻，不仅影响环境，还影

响交通。”大姜秸秆一度让邓新

发想起来就头疼。

如今，在峡山的田间地头

已很难寻觅到大姜秸秆的身

影，因为它们都被运去了山东

大艾姜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从姜农手里收来大姜秸

秆，晒干、粉碎破壁后，经过多

道工序，就能生产出大姜精

油。”该公司副总经理孙锡庆介

绍说。这项技术是由艾姜山科

研团队与高校合作研发出来

的。后来经过多次的工艺改

良，终于在去年，让大姜秸秆从

一“愁”变成了能加工姜精油、

姜醇等产品的一“宝”。

去年，该公司共收1.3万吨

大姜秸秆，制成了10多吨姜精

油，目前，这些姜精油已被国外

客商订购一空。据悉，该公司

每年可加工处理 10万亩以上

大姜产生的秸秆，能提取粗油

50吨，产出姜精油40多吨，剩

余废渣还可制成生物燃料和生

活用品，实现大姜秸秆的无害

化循环利用。 （郭杰）

“不要小瞧这 200 多头野

猪，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卖100多

万元。”近日，新疆吉木萨尔县老

台乡杨庄村村民尚玉宝开心地

告诉笔者。

尚玉宝是远近闻名的野猪

养殖大户，他养的野猪以青草为

主食，瘦肉率高达85％，在市场

上很受欢迎，批发价为每公斤

80元左右，供不应求，主要销往

乌鲁木齐和北京、上海等地。

2009年，尚玉宝回山东老

家探亲时发现不少人从事野猪

养殖，市场依旧供不应求。于

是，在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后，

尚玉宝从山东引进了两公两母

4头人工繁殖的二代野猪搞起

养殖。

虽然是二代野猪，但依旧野

性十足。尚玉宝从养殖一开始就

吃了经验不足的亏。“种猪下了第

一窝崽儿后，小猪仔放养在树林

里。”尚玉宝回忆说，“别看这些猪

崽小，可能折腾了。经常有小猪

仔从简易的围栏‘越狱’出逃，在

戈壁滩找上半天是常事。”

野猪慢慢长大，好斗的天性

暴露无遗。“刚开始养殖没有经

验，圈舍的养殖密度过大，野猪经

常为争抢食物和水打架。”尚玉宝

说，“有时候甚至打得遍体鳞伤，

造成伤口感染死亡。”意识到养殖

密度过大，尚玉宝重新修建了高

标准猪舍、野猪放养区，逐步扩大

养殖规模。2016年尚玉宝还在

吉木萨尔县城开了一家主打野猪

肉的餐厅，生意火爆。

“现在年出栏200头左右野

猪没问题，除了野猪，还有驴，每

年也可以出栏200头左右。”尚玉

宝自豪地说。2013年，尚玉宝成

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如今已吸纳

100多个社员入股，年产值能达

到300万元左右。 （任东升）

“我用养兔子的

粪便来做底肥，施到

果园和庄稼地里，果

树和玉米长势好，土

壤也不会板结。”8月

6日，河南省宝丰县

周庄镇余东村村民

刘延召向村民讲解

着自己种养结合的

致富秘诀。

刘延召今年 47

岁，不仅在当地流转

了 240 多亩土地种

植梨树、桃树和粮食

作物，还养殖了1000

多只獭兔。

獭兔繁殖能力

强，生长周期短，很

快，刘延召的獭兔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销售也不是问题。

“兔粪发酵后，施到地

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还

省了不少买化肥的钱。”刘延

召说，“兔粪发酵池就建立在

梨园和养殖场之间，用兔子

粪便种植出来的水果和粮食

价格高还抢手。”

在獭兔养殖过程中，刘

延召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他不仅免费为有养殖意向的

群众发放种兔、笼具，为他们

免费培训技术，还按照保护

价格进行回收，带动了周庄

镇中和寨村许多困难群众及

周边200多户群众走上獭兔

养殖致富路。

“现在我买了烤炉，建了冷

库，计划做兔肉深加工产业，一

旦技术成熟，将继续扩大养殖

规模。”刘延召说。 （丁需学）

保鲜青花椒卖全国
找准“赛道”无“椒虑”

90后小伙把葫芦变成工艺品

养殖“二代野猪”年产值达300万元

大姜秸秆：从“让人愁”到“挤”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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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忠（左）了解新收购的花椒品相。

8月19日上午10时，四川

省南充市营山县国际工业港暨

重庆配套产业园，一辆卡车从

这里出发开往上海，里面满载

真空包装好的一袋袋青花椒。

“这是今年新一季的保鲜

椒，当下正在热销。”重庆丰源

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忠

说。2019年，他来到营山县成

立椒宝宝花椒有限责任公司，

辐射带动营山及周边区县青花

椒种植、加工与销售。

今年，青花椒行情低迷，杨

华忠认为好品质的保鲜椒，市

场接受度不错。另外，找准“赛

道”，开发副产品，也可更好应

对市场波动。

锁定“主赛道”
他将保鲜椒卖出“第一”

8月中下旬，南充的青花椒

已经下树。走进“椒宝宝”深加

工中心，扑鼻而来的是独有的

馨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最忙的是六七月份，那时

候正值花椒上市。每天，中心

里堆满了从种植基地送来的新

货。”杨华忠说，“椒宝宝”加工

中心占地40亩，配有冻库和烘

干中心。收来的青花椒在这里

被加工成保鲜椒和干花椒销往

全国，并出口日本、韩国等海外

市场。

“青花椒的上市期只有两

个月，如果能在其他时节让消

费者品尝到新鲜货，这在当时

是一个很好的商机。”杨华忠告

诉记者，普通鲜椒加工成干椒，

价格大约在 8-20 元/公斤，但

经保鲜后，价格基本可以翻番。

目前，丰源花椒年产保鲜

椒 2000 多吨，已成为全国最

大的保鲜椒加工企业，也是全

国唯一 一家做保鲜椒出口贸易

的企业。而与其血脉相承的

“椒宝宝”，年产保鲜椒近 500

吨，也是川内最大的保鲜椒加

工企业。

开辟“分赛道”
花椒副产品花样百出

当下，面对青花椒价格走

低，杨华忠坦言与种植户相比，

行情对他们这样的加工企业影

响相对较小。

“今年，我们的产品价格低

于去年，但原料成本支出也减少

了，所以利润空间还在。另外，

消费虽然少了但品质好，我们可

以更从容地开拓市场。”据悉，今

年，“椒宝宝”生产销售的保鲜椒

较去年有望增长至500吨以上。

而除了保鲜椒、干椒等主

打产品。如今，花椒副产品在

丰源花椒和“椒宝宝”的产品线

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最

早源于他在生产线上的一次意

外发现。

2016年，杨华忠好几日在

车间里巡查时发现自己竟有些

睁不开眼，这种“症状”在青花

椒蒸汽杀青时尤为明显。

“后来一打听，周边生产保

鲜椒的同行也有这种情况。”杨

华忠敏锐地察觉，其中大有门

道。他找人将这些“水蒸汽”收

集冷却凝固成液体，并送至西

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很

快，专家告知他这些液体中含

有很高的油脂成分，能提炼出

花椒芳香油。

花椒芳香油可作为天然增

香剂使用，也可添入食品与日

化用品中，且价格惊人，一公斤

可卖到八百元。而今，通过提

炼生产花椒芳香油，杨华忠一

年可创收上百万元。

“开发花椒副产品，是花椒

深加工的一个未来趋势。”除了

花椒芳香油，杨华忠计划下一

步深度开发花椒籽副产物。“花

椒籽除了可以提取油脂，还能

提取花椒蛋白肽、花椒黑色

素。”小小青花椒，一身都是宝，

加快产品开发，挖掘青花椒的

附加值，在杨华忠看来也是决

胜市场的重要举措。

（据《四川农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