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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阜南县黄岗镇一处桑蚕家庭农场，坐在轮

椅上的王桃桃查看了养蚕大棚后，和母亲讨论起今年的

养蚕收成，说话间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王桃桃是一名90后，出生在阜南县鹿城镇。聊起

返乡养蚕的原因，王桃桃说，这缘于自己的奶奶。“在我

的心目中，奶奶心灵手巧。小的时候，就跟着看她养蚕，

然后，看她将蚕丝一根根抽出来，又如变魔术般织出了

蚕丝被。”

2018年，王桃桃带着自己开网店积攒下的近70万

元返乡了。她准备将奶奶养蚕织被的老手艺发扬光

大，在离家20公里的黄岗镇开始种桑养蚕。“2019年

10月，我流转了150多亩土地种桑养蚕，并成立了桑蚕

家庭农场。但是，因为缺乏养蚕经验，第一年就亏了十

多万元。”

为了快速掌握养蚕技术，她在向奶奶请教的同时，

还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专业培训班。此外，她购置了网络

教材，每天晚上在家学习。

“如果桑叶有保证，养蚕基本上一个月就可以结束

一批，每年可养蚕3到5批次。每次蚕宝宝进棚，我几乎

都是吃住在这里。每天早晨4点多就要起床，先给养殖

棚进行消毒，然后指挥工人割桑叶投喂，观察蚕宝宝进

食等。随着蚕宝宝长大，它们的食量也越来越大，最多

的时候，这几棚蚕宝宝一天就要吃掉10多亩的桑叶。”

王桃桃说。

除了种桑养蚕，王桃桃还在阜南县开了制作蚕丝被

的门面，平时由亲友帮忙打理。王桃桃把眼光放到了互

联网上，开始直播销售自己手工制作的蚕丝被。

问到未来的打算，王桃桃说，她依靠已掌握的养殖

和制作蚕丝被的技术，开始走上一条“养殖+加工+销

售”的发展路子。“目前，我已经生产出了高中低端三个

档次的蚕丝被，单品价格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我

在县城租了门店，通过线上线下推广宣传，慢慢已经被

消费者认可，销售量也在不断增加。” （据央视网）

“鸵鸟抗病能力强，生长速度快，

饲养简单，浑身是宝。”近日，河南省宜

阳县莲庄镇礼渠村鸵鸟养殖基地，看

着围栏里健硕的鸵鸟，负责人安德兴

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前两年，养鸡专业户安德兴看到

外地有人养殖鸵鸟，“饲养简单，经济

价值还高”便萌生了养殖鸵鸟的想

法。经过考察，他发现南方地区鸵鸟

的肉、蛋、羽毛市场广阔。

很快，他便和朋友合伙投资建

设了养殖基地。“刚开始，因技术不

够成熟，出现雏鸟误食稻草造成大

量死亡的情况，100只雏鸟最后只剩

下不到40只。”安德兴说，为提高饲

养水平，他们不断到各地学习最新

的饲养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安德兴将

养殖重点放在了种苗孵化上。相比肉

鸟养殖，种苗孵化技术含量高、场地要

求低、回报率高，平均每只雌鸟每年可产蛋70

枚，按每只450元计算，去掉人工、饲料等养殖

成本外，每只种鸟年收益可达5000元。

安德兴说，目前养殖基地有养殖大棚9

座，种鸟存栏量450只，7台鸵鸟蛋孵化机，年

出苗约1.5万只、利润近80万元。

在安德兴的带动下，莲庄镇已有10多户

村民参与鸵鸟养殖。 （许金安）

6月8日，种植户在浙

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的铁

皮石斛有机种植基地采摘

铁皮石斛花和铁皮石斛鲜

条。该铁皮石斛有机种植

基地占地200多亩，是由

回归的乡贤创办，该基地

除了产出铁皮石斛鲜条、

盆栽以及铁皮石斛粉、铁

皮石斛酒等多种相关产品

外，还作为当地乡村旅游

的特色景点吸引了上海、

杭州、苏州等省内外游客

前来采购、游玩。

初夏时节正是铁皮石斛花盛

开的季节，诸暨市东白湖镇的铁

皮石斛基地进入采花期。据了

解，铁皮石斛是浙江省诸暨市东

白湖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近年来，

东白湖镇始终坚持农业优先发

展，重点做活做特铁皮石斛等特

色农业产业，同时积极推进乡贤

回归和青年人才引进，加快农业

数字化转型，推进农特产品交易

服务中心、惠农综合平台以及直

播经济的发展，多渠道促进乡村

振兴和百姓共富。

（徐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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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铁皮石斛 开出致富“良方”

返乡创业养蚕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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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精巧的木雕、一盒盒精致的点

心、一片片精美的茶叶……记者见到这些产

品时，一时很难将它们与“冬枣树”联系起

来。

“可事实是，这些都是从冬枣树衍生而

来的。”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冬枣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刘登枝告诉记者。

沾化区具有悠久的冬枣种植历史，

2011年5月，“沾化冬枣”就被原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去年，

沾化区30万亩的冬枣林共产出冬枣6.3亿

斤。近年来，聚焦产业增效、枣农增收，当地

持续加大品牌打造，促进产业链条延伸。

在位于沾化区的滨州尚亿食品有限公

司原料加工车间，几名工人正在分装样品、

调配馅料。馅料研发负责人牛绍峰说：“以

冬枣为媒，我们研发出了莲藕冬枣、菠萝冬

枣、冬枣蜜柚等十余种馅料，制作出了冬枣

酥、冬枣糕、冬枣颗粒等8款糕点。”

“冬枣营养价值高，口感甜而不腻，一经

推出便广受好评。”公司董事长王利芯介绍，

目前，公司3条馅料加工线的日生产能力可

达80吨，订单量相比同期增长了80%。“我

们去年收购了5500吨冬枣，今年收购量要

翻一番左右。”

在沾化区下洼镇的枣木雕刻非遗工坊

内，大到家具、人物雕塑，小到手串、桌面摆

件，形态各异的枣木雕刻品让人眼花缭乱。

选料、蒸煮、烘干、雕刻、抛光、上漆……

作为当地最早学习枣木雕刻的手艺人，工坊

创办人丁国勇讲起制作流程来头头是道：

“跟其他木头相比，枣木更加坚硬，存放时间

越长，颜色越亮。”

每年，丁国勇的工坊都要收购100吨左

右的枣木原料，聘请的雕刻师傅都是周边村

的枣农。“他们农忙时就去种枣，农闲时就来

雕刻，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左右。”他说。

不起眼的废旧枣木经工匠的巧手雕刻后，价位随即

翻了好几倍，从百元至万元不等，“前几天，枣木马扎都卖

断货了。”丁国勇笑着说。在他的带动下，沾化区各村镇

已有40多家枣木雕刻商铺。

走进沾化区冬枣研究所，记者还看到了冬枣花蜜、冬

枣蜜枣、冬枣精酿啤酒、冬枣芽茶等一系列产品。“枣树全

身都是宝，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种枣。”采访中，村民

调侃的一句玩笑话，却恰恰道出了冬枣产业发展的秘诀。

在沾化，一棵冬枣树实现了“七十二变”，既结出了鲜

食的冬枣，还能“炒”出茶叶、“酿”出蜂蜜、“刻”出木雕

……小小的冬枣，不仅积累着产品形态的“量变”，更带来

了美好生活的“质变”。 （据新华社）

紫麦，学名叫“紫优5号”，落户明集镇已

两年。“去年，中科院专家推荐这个紫麦品种，

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100亩。”山

东省邹平市明集镇种粮大户刘水波说。到了

收获季，紫麦亩产1100斤左右，与传统小麦

产量相当。但是市场价格每斤达2元，比普通

小麦高出了5毛多钱。刘水波100亩地卖粮

收入了22万元。

刘水波介绍：“紫麦属于功能性营养小麦，

营养价值非常高，不仅富含花青素，硒和锌元

素的含量也很高。”看到效益，附近村民纷纷跟

种，截至目前，明集镇解家、西宋、苏桥、窝村等

村共有2000余亩紫麦田。

“现在人们越来越追求食物的营养价值，

我瞅准了这个商机，将紫麦预留出一部分，联

系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进行二次深加工。”刘

水波说，“紫麦的营养价值很大一部分存在于

麦皮里面，所以我采用的是‘吃干榨净’的全麦

研磨技术。”他还注册了“明紫坊”品牌，对面粉

进行了统一包装，做成5斤一盒的高档礼盒，

市场零售价11.9元。

刘水波算过一笔账，如果单纯卖小麦，每

亩可收入2200元；如果深加工，目前每斤面粉

售价为8元，按照每亩地产出900斤面粉计算，

可收入7200元，去除面粉加工、包装等费用，

利润为3600元，市场发展前景巨大。

据了解，刘水波最近还请专家设计出了紫

麦全麦面条、紫麦精酿白酒，主打紫麦优良的

营养价值优势，不断增加紫麦附加值，进一步

延伸“紫色”产业链。

(李蓓蓓)

一粒小种子长成
“紫色”大产业

王桃桃和母亲讨论起今年的养蚕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