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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笔者来到河南省西华

县皮营办事处谭庄村黑小麦加工厂，

见到粮食清洁机在高速运行，去杂、清

洁、烘干；两盘石磨在均衡而缓慢地转

着，面粉如细雨般纷纷落下。

这般屡见的石磨加工，有何新鲜？

见到笔者心存疑虑，加工厂负责人王艳

娟满脸笑容地介绍说：“你不懂了吧？

正是靠石磨的低速运转，每分钟只有18

圈，才保证了黑小麦的原汁原味和营

养，磨出来的面粉备受消费者欢迎。”

要说黑小麦加工，就不得不提起

张义枫。张义枫是西华县芦荟种植大

户，利用塑料大棚种植芦荟千余亩，出

售鲜芦荟，加上把芦荟加工成产品出

售，每亩芦荟年效益超过10万元。张

义枫致富的同时体会到，种植特色产

品，是高质量发展农业的有效途径。

西华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年

种植小麦百万亩。听说黑小麦面粉好

吃、用途广，价格也高，张义枫就想通

过种植加工黑小麦，为农民创出一条

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新路。去年年

底，他与有面粉加工经验的王艳娟协

商，两人共同投资，在皮营办事处承包

千亩耕地作为基地，带动周边群众种

植黑小麦，建成石磨粗粮加工厂，直接

加工黑小麦面粉。

王艳娟介绍，他们已经把黑小麦

面粉报省食品加工部门检验鉴定，获

得了质量认证、生产许可、经营销售等

手续，不日将批量加工黑小麦面粉，日

加工量500公斤左右，黑小麦面粉注册

“金穗豫东”品牌。

黑小麦面粉不仅延长了西华县小

麦的产业链，而且创出了网络销售新模

式。王艳娟介绍，“金穗豫东”牌黑小麦

面粉大部分通过网络销售，目前供不应

求，此外，也受到当地顾客的青睐，上门

求购者不断。（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黑小麦深加工 趟出致富路

6月21日，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岔河村东

亚飞蝗养殖基地的养殖户用玉米草喂蚂蚱。

大棚不都是用来种植蔬菜的吗？怎么都

养上蚂蚱了？原来，这些让不少农户深恶痛绝

的农作物大敌“蝗虫”，在养殖基地，变成了致

富的“小精灵”。据介绍，蚂蚱生长周期短，45

天就可以出售，它具有较高的食疗价值和药用

价值，有止咳平喘、解毒等功效，在治疗支气管

哮喘、百日咳等疾病方面有较好效果。

目前，小蚂蚱形成大产业，全市养殖大棚

3000多个，改造盐碱地3000余亩，带动1500多

人就业增收。 新华社发

大棚养蚂蚱 沙地长“蝗金”

初夏，正值伦晚采收的季

节。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高家

冲村三组的柑桔园里，一颗颗黄

灿灿的伦晚挂在枝头，高家兴园

柑桔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

泽正在指挥工人采摘、分装，从

大家的笑脸上，能看到今年又是

一个伦晚丰收年。

高家冲村原来就是柑桔的

重要产地，但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柑桔

地渐渐荒芜。2015年，返乡青

年高泽在看到家乡的此番场景

后，毅然决定留下创业，并通过

土地流转创办了一家柑桔专业

合作社。

创业初期，由于柑桔品种老化、缺乏种植

经验，合作社种出的果子一直卖不出好价钱，

后来他通过外出学习和多方调研，决定改变思

路，发展新品种“伦晚”。通过扩大种植规模，

选用了适合本地气候和土质的柑桔新品种，并

采取“抱团取暖”发展模式，将周边村民吸纳进

来一起发展柑桔种植业。目前，高家兴园柑桔

专业合作社现有柑桔树30000棵，2023年预

计产量50万斤，产值达150万元。 (蔡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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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走进山东潍坊青州

市黄楼街道芦李村，主干道两侧一

个个花卉大棚鳞次栉比，大棚里，各

品种的高档花卉争相绽放。

“我们村一共265户，基本家家

户户都种花，是名副其实的花卉专

业村，户均三四个花棚，年收入40万

元左右，不少村民开上了汽车，住上

了楼房。”芦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洪杰

说，发展花卉产业之前，村民看天种

粮，户均收入不过几千元，村集体收

入微薄，发展民生事业有心无力。

30多年前，芦李村村民李鸿儒

在自家地里种菊花，拿到集市上售

卖，没想到成为抢手的稀罕物，让他

尝到了种花的甜头，村民们也纷纷

效仿种起了花卉。

走进村民李道学的大棚，工人

们正忙着将幼苗填土装盆。“我种了

20多年花了，开始主要种杜鹃、仙客

来等，后来跟着市场变换品种。”李

道学告诉记者，多年的种植练就了

花农的市场思维，市场缺什么品种

就种什么。

李道学也见证了村里花卉产

业的升级迭代：大棚从最初用竹竿

搭建，到后来堆厚土墙，再到现在钢

架建设，温湿度控制也由原来全人

工到现在全自动。“看大棚中间吊着

的像喇叭一样的东西，就是感应温

度的，温度有偏差就会通过手机提

醒我。”李道学说，现在花卉大棚越

来越“智慧”了。

近年来，随着多肉市场的兴起，

部分村民转向多肉种植。在村民杨

富文的大棚内，满满摆放着多肉幼

苗，十几个品种都是他自己杂交出

来的。他根据市场热销的多肉品

种，购买父本和母本杂交，培育出的

新品种价格是市面上普通品种的两

三倍。杨富文手捧一款叶型短胖饱

满的多肉幼苗说：“我给它起名为

‘冰泊’，夏天会长出红色的‘糖心’，

十分漂亮，很受市场欢迎。”

芦李村的“花样经济”吸引着年

轻人回流。在“80后”村民李莎莎的

花卉大棚内，一盆盆宝莲灯花

簇拥着的电商主播，正在手机

前热情饱满地介绍着产品，李莎莎

和工人们则忙着将订单打包。

李莎莎以前在外打工，看到朋

友直播卖花搞得很红火，便产生了

回乡创业的念头。“去了很多花卉大

棚，最终决定卖宝莲灯花。这个从

荷兰引进的品种，叶片宽厚、花形硕

大，看上去高贵大气。”作为青州第

一批直播售卖宝莲灯花的农户，李

莎莎的电商已经小有规模，日销90

盆左右，多的时候每天卖到200盆。

花卉产业不仅鼓了村民腰包，也

让村集体收入越来越厚实。芦李村

村南几百亩丘陵地，因不适宜种粮，

常年荒废。村里引进10余家花卉企

业，将这些土地流转租赁给企业，费

用归村集体。村里富起来以后，硬件

设施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旧貌换新

颜，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逢老人节、

春节等节日还有福利发放。

30 多年养成的

“一朵花”，给芦李村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李洪杰说：“靠着这个‘美

丽’产业，村民的生活也越来

越‘美丽’！”

（据新华社）

“花卉村”花农30年练就市场思维
花随市场别样鲜

推开厚重的钢制闸门，

一排排4米高的架子次第

排列，均匀分层摆放着白色

菌棒，菌棒上一朵朵黄灿灿

的金耳菌长势旺盛，几名穿

着白大褂、戴着头套的工人

来回穿梭采摘，不一会儿，

一篮篮成品金耳菌便走下

“生产线”。这是近日笔者

在安徽省界首市齐岗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金耳菌种植

基地看到的场景。

金耳菌被称为菌中“黄

金”，种植周期短，产量高，胶

质细嫩，含有维生素和氨基

酸，被业内称为“金疙瘩”。

看中广阔的市场前景，在现

代农业领域摸爬滚打近十年

的齐岗和妻子马艳敏一商

量，决定引种金耳菌。

经多方联系，去年，齐

岗携手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等

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

从云南引进金耳菌种植技

术，并投入2000余万元，建

立了22个菌种制作和菌菇

培育智能菇房。

种植金耳菌，制作菌包是前置环

节也是关键环节。为此，齐岗同技术

人员一起，利用皖北丰富的玉米芯、木

屑等原料制作培养菌包。“每个菌包，

我们都认真检测、反复调整。”齐岗说，

在接种阶段，公司采用的是先进的液

体菌种，用机器喷洒在菌菇包上，保证

每一包蘑菇的出菇数量和大小。

“传统菌菇生产是要避开夏季的，

因为夏季高温不适合出菇。”齐岗介

绍，但是基地的工厂化生产，控制出菇

房的温度和湿度，就能保证出菇的时

间和品质，且一年可以多次出菇。

眼下，经50多天的培养，齐岗种

植的金耳菌迎来丰收。“每个智能菇

房放置菌棒 6000 个，能产菇 6000

余斤。”齐岗介绍，前期公司进行了

充分的市场考察，目前，来自上海、

广州的订单源源不断，企业正在抓紧

采摘中。 （据《安徽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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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卉大棚内，主播正在直播销售宝莲灯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