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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苗木销售的淡季到了。照理说，

以花木为业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棠棣

村应该要冷清一阵子了。但事实上，村民

们似乎并没有得闲。

近日，笔者来到棠棣村，当了一回花

木销售助手。大清早，小徐园艺有限公司

的百亩苗木园前，一辆运输货车已在等

候。对花木品类不甚了解的笔者，一边

“偷师”问着各种苗木的名字，一边协助公

司负责人徐建华将上百株香樟苗、桂花苗

装上大货车。

“做了20多年的花木生意，客户已经

遍布全国各地。我们村里的花木老板们，

一年四季都有忙头。”走在从苗木园回家

的村道上，看着路两旁绿树成荫、别墅林

立，从小生活在此的徐建华突然感触良

多，他指着自家的房子对我说：“20多年

前被村里公认的‘穷人家’，竟然靠着做老

本行生意翻了身。小平房变成了大别墅，

收入翻了20倍都不止，这样的生活，放在

过去根本不敢想。”

徐建华感

慨，村还是这个村，行业还是这个行业。

怎么过去的这20年里，好像什么都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棠棣村没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建明觉得，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里，村民们因地制宜，始终以花木为业，一

直是一条没走错的路。

棠棣村又变了。从颜值到效益到名

气，这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获得过“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几十项荣誉的棠棣村，早已从那个环境脏

乱的落后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85后棠棣村村民刘峰对此深有感

触。他向我们描述儿时的场景。“我从小看

着父母在自家不大的花圃里种植花木，那

时候家门口路窄又泥泞，进出很不方便。”

刘峰说，以前，父亲想要把花木卖出去，需

要扛着茶梅、桂花苗早早

出门，

然后坐火车去外地找市场，带回来的收益

也不多。“这么辛苦还赚不到钱，我以后可

不干这一行。”年幼的他暗下决心。

但后来，在外创业的刘峰发现，村里

发展花木产业有了一套新打法。为了解

决花木品种不佳、市场局限等问题，早前

对花木市场有着一定研究的村书记刘建

明，开始带着村干部、村民代表到上海、北

京、广州等地的不少花木市场调研。没出

过远门的村民们跟着村里的指导思路走，

从进苗到培育到销售，每一步都稳扎稳

打，慢慢也拥有了自己的客户群。

再后来，想把产业再做大一些的棠

棣村民们，在村干部的带头指挥下，开起

公司、打造基地。村里根据村民们的实

际情况，探索出“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

户”的花木专业村发展模式，让产业发展

更成体系。

棠棣村的花木逐渐打出了自己的市

场，刘峰在十年前“食言”回到家乡，开始

做起以盆栽零售和庭院设计为主的花木

生意。靠着年轻人的拼劲和创意，他从零

学起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年收入也在十年

间有了近十倍的增长。

如今，在这个有近500户村民的村子

里，95%以上非粮食功能区的土地都种植

着花卉苗木，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都

从事着花木生产与经营工作，棠棣村人均

年收入已超12万元。 （徐添城）

6月29日，河南省宝丰县闹店镇

司庄村蚂蚱养殖基地负责人曹灿超

正忙着把一车新鲜的青草投放至养

殖棚。透过塑料棚膜看去，拇指大小

的蚂蚱在大棚里欢蹦乱跳，“沙沙沙”

的扑腾声不绝于耳。

曹灿超养的蚂蚱品种是“东亚飞

蝗”，每年养殖4茬，每茬亩产1000斤

左右，按现在的市场价每斤30元，每

亩地的收益在12万元。

蚂蚱养殖是短平快项目，但由于

对温度需求高，只适合在每年4月初

至10月中旬养殖，10月下旬到来年3

月间大棚就闲置了下来。如何把有

限的空间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曹灿

超犯了难。经过多番查阅资料、请教

技术人员，他发现蚂蚱养殖的“空窗

期”刚好适合培育羊肚菌。

每年一棚两收，返乡创业的80后

曹灿超又如何把“菌+蚂蚱”做成了一

道风景？他的回答很简单：“不偷懒，

多探索。”

据了解，蚂蚱和羊肚菌轮作不

仅可以实现土壤原生态修复，起到

为羊肚菌生长抑杂菌、抗重茬的作

用，同时，菌渣和蚂蚱粪便均可就地

还田作为有机肥，能促进羊肚菌生

长，真正做到一地多用，提高了土地

利用效率。

“最后一茬蚂蚱出棚后，种上羊

肚菌，亩产大约1000斤，亩均多收益

4万元。”曹灿超介绍，“菌+蚂蚱”的轮

作模式不仅让“冬闲棚”变“效益棚”，

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这是宝丰县依靠珍稀菌轮作模

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缩影。

无独有偶，走进宝丰县珍稀菌产

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大棚分立田间。

“3月底羊肚菌采收结束后，我们

就在棚里种上瓜果蔬菜，目前棚里的

‘8424西瓜’已上市。”宝丰县弘亚菌

业负责人曼永峰介绍，轮作模式让棚

内废物有效利用后，种出来的瓜果蔬

菜口感和卖相都特别好。

在不断的实践改良中，宝丰县针

对珍稀菌生长周期短的特点，挑选草

莓、精品西瓜、圣女果等果蔬在大棚

种植，并将菌棒、菌渣作为肥料实现

环保利用，使其原料“源于自然，回归

自然”，培育和发展独具地域特色的

农产品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

宝丰县的这种轮作模式解决了

大棚的土传病害，有效填补了大棚生

产空当，起到了为蔬菜生长抑制杂

菌、提供营养、抗重茬的作用，释放了

种植潜力，实现了土地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 （丁需学 李红果）

近期，四川省隆昌市石燕桥镇四

方井村的青花椒迎来收获。林间地头

椒香四溢，浅丘沟壑间，村民们头戴草

帽，麻利地将青花椒下枝、去叶、剪椒、

入篓……

“往年一亩地能收1300余斤鲜椒，

今年一亩地只能收800斤鲜椒，减产近

四成。”隆昌市开心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舒銮洪告诉笔者，今年花椒

产量虽少了，但合作社收入却有望增

加。“按市场价格估算，今年我们合作社

产值有望达到350万元，比去年多40万

元左右。”

花椒减产却增收，背后原因何在？

市场回暖，种植技术和品种助力

“减产主要是受去年以来高温干旱

天气的影响。”舒銮洪表示，虽然产量减

少，但随着行业复苏，市场需求旺盛，青

花椒干货价格从去年的 17—18 元/斤升

至 26—28元/斤左右，涨幅约40%。“青

花椒干货价格后期还有上涨空间，预计

会达到33元/斤左右。”舒銮洪说。

面对减产明显的现实，仅依托市场

行情并不足以填补损失。对此，舒銮洪

带领社员探索青花椒矮化密植、主枝回

缩、压枝摘芯、催老促花等前沿技术，有

效降低了种植成本，并实现了花椒产量

的提升。

“通过这些技术，我们一亩地从种植

60—70株提升到了120—150株，鲜椒

产量由400斤/亩提升到了1500斤/亩，

经济效益大幅增长。”舒銮洪说。

另外，合作社还在品种选育方面下功夫，成功

培育出了适应性更广泛的“开心花椒1号”和“开

心花椒2号”新品系，产量再度提高15%—20%。”

注重产品品质，抱团发展合作共赢

产量上去了，确保产品品质，是合作社的主攻

方向。

“我们使用动物粪便发酵有机肥，采用生物制

剂燃料进行烘烤，自主研发了花椒上料机、选刺机、

手动研磨器等六项专利产品，确保出售的花椒麻香

醇厚浓郁、干净无杂质。”舒銮洪介绍，基于优良品

质，其合作社成功打通山东、青海、河北等多个省份

的销售渠道，并与他们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们为社员免费提供技术代管等服务，就是

为了确保青花椒的品质。”舒銮洪认为，严把品质

关，大家抱团发展、合作共赢，才能有所收获。另

外，舒銮洪还不断提高青花椒产品附加值，延伸花

椒产业链条，让曾经作为废弃物处理的花椒籽、花

椒叶、花椒杆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洪瑜）

6月27日凌晨两点，山东省聊城

市茌平区冯屯镇山东泽邦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泽邦）孵化

车间里，公司技术管理员杨汝华正挨

个校验孵化箱内实际温度和表显温

度，以及孵化箱内翻蛋情况。

据介绍，这些鸡蛋并非为了孵化

鸡苗，而是为了给人用流感疫苗研制

提供合格的培养皿——10日龄鸡胚

蛋。这些经过消毒、烘干、分级、孵

化、照检等十几道工序生产出来的鸡

胚蛋，将陆续运到武汉生物、北京科

兴、华兰生物等国内多家大型生物医

药企业。

“平时注射的流感疫苗，很多都

是用我们的鸡胚蛋制作出来的。”山

东泽邦总经理王泽群说，目前省内

涉足人用流感疫苗

鸡胚蛋生产的企业

仅有两三家，全国也

比较稀少。

2019年，王泽群

返乡，他从科研院所、

高校企业等聘请了一

批专业人才，成立了企业技术团队。

“我们整天抱着各种标准研究，一项

一项啃。从工艺流程优化，到高标准

养殖车间、无菌检疫检测实验室建

设，再到环境和温度控制、饲料配比

调整、运输方式创新等，我们用一年

时间，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王泽

群说，技术人员经常不分昼夜地反复

研究控制鸡胚表面微生物、鸡胚内毒

素、鸡胚血凝素等重要指标，最终实

现了鸡蛋药残、饲料原料药残、蛋表

面微生物检测、鸡群抗体水平等各项

指标可检测、可量化。

由于产品质量过硬，他们很快拿

到了武汉生物、北京科兴等大型生物

医药企业的订单，公司也在全国行业

内一炮而红。现在，山东泽邦年产1.3

亿枚禽用和人用流感疫苗鸡胚蛋，年

产值过亿元，带动200多人就近就业，

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祝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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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壳！返乡青年孵化出“疫苗蛋”
用于研制人用流感疫苗，年产值过亿元

查看“疫苗蛋”孵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