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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大早，山东省寿光市洛

城街道寨里村的菜农就忙着把刚采

摘的蔬菜，送到东华蔬菜专业合作

社。用不了两天，这些蔬菜将出现

在千里之外的超市和农贸市场上。

东华蔬菜专业合作社覆盖周边

6个村的104户菜农。近期，五彩

椒、小黄瓜、丝瓜等蔬菜品种接连进

入收获期，合作社理事长庞东忙得

不亦乐乎。他说：“我们的蔬菜稳定

供应重庆、成都、绵阳等地，一天发

送60多吨。”

作为全国“菜篮子”，寿光目前

建有蔬菜大棚17.3万个，年种植面

积 60 万亩，年产量 450 万吨。自

1989年冬暖式蔬菜大棚试种成功以

来，寿光蔬菜产业发展已走过34个

年头，成为全国重要的设施蔬菜生

产基地。

“寿光建立了成熟的市场化交

易平台和稳定的流通渠道。”寿光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说，20多类主要蔬

菜品种，从各个大棚到村头市场，或

到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形成密集网状

稳定供应全国。

凌晨三四点，地利农产品物流

园已是车水马龙。物流园蔬菜经营

管理部副经理孙向明说，物流园里

蔬菜交易品种超过200个，

年交易量300余万吨，

交易额约100亿元，辐

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

物流园是大龙头，村村还有小

市场。寿光在蔬菜种植集中村建设

改造了1600多处村级田间地头市

场，形成了以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

村级市场为基础的产品流通网络。

在寿光走访，不少当地人说，寿

光菜农不盲目跟风种菜，寿光菜农

在长期与市场打交道中总结出了

“跟着市场走”的经验，根据市场行

情迅速调整种植结构以防止“卖菜

难”。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

义林说，寿光蔬菜形成了“一镇一特

色、一村一品种”的发展格局。“番茄

小镇”古城街道、“长茄小镇”纪台

镇、“胡萝卜小镇”化龙镇等农文旅

小镇，一派生机勃勃。

在寿光菜农看来，无论市场如

何波动，以质量求生存，好菜才不愁

卖。当地全面推行蔬菜质量全

域网格化监管，建立全程追

溯体系，打造市镇村三级

检测体系，实现上市蔬

菜抽检“全覆盖”。而

当地通过着力打造

“寿光蔬菜”区域公用

品牌等举措，更让寿

光“品牌”蔬菜，比一

般的蔬菜价格翻上

几倍。

制胜蔬菜市场，

组织起来闯市场是一大“法宝”。目

前全市正在运营的果蔬合作社约

1600家，点多面广的专业合作社积

极拓宽终端市场，菜农不必担心销

路，只管放心大胆科学生产。

提升蔬菜产业竞争力，寿光还

特别重视发挥科技的力量：前端突

破种业瓶颈，扶持种业企业研发更

适合本土种植的新品种，让种植户

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中间用现代

装备进行农业生产，广建智慧大棚，

把菜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后端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赋能

交易，为种植户提供产销对接、金融

保险等社会化服务……插上“科技

的翅膀”，寿光蔬菜在全国、全球市

场上越飞越远。 （陈国峰）

盛夏七月，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华召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豆角种植基地里，一

列列整齐的豆角架铺满了整个地块，工人们

正娴熟地采摘黄豆角。

“采摘、加工、包装到进入冷库，18小时

内完成，确保新鲜。”合作社理事长张华召

说，今年合作社流转了1400亩地用于种植黄

豆角，此外还与周边农民签订了1200多亩的

种植订单，预计全年产量能达到1200吨。

在合作社的生产车间里，筛选、清洗、蒸

煮、速冻等工序全自动进行，一箱箱包装完

毕的黄豆角被整齐地码放进冷库等待出

售。张华召说，这条生产线每天运行18小

时，每天生产速冻黄豆角约3吨，全年销售额

达1200万元。

如今，黄豆角已经成为绥化市的特色产

业，围绕黄豆角的选育、种植和加工，已经形

成一整条产业链，无数人在黄豆角里“挖”到了财富。

小小“黄豆角”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密码”。

在北林区太平川镇团结村，石运超是小有名气的黄豆

角种植大户，年仅30岁的他种植黄豆角已有七八

年。“去年种了225亩，去掉各项成本净收入30多万

元。”石运超笑着说，今年年景不错，价格也乐观，预计

收入与去年相当。

近年来，北林区从事黄豆角生产的合作社有8

家，这些合作社向种植户统一供应种子、化肥，统一

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已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黄豆

角“品牌区”，形成黄豆角生产专业村5个，专业屯

12个，黄豆角种植面积近1万亩，年产值超过6800

万元。 （据《新华每日电讯》）

走进大陂村鸵鸟养殖基地，只见刚孵化出不久的小

鸵鸟在围栏里悠闲地漫步、觅食、嬉戏，十分可爱。20岁

的吴锦彪小心翼翼地给小鸵鸟喂食。

吴锦彪是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大陂村村民，

曾是一名景区讲解员，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萌生了养

殖鸵鸟的想法。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我就养了50只，没有技术，也没

有经验，不断地摸索，只能通过观察其他动物的习性用在

鸵鸟身上。”缺乏养殖技术，养出来的鸵鸟往哪里销，都让

刚开始创业的吴锦彪感到困难。

通过不断尝试、学习和总结，他最终掌握了一定的养

殖技术，之后也通过跑饭店、市场摆摊等方式也逐渐打开

了销路，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并购置孵化设备，自己孵

化幼苗。同时，他也带动当地近40户村民一起养殖鸵

鸟，并在养殖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提供帮助。

“吴老板教我们养殖技术，鸵鸟养大了他也会包销。

我家养了30多只鸵鸟，每只能赚1000多元，这样下来就

有三万多元。”今年72岁的村民郑八月高兴地说。

吴锦彪介绍，鸵鸟全身都是宝，肉、皮、蛋、毛、筋骨等

都具有很高的经济、营养和医学医药价值。如今，他家养

了700多只鸵鸟，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渠

道不断拓宽，年产值突破200万元。 （刘兆春 吕春华）

盛夏烈日当空，走进山东省潍坊

市坊子区坊城街道水墨庄园的热带水

果种植大棚，仿佛走进了热带果林，西

柚、燕窝果等30多种热带水果在这里

“安家”，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是我们种的杨梅，外观晶莹饱

满，吃起来酸甜多汁，是夏天消暑清热

的好东西。”水墨庄园负责人刘会萍一

边采摘，一边介绍大棚内的杨梅。

杨梅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对土

壤的酸碱度也比较挑剔，要想在北方

种植并不简单。

“我们引入了水肥一体化系统，

把水溶肥加入施肥箱进行自动搅拌

溶解，注入地下输水管道，替代过去

人工灌溉和施肥方式。”刘会萍说，通

过运用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

实现了热带水果跨季节、跨区域规模

化种植。

“以前由于运输路途远，南方水果

大多是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采摘下

来，运到北方地区，再通过人工手段催

熟，吃起来口感会相对涩一些。而在水墨庄园，

南方水果都是自然成熟，现吃现摘，口感更佳、

更健康。”谈起“南果北繁”的原因，刘会萍顿时

打开了话匣子。

“南果北繁”算好技术账，更要算好经济

账。水墨庄园在开展休闲近郊游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服务项目，打造了以热带水果参观为主

的科普研学教育活动、以采摘体验为主的亲子

活动、以农事体验为主的拓展活动等。“我们实

现月月有鲜果，鲜果各不同，随时能参观，四季

可采摘。”刘会萍说。

“南果北繁”不断开枝散叶，惠及十里八

村。水墨庄园每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以上，经

营收入1300万元，吸纳农村闲散劳动力86人，

带动了700余名村民增收。张焜表示，水墨庄

园与王裴家村、莲花池村等共流转闲散土地

500余亩，投资2600余万元，建设热带水果种

植大棚30多个，引种热带水果30多种。

（陈国峰）

7月10日晚上8点，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知

青益农合作社负责人陈增亮正和工人们拿着紫光

灯寻找捕捉豆虫，一旁来自禹州的采购商也早早等

在大棚旁，等待着成虫的称重、收购。

“广阔天地乡这边的第一批豆虫已经养成了，

我们过来采购一批种虫，回家育种带养殖，养成以

后再销售。”采购人贾战国说。

豆虫是豆天蛾的幼虫，俗称“豆丹”，以吃大豆

叶为生，天然无毒，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

“我们知青益农合作社引进的青豆地里养豆虫

这个项目，可以说非常省心，因为它本身就是害虫，

青豆地既不用打药也不用管理，收过豆虫后，长的

青豆还可以接着卖。销售完这茬之后，下个月还可

以再种养一茬，在冬季来临之前还可种一茬西葫

芦。”陈增亮介绍，去年，他们了解到江苏连云港那

边的人有吃豆虫的饮食习惯，于是就产生了养豆虫

的想法。

据介绍，知青益农合作社目前养殖豆虫50亩，

从种植豆苗到挂虫卵袋，再到成虫，大概需要一个

月的周期，成虫亩产量在150斤左右。养殖到成虫

后，来自江苏连云港的采购商会直接到养殖大棚按

照“订单”模式统一收购，目前豆虫市场价一斤在

30元左右，一茬下来能收入20多万元左右。

（李军辉 鲁振宇）

跟着市场走，好菜不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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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技术自跑销路
养鸵鸟年产值2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