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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伊始，走进陕西省礼泉县

南坊镇中峰村蝎子养殖基地，一个

长约30米、宽约4米的长方形土堆

格外引人注目。零散的杂草和深

浅不一的小洞错落分布在土堆上，

每个洞口处盖着一块瓦片，成百上

千的蝎子翘起长长的尾巴，紧张地

向人们示威。

别看这是一只只令人恐惧的

毒蝎，如今却是中峰村村民袁海娃

致富的“金蛋蛋”。今年52岁的袁

海娃，是土生土长的南坊镇中峰村

村民，当地群众说他脑子活，挺能

折腾。他的创业经历非常丰富，干

过代办，贩过水果，卖过蔬菜，种过

葡萄，加之11亩农田收入，小日子

过得挺滋润。

袁海娃一次无意中听人说起

旁边的淳化县有个农民养蝎子，效

益十分可观。一个大胆的想法产

生了，于是他从2016年开始，整整

4年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看

到多种多样的养殖模式，最后决定

用最原始、原生态模式发展蝎子养

殖，走一条发展特

色养殖的致富增收新路子。

袁海娃刚开始从事蝎子养殖

的时候，却没人看好。因为东峰

村地处偏远，群众思想观念较为

落后，致富增收主要依靠传统的

种养业，对于蝎子养殖这个新兴

产业，大家不以为然，众说纷纭。

“养蝎子还能赚钱？”“咱这没人养

过，你能行吗？”养蝎子的想法遭

到了村里人的质疑，袁海娃心里

也没了底。

2021年 8月份，他投资17万

元建成了中峰村蝎子养殖基地，现

已发展蝎子30万只左右。

作为礼泉县的养蝎“第一人”，

袁海娃完全把这些蝎子当成了宝

贝一般，悉心照料，按时喂养，了解

蝎子的生活习性，掌握其生长规

律。经过半年的努力，首批购买的

蝎子全部成活。看到效果的袁海

娃扩大了养殖规模。截至目前，养

殖基地共20亩，下一步准备再建

设12亩。

“我采用大自然养殖法，这种

养殖法相较于室内养殖不仅省事、

方便，而且蝎子成活率高、成本

低。每天通过喷水降温增湿一次，

3-5天喂食一次就足够了，蝎子每

年在10月至次年3月进行冬眠，不

太需要人照料。一个人就可以看

管。蝎子繁殖力强，除了第一次购

买蝎苗和基础设施，只需等着它自

己繁殖就行。”提起蝎子的养殖优

势，袁海娃侃侃而谈。

“市场上，种蝎的价格不低于

1200元/斤，商品蝎不低于600元/

斤。蝎子养殖投资比较灵活，可根

据自己的资金来决定，养上100公

斤的蝎子一年就可以变成200公

斤，效益特别好。”袁海娃说。蝎子

既是上好的药材，也是最佳的餐饮

食品，多年来市场价格持续走高，

行情非常不错，一年下来，就有30

万元的收入。

随着养殖技术的日益成熟，袁

海娃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成

立了公司，带动本村8户群众抱团

发展蝎子养殖，他自己为群众提供

种苗、技术指导、做好销售等。他

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

起富才是真的富。”袁海娃不仅是

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据《农民日报》）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

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盛夏时节，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

蒲团乡，几乎处处可见这样诗画场景，

可以闻到沁人心脾的荷花清香。

诗意之外，更有采莲人的艰辛。

近一个月，每天凌晨3点至清晨5点

半，蒲团乡横山村龚家湾，10多名采莲

人便在莲子基地负责人吴建华带领下

钻进500多亩的成片荷塘。密不透风

的荷叶之下，仿佛置身巨大的“闷烧

罐”里，他们身背莲篓，穿梭泥田，以汗

洗面，只为采摘水分最多、口感最好的

新鲜莲蓬。

清晨6时许，四五拨收购商陆续

赶来。田埂边，还带着露珠的新鲜的

莲蓬，称重装车，运往武汉等城市销

售，成为街头市民的解暑良品。

“我们这里种的是新引进的太空

白莲36号，个头大，色泽白，味道清

甜。”吴建华说，基地每天出产莲蓬

2000多公斤，其中新鲜莲蓬1000多

公斤，采完即卖。另外1000多公斤老

莲蓬，则需加工成为干莲米后再出售。

8时许，距离莲子种植基地不到3

公里，一个今年投运的莲子加工

厂里，1台剥蓬机、4台全自动白

莲剥壳脱皮一体机、4台鲜莲子

烘干机准时启动。加工厂门外，

陆续开来一辆辆农用车，车斗里

装的是一袋袋老莲蓬。

新鲜莲蓬经加工成为干莲

子后，身价便翻上好几倍。“现在

上市的鲜莲子按规格3元至

5元一斤，粗加工成干莲子

后一斤直接卖到30多元。”

加工厂是莲子种植大户吴

建华与魏建文联手投资10

多万元建成的。魏建文来

自“中国白莲之乡”江西省

抚州市广昌县，蒲团的莲子

粗加工后直接卖往广昌，经

精加工后作为品牌出售。

（据《湖北日报》）

蚂蚱，又名蝗虫，是田

间的一种害虫，让农民朋

友十分头疼。

如今，随着蚂蚱的营

养价值被发掘，它已成为

餐桌上的一道营养美食，

养蚂蚱也成了一项新兴产

业。小蚂蚱“蹦”上了餐

桌，“蹦”进了市场，也“蹦”出了

致富新路。

8月3日，河南省伊川县江左

镇北赵庄村，养殖户尚川淼刚推

开蚂蚱养殖大棚封闭门，伴着一

阵“沙沙沙”的飞腾声，密密麻麻

的蚂蚱瞬间飞落到各个角落。

蚂蚱营养价值丰富，肉质鲜

嫩，可以作为食材、中药材和毒

王蜂饲料，市场需求量大。尚川

淼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2022年

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山东学习蚂

蚱养殖技术。回到家乡后，他在北赵

庄村投资建起了 4 座育种大棚、18 座

养殖大棚，还承包土地种植牧草，作为

蚂蚱的饲料。

一年多的摸索，他经验日渐成熟。

尚川淼介绍说，蚂蚱养殖相对简单，但

对草料的选择非常严苛，不能接触任

何药物，蚂蚱吃的全部是基地种植的

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草。

据了解，蚂蚱养殖成本低、繁殖快、周期短，养殖

期集中在 3 月到 9 月，平均 30 天至 45 天可出棚一

茬，一年能繁殖4茬。目前，尚川淼的蚂蚱一茬能出

1400公斤，产值3万余元，本地消化一部分外，大部

分卖到了山东、北京等地。

如今，尚川淼在吕店镇南村建设的 5个自动化

养殖大棚即将投用，江左镇不少人也加入了养殖蚂

蚱行业。

（许金安 卢扬扬）

新农人的养蝎“致富经”
大自然养殖法，蝎子成活率高、成本低

““莲蓬经济莲蓬经济””带动村民致富带动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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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铺就村民创富

银杏叶铺就村民创富路“至诚镇集体经

济今年首批30吨中药

材（银杏叶）圆满出厂

交货湖北省！”近日，四

川省通江县至诚镇集体

经济平台公司——通江县

金扁担农业有限公司顺利

完成首批30吨银杏干叶交

付。银杏叶变身“黄金叶”，

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当前，至诚镇银杏叶茂

盛翠绿，正值采摘黄金期，村

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采摘收

获银杏叶。

“我记得去年银杏叶每斤卖

7角钱，今年卖1元钱，非常有赚

头。而且现在是农闲时节，正好

出去采银杏叶，目前靠卖叶子就赚

了1100元左右，我还要接着采、接

着卖、接着赚。”村民刘松涛满脸笑

容地说。

银杏树可谓“一身都是宝”，其中

银杏叶被加工后有着很高的药用价

值。据了解，至诚镇发展银杏产业1.6

万亩，目前已进入丰产期。

“今年银杏长势非常好，叶子又大

又绿，价格也比往

年更高，村民们采摘热情很高。”盘

石村党支部书记陈勇说。

在至诚镇银杏叶烘干厂，每隔一

段时间就有村民驾车前来售卖银杏鲜

叶，称重、计数、算账、付钱，现场繁忙

而有序。

据悉，至诚镇党委、政府和村集体经

济平台公司通过多方实地考察、洽谈，与

湖北省药商签订购销合同，打通销售渠

道。平台公司积极探索新型运营模式，

坚持高价收购、让利于民的原则，切实帮

助群众“钱袋子”鼓起来，也让集体经济

发展更有“钱”景。

“7 月中旬以来，已收购银杏鲜叶

150余吨，加工干叶50吨，首批30吨银

杏干叶已顺利交货。”至诚镇党委书记王

辽林介绍，预计今年将加工100吨以上

银杏干叶，毛收入达95万元以上，将助

力集体经济增收52万元以上，每村平均

增收超5万元。

“将银杏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振兴之

道，至诚镇把小银杏做成了大文章，极大

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幸福感。”王辽林说。

（杜文龙 李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