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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安徽省亳州市谯

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紫丹

参+毛豆”立体种植基地内，

工人忙着收获鲜食青毛豆。

“这些毛豆是在紫丹参

种植基地套种的。为提高土

地利用率，我采用‘一地双

种’的生产模式，获得了更多

收益。”种植大户王广银说。

王广银有多年种植道地

中药材紫丹参的经验。紫丹

参生长时间长，他就尝试着在

药材幼苗期套种农作物。经

过几年的摸索，王广银先后在

紫丹参、玄参、防风等垄间套

种芝麻、红薯，增加了收入。

随着鲜食毛豆需求量增

大，王广银又选择套种毛

豆。他种的毛豆角颗粒饱

满、口感清甜，地头销售价每

公斤4元。

在王广银等新农人的带

动下，近年来，牛集镇通过转

方式、调结构，以特色中草药

种植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中

药+大豆”的“混搭”种植模

式，实现双项收入。

“今年全村种植 2000

多亩毛豆，现在已陆续进入

成熟期。这几天天气晴好，

农户都在抢收，希望能卖个

好价钱。”王广银告诉记者，

他和 40 多个农户签订“零

风险”种植合同，采用“统一

种源、统一农用品、统一技

术管理、统一供袋包装、统

一销售”“五统一”模式，采

收后由收购点按种植合同

保底收购。

据介绍，今年该镇20000

余亩中药材种植大部分采用

“中药材+毛豆”套种模式，成

方连片套种的毛豆角已经进

入收获季，不仅解决了丹参、

玄参等地产中药材生长期“脖

子长”的问题，还为药农每亩

增加3000元至4000元经济

收入。 （据新华网）

药材毛豆“结缘”“一地双收”增效

8月 25日，在河南省鲁

山县辛集乡徐营村一处山坡

上，今年33岁的张向前正和

家人在梅花鹿圈舍里打扫卫

生，上百头梅花鹿躲到了角

落里，其中几头小梅花鹿，样

子萌萌的很是招人喜爱。

“我这个基地，最多时有

170多头梅花鹿，除了卖鹿

肉、鹿茸外，今年春天根据客

户要求，我又卖出去30多头

‘萌宠鹿’，每头5000元不搞

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呢。”张向前说。

前些年，张向前在南方

打工，后来为了照顾年迈的

双亲和陪伴孩子成长，决定

回乡创业。“我在网上查了不

少创业项目，后来想到家乡

有处小山坡很僻静，适合养

梅花鹿，就决定养鹿了。”张

向前说。

6年前，辞工回乡的张向

前，先是在自家的大院子里

养了12只梅花鹿，两年后，积

累了一定养殖经验的他租下

了这块40多亩的山坡地，慢

慢扩大了养殖规模。

张向前介绍，现代人注

重养生，也好尝鲜，所以鹿茸

和鹿肉基本上都是客户上门

求购的，销路不愁。“有很多

客户想把梅花鹿当宠物养，

我也就顺势而为卖起了‘萌

宠鹿’。”张

向前说。

张 向

前销给客

户的“萌宠

鹿”，都是

出生10多

天的梅花

鹿 幼 崽 。

“ 有 些 客

户说要买名牌奶粉喂小鹿，

足见他们对小鹿的喜爱，一

般喂到3个月大时，小鹿就

能吃青草和胡萝卜了。”张向

前说。

张向前还说，一头成年

公鹿一年可采收2次鹿茸，重

量在5斤左右，按目前的市场

价格，保底收入在6000元左

右。一只梅花鹿的肉能卖到

万元以上，养殖效益可观，他

未来的目标是达到年存栏

500只的养殖规模。

（乔新强）

一头“萌宠”卖5000元 90后新农人致富有“鹿”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新农人拥有啥神器？如何“慧”

种地？

立秋时节，山东省嘉祥县金

屯镇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长势

正旺，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在

嘉祥县鼎盛种植家庭农场水稻

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飞手黄昊

天熟练地操作着遥控器，一架植

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既定航

线进行精准喷药作业。

“黄昊天是我们村的新农

人，依靠无人机‘飞’出了致富

路。”道路旁，新港村村民黄伯昌

一边观看无人机飞防作业一边

感慨。

今年29岁的黄昊天是金屯

镇新港村人，三年前，他在济宁

的一家公司打工，业余时间到一

家无人机企业在济宁设立的售

后服务站学习飞防技术，考取了

植保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

证。看到无人机飞防有“钱”景，

2021年3月，黄昊天果断入手了

自己人生中第一台农业无人机

T30，今年5月份再次入手了一

台农业无人机T40，两台机器共

花费10余万元。

“现在国家种粮有补贴、耕

地重保护、端牢粮食饭碗，再加

上全镇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越来

越多，小田变大田，飞防就有市

场、有钱赚。”黄昊天直言，“以稻

田喷洒农药为例，喷洒一亩的价

格在4元左右，农业无人机喷药

一小时可作业200多亩，1小时

的收益高达800元。”

“无人机能够进行病虫害防

治，搭配播撒机还能够进行种子、

化肥播撒，省时、省力、省钱。”种

粮大户、嘉祥县鼎盛种植家庭农

场负责人黄学鼎快言快语，“正因

为无人机优势明显，我们与黄昊

天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据黄昊天介绍，无人机作业

时间覆盖全年，2-3月份不仅可

以提供小麦播撒化肥作业，还可

提供除草喷洒作业；4-5月份可

对小麦进行喷洒虫害作业；6-8

月份可对水稻进行封闭除草、杀

虫、除菌、撒肥等作业；9-10月

份为小麦播种季节，可提供小麦

种子播撒作业；11-12月份可提

供小麦播撒化肥作业。间歇期

还可以去外地进行麦田、稻田、

莲藕田、玉米地、棉花地、果园、

树林的飞防作业。

无独有偶，在金屯镇贾楼村，

今年40岁的张海星流转乡亲们

土地200余亩，投资6万余元购

买了一台农业无人机T50，除了

满足自己种地的需要，他还为周

边村庄的乡亲们提供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飞防服

务，一年额外增收10万余元。

拥有新技术，端上“金饭

碗”。现在的黄昊天、张海星操作

无人机，奔走在金屯镇及周边，依

靠优质高效服务鼓起了自己的

“钱袋子”，走上了致富路，成为当

地新农人的创业致富典型。

谈及未来，黄昊天信心满

满：“我非常热爱飞手这个职业，

因为它不仅工作较为自由，还可

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下一步，我

将努力提升飞行技术，认真负责

地飞好每一块地，同时也乐意向

同行分享操作技术，助力全镇粮

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据《齐鲁晚报》）

新农人“飞”出致富路

采收、清理、分级、包装……

每个环节分工有序，一箱箱贴着

“清凉峰”商标的小香薯装上了

大货车，将运往杭州市场。基地

管理人员方海深督促员工：“一

定要小心，不要碰破红薯表皮，

降级的香薯卖不出好价格。”近

日，记者来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

镇五联村小香薯种植基地里，

60多亩小香薯进入采收季节，

10余位村民正在采挖小香薯，

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初，绩溪县通过招商引

资，从浙江引进一家农业企业，

在五联村种植小香薯。“从目前

来看，试种比较成功，亩产量达

到1200公斤以上。”该企业总经

理鲍乐有告诉笔者，今年是落户

绩溪第一年，在上庄镇旺川、五联和寺后3

个村流转了220多户村民的土地，试种了

小香薯605亩，每亩产值在1万元左右。

“小香薯母种来自浙江省农科院联合

浙江大学精心培育的优质小香薯新品种，

在小香薯中属于高端品种，非常适合城乡

居民休闲养生食用，公司已获得浙江省农

科院授权种植推广。”鲍乐有介绍，为打响

小香薯品牌，公司注册了“清凉峰”商标。

采收现场，笔者看到，村民用锄头小

心翼翼地把香薯挖出来，再一个个捡起装

筐，轻挖、轻装、轻运、轻卸，确保小香薯不

被擦伤。“虽然机械可以采收，但很容易使

红薯表皮破损，我们还是坚持用最古老的

收获方式。”鲍乐有说。

优质的产品，有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

技术要求。“这里的沙壤土非常适合薯类

作物生长，基地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

全部施有机肥，不打一滴农药。”鲍乐有告

诉笔者，好产品还要有好销路，公司采用

订单销售方式，目前小香薯已被浙江杭州

的客商订购一空，一级小香薯价格在每斤

5元以上。 （胡体红 冯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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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山东省聊城市阳

谷县高庙王镇柴庄村的空气

里都泛着辣味。再过半个多

月，地里的朝天椒就能卖钱

了，村党支部书记方先运很是

期待：“今年长势特别好，这辣

味闻着心里就踏实。”

“阳谷朝天椒”是获得全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特

产。小小的辣椒见证了一个

鲁西村庄农业产业如何由散

变聚、由弱变强。

阳谷县地处平原，光照

充足，土壤肥沃，适宜椒类生

长。20世纪90年代，柴庄村

村民开始种植朝天椒，但由

于农户分散经营，种植品种

不一，导致椒的大小、辣度各

不相同，总是卖不上好价钱。

2009年，村里成立辣椒

专业合作社，与种植大户和

家庭农场签订长期订单，统

一种植品种、植保服务、配方

施肥等，开始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抱团发展解决了农户

在种植过程中缺资金、缺技

术等问题，提升了朝天椒的

品质。”方先运说。

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副主任杨少周介绍，当

地还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开

展了3年大田试验，探索出了

一套小麦辣椒套种的高产稳

产栽培技术。“比以往小麦玉

米套种的效益高5倍。现在

高产地块小麦辣椒亩产‘双千

斤’，效益加起来过万元，打破

了过去用工多、产量低、效益

差的局面，群众的干劲十足。”

目前，柴庄村已带动全

镇及周边地区7000多户农

民种植朝天椒，种植面积超

过 1.5 万亩，销售额超 8550

万元。 （张力元）

辣椒村的致富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