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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也需要创新，而果树认养模式正

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一种

新思路。到乡村认养果树，玩转现实版

“开心农场”，已成为城市人休闲度假的新

式体验，同时也让种田从“苦差事”变成

“香饽饽”，打破土地到餐桌“最后一公里”

障碍，实现多方共赢。

11月7日，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范

家寨镇宏丰园家庭农场，“西秦故里有我

一棵树”果树认养采摘暨《农业科技报》乡

村振兴科技示范基地授牌现场会召开。

范家寨镇党委副书记刘晓鹏主持活

动，并宣布“西秦故里有我一棵树”果树认

养活动方案。

农业科技报社相关负责人先后为凤

翔区宏丰园家庭农场、凤翔县兴龙农业专

业合作社、凤翔县高庄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三家单位授予“《农业科技报》乡村

振兴科技（产业）示范基地”牌匾。

范家寨镇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广阔

的果园里苹果压弯了枝条，非常喜人。周

末度假休闲时，城里人纷纷走进凤翔区宏

丰园家庭农场，采摘自己所认养的绿色果

实，享受劳动和丰收带来的乐趣。

“看着果树长大，采得舒心，吃得安

心！”来自西安的周中华从自己认养的苹

果树上采摘到红艳艳的苹果，脸上绽放出

满足的笑容，他还准备给外地的朋友邮寄

几箱苹果。平常，他和家人经常带着孩子

一起来农场锄草浇水，非常开心。

每个认养者不仅能吃到鲜美的凤翔

苹果，还能在手机溯源系统直接查看“我

的苹果树”，并通过定期更新的认养视频

追踪果树生长动态，看着它发芽、开花、挂

果、长大，体验苹果种植生产的每个环节。

不仅如此，在这里，你还是一个农场

主，从撒种到施肥，从浇水到收获，你不仅

可以体验到“作物养成”带来的乐趣，还可

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回归自然，回归本

真，找寻生活的乐趣。

“农场自2015年建园以来，坚持走优

质、绿色、高品质的发展道路，采取绿色种

植模式修复土壤，发展数字农业。”宏丰园

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陈宏军介绍，希望通

过“认养模式”，助力农产品上行，带动更

多果农致富。

2022年，为了共享田园风光，品尝绿

色农业的丰硕果实，在当地政府支持下，

宏丰园家庭农场和陕西闰丰土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合作，在闰丰土数字农业( 智慧

农业大系统)基础上倾力打造“私人订制+

果树认养”项目，推出“西秦故里有我一棵

树”果树认养活动，通过果树认养、亲子乐

园、农事体验等内容，带动农产品安全生

产和订单农业发展，为客户提供优美舒适

的田园生活和自然回归体验，促进乡村振

兴，促进城乡农旅融合发展。

这种“生态+认养”的方式，不仅有助

于做大做强凤翔苹果产业，还能带动当地

果农持续实现增收，同时带旺了县域旅游，

将文化、生态、旅游等要素资源聚集在一

起，赋能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添色增彩。

“宏丰园家庭农场的作物水平和管理

模式是凤翔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凤翔

区果业中心副主任张录梅介绍说，近年

来，凤翔区果业中心不断优化品种结构，

引进试验推广苹果新优品种26个，实现

“早中晚兼有，大中小兼顾，红黄绿兼备”，

大力实施“一稳二改三减四提升”行动，以

技术指导、典型示范、科技培训为抓手，突

出科技服务，提升服务实效，全面推动凤

翔果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位于福建省漳平

市永福镇的鸿浩园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苗圃，犹如置

身一片花海之中。900多

盆杜鹃花大小、造型和颜

色各异，让人眼花缭乱。

杜鹃花在永福是个

“大产业”，已有30多年种

植历史，当地人对杜鹃花

感情深厚。苗圃主人名叫

黄艳，作为漳平杜鹃花“苗

二代”，她和丈夫只要听说

哪里有新品种，不管多远

都要去看一看。

黄艳介绍，永福地处

山区人多地少，老一辈农

民想方设法要多点收成，

以前就有种兰花、茶花的

传统，但规模较小。1990

年，当地花农陈木荣看到

市场上杜鹃花热销，于是

引进种植。经过不断摸索和推广，

杜鹃花产业在永福渐成规模。

“作为‘苗一代’，他引进了西

洋杜鹃种植，并积极推广技术和开

拓产品市场。”黄艳说，2010年前

后本地种植面积已达上万亩，还有

部分人到外省靠近市场的地方建

种植基地。

如今，永福是“中国杜鹃花之

乡”，当地人在本地种植了约5万

亩，盆栽杜鹃花销量占全国七成。

近年来，永福杜鹃花的种植结构和

产品结构仍在不断升级。

原来永福的杜鹃花只适宜室

内摆放，花期也相对固定。现在几

乎无论什么场景、什么时候需要，

当地都有合适产品。“这主要得益

于近年来引进培育新品种，研究栽

培和造型新技术。”永福镇西山村

杜鹃花产业致富带头人陈金才说，

比如“控花”栽培技术可有效控制

其开放时段。

永福个性化精品杜鹃花苗圃，

每亩年产值至少一二十万元。“还有

些特殊品种、定制造型的花，一盆就

要几万元甚至更高。”黄艳说。

（据新华社）

田间地头那些被视为有害的蜗牛，在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蜗牛哥”沈福良看

来，却是奔向共同富裕的可爱“小精灵”。

近日，沈福良的蜗牛合作社向社会公众开

放，请大家来参观蜗牛们集体居住的房

子。它们并不像“蜗居”那么窘迫，而是常

年恒温恒湿：一个单元长60厘米、宽35

厘米、高25厘米，居住着120只蜗牛，非

常宽敞和舒适。

近年来，“蜗牛哥”养殖蜗牛，并发展

成为全国最大的蜗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养

殖面积4000余亩，年产蜗牛2860吨。蜗

牛养殖合作社实行成员准入机制，通过科

学评估成员的养殖规模、设备、场地等情

况，吸纳养殖户入社，建立“技术骨干+社

员+养殖户”创业帮扶机制。合作社与成

员签订蜗牛收购合同，采取市场浮动价与

保护价相结合的模式，最低保护收购价为

16元/千克。此外，根据市场行情、结合

蜗牛品质、产

品出肉率采用

浮动价，既消

除成员养殖的

后顾之忧，又

激励成员养出

高品质蜗牛，

目前农户订单

签 约 率 为

100%，帮助社

员降低养殖成

本30%。

“蜗牛哥”

还积极探索现

代经营模式，

制定从蜗牛养殖到蜗牛加工环节的企业

标淮，推广蜗牛深加工，以品牌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他们团队年销售鲜活蜗牛、速

冻蜗牛肉、调制蜗牛食品、蜗牛酱料包、蜗

牛预制菜、即食蜗牛等200万袋，年销售

额8000万元，占全国白玉蜗牛消费市场

的70%以上。

（据《中国青年报》）

“山泉鱼包装后，可以存活48小时，

保证到客户手中时仍是活鱼。”微信提示

声响后，彭重贵收到广东客户的订购信

息，他马上赶往山上捕鱼，从下塘到把鱼

包装邮寄，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彭重贵是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永安镇

城治村彭村屯的一名90后。四年前，他

回到家乡进行山泉鱼养殖，主销广东。因

为这些山泉鱼肥美味鲜，很受欢迎。为帮

助其他养殖户销售，他还每天拍鱼的视频

放上抖音，为家乡的山泉鱼做宣传。一个

月下来，可以销售300公斤山泉鱼，价格

高达70元/公斤。

山泉鱼每条卖300多元

山泉水和梯田打造而成的鱼塘，塘水

清澈见底，站在岸上可以清晰看到塘中游

来游去的草鱼。彭重贵的鱼塘在永安镇

横岗岭村，在鱼塘的一角，刚投放的野草，

不时有鱼抢食。

彭重贵养殖山泉鱼颇有讲究，不同鱼

塘里养的鱼等级不同。其中，最大的一处

养的是小鱼苗，当鱼苗养到一定的重量

时，会放到另一处，到了可以出售时，再放

到下一处以便更好投喂。

“由于山泉水水质好，养出来的鱼不

仅颜色好看，而且肉质鲜嫩、有弹性，很受

消费者欢迎。”当天，彭重贵捕捉了几条草

鱼，每条重量都在5公斤以上。按70元/

公斤算，一条能卖到300多元，比普通草

鱼贵数倍。“这种草鱼，即使不放任何配

料，也不会有鱼腥味。”据他说，现在的客

户主要来自广东，一有订单就将鱼打好包

装邮寄过去，有时一天能卖四五条。

从“门外汉”成专业户

2019年，彭重贵开始回乡养殖山泉

鱼。那年，他还是某药厂代理商。一次偶

然机会，他发现山泉鱼在广州、深圳等地

很受欢迎，于是便开始了山泉鱼养殖。

买苗、放养、种植鱼草……他这个门

外汉，风风火火闯进了这个行当。很快，

他开了一个抖音号，录制他养鱼的过程，

为日后销售铺路。

创业艰难百战多。由于没有经验，不

久后鱼塘就出现了小瓜虫病和水霉病，大

量的鱼死去。怎么办？他几晚没睡好。

但是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他干脆来

了个“无为而治”——将死鱼清空，换了水

后重新再投放鱼苗。

好在“懒人治理”模式还挺见效，清空

鱼塘后重新投养，死鱼现象就再也没有出

现过。然而，就在他想松一口气时，问题

又出现了。一次下大雨，多口鱼塘进水口

被树木枝叶堵塞住，鱼塘没有活水，氧气

量大量减少，再次出现鱼大量死亡现象。

风雨过后总有彩虹。2021年，彭重

贵的山泉鱼开始上市。“因为之前已经在

抖音上做了宣传，山泉鱼一上市就迎来

‘抢购潮’，实现了开门红。”回想起开塘上

市第一天就接到的一张张订单，他的笑容

灿烂无比。目前，彭重贵的山泉鱼主要销

往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王耀前）

“果树认养”打造绿色富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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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蜗牛大产业，爬出农户共富路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郭媛媛 王军 燕军锋

福良蜗牛合作社的养殖场，农户在给白玉蜗牛投喂菜叶。

山泉水养出生态致富鱼
90后小伙上山养草鱼，一条卖到3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