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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四收”大棚 亩产值达50万元
绿肥红不瘦——绿是排排藤蔓，

红是串串果实。一走进山东省济南

市长清区万德街道大刘村大棚种植

基地，西红柿特有的果香就扑面而

来。棚内，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

拣。这边收获，那边播种。在新建的

温室大棚内，另一群村民翻耕、松土、

撒菌种、盖土，羊肚菌种植酝酿着又

一季的收获。

通过探索菌菜轮作种植模式，大

刘村走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春

种西红柿，夏种黑皮鸡枞菌，秋种叶

类菜，冬种羊肚菌，可实现一年四种

四收。”村党支部书记张光强介绍，高

效农业为农民带来了高收益。

2012年，大刘村试种猕猴桃获

得成功。自此，小小猕猴桃成了远近

闻名的致富果，让村民尝到了甜头。

不过，20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

寒，让大刘村猕猴桃损失惨重，也让

张光强深刻认识到单一规模化种植

抗风险能力太差，需要探索高效循环

农业之路。

张光强带人外出参观考察了食

用菌公司，了解到出完蘑菇的菌棒是

富含有机肥的好肥料，可以替代给猕

猴桃上的各种肥料。“而且，食用菌种

植具有投资小、见效快、收入有保障

的特点，正好可以解决我们农业发展

的瓶颈。”他说。

为了减少大棚空闲、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大刘村还积极探索菌菜

轮作模式。“现在种上羊肚菌，来年

春天收完羊肚菌，又可以种上新的

作物——西红柿或者其他蔬菜，夏

天改种黑皮鸡枞菌，秋天再种叶类

菜。”张光强表示，如此轮作在增加效

益的同时，食用菌采收后的菌床还能

化为肥料滋养土壤，有效改善土壤微

生物群落结构。据了解，“四种四收”

大棚每亩可创造产值50多万元，纯

收入约30万元。 （崔燕 李元欣）

“这3亩多红薯菜再过几天就能

收第一茬了，以后每半个月割一茬，

能收获差不多一年，一个棚毛收入可

达10多万元。”12月2日，正在河南

省方城县博望镇皮庄村温棚蔬菜园

区忙得不亦乐乎的村民皮丙宝高兴

地说道。

据介绍，温棚种菜打破了四季

差，在丰富城乡人民菜篮子的同时，

也开辟了农民致富的新路径，而巧种

“补季菜”，诀窍在于春种早、夏填空、

秋延后、冬拾钱。

皮丙宝这样将红薯当菜种，就是

春种早的具体体现。今年立秋后，皮

丙宝就着手整地建塑料大棚，10月

下旬把选好的种薯埋进地里，11月

底开始收割头茬红薯菜，春节前后正

赶上产量高、售价高，时间优势十分

明显。郭德奎说：“良种番茄分段育

苗、抢时增温移栽，以及反季节黄瓜、

豆角、香菜等，都因发挥春种早的优

势实现了高产优质高效。”

和巧打时间差不同，夏填空则是

巧打空间差，在扩大复种指数上做文

章。博望镇尚庄村村民刘存宝今年

春季种番茄和豆角时加大行距，在空

当里套种或轮种草莓、七彩香瓜、地

黄瓜等，既不影响前茬收成，又额外

增收万元以上。

近两年，博望镇尚庄村的刘金

明、辛云保等村民把“秋延后”的歌唱

得最响。他们采用前茬番茄、中茬黄

瓜加山野菜种植模式，后茬种延秋黄

瓜，霜降时节鲜黄瓜还在上市，每公

斤售价超过4元。该村党支部书记

李玉中说：“第三茬种植的面条菜、荠

荠菜能把全年的本钱收回来，明年俺

村将有20%的农户推广这种模式。”

（李善喜 李征）

甘肃漳县马泉乡陈家咀村的田

间地头，时常可以见到一位女子的身

影，她忙碌在地垄之间，时而刨土翻

地，时而弯腰采挖种子。“今年的百合

种子特别好，这几天正组织群众采挖

种子，我们再不快点挖，就来不及栽

种了！”包红笑呵呵地说。

说起包红，马泉乡陈家咀村无人

不识，她的知名度之所以如此高，是

因为她大胆实践，靠种植百合走出了

一条依靠科技、勤劳致富的成功路，

成为地地道道的“百合姑娘”，农民群

众致富的带头人。

2020年，她听闻家乡调整产业

发展结构，主动在家乡承包30多亩

土地，成立了包荣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启了她的百合种植之路。经过多

次考察学习种植食用百合技术，主动

邀请技术员，虚心求教当地年长群

众，经过两年的学习摸索和经验总

结，她管理的百合成为陈家咀村百合

种植“样板田”，亩均年收益达到2.6

万元。

自己富不是真的富，带动全村人

都富才是真的富。凭借着多年种植

百合的经验，她鼓励村里人一起种植

百合，将自己的种植经验分享给村

民，并统一提供百合种子、统一收购，

带动了一批愿意跟合作社一起种植

食用百合的农户。

2023年，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她

采取探索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

种植模式，实行了育种、栽植、销售一

体化发展，流转土地300亩，扩大百

合种植基地。通过“订单式”收购，为

农户们拓宽销路，不断完善产业链，

帮农户们解决后顾之忧，为农户们带

来安全感，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种植积

极性。 （杨雯雯 蒲丽萍）

耕地、施肥、验果……云南省丽江

市的雪山脚下，年过四十的农业经理

人姚国伟三天两头往桃园跑，张罗着

怎么把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

镇的雪桃卖出去、卖个好价。

农业经理人是在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从事农业

生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

加工与销售等管理服务的人员，又被

称为“农业经纪人”“乡村CEO”等。

姚国伟把“经理”拆开看，经营好渠

道、管理好果园，一头不断拓宽销路

和市场，一头带着农民不断提升田间

管理水平。

“经过挫折理出条销路”

2019 年以前，拉市镇的雪桃并

不愁卖，桃农只管种，自有专人上门

收。“那时候风头正盛，从没想过有

变故。”——收购拉市雪桃的公司突

然倒闭，原本不愁销的雪桃一下子

无人问津。

恰逢雪桃成熟，丽江当地销量小，

卖不出价，一时又找不到外面的客商

前来收购。既无果商收桃兜底，又缺

乏销路，姚国伟和其他村民眼睁睁瞧

着自家的桃就要烂在地里。彻底放弃

雪桃种植，姚国伟不忍心。

于是，他挑起销售雪桃的担子。

“近处碰壁，就去远处碰碰运气！”得知

城里流行线上购物、配货到家，果农只

需根据订单寄出雪桃就有得赚，姚国

伟心里燃起希望，带着村民开始接散

单。“现在，雪桃经丽江可以发往全

国。农业经理人，不就是经过挫折，理

出条销路嘛！”姚国伟说。

“经我之手打理好果园”

有了销路，价格却起不来，拉市雪

桃陷入卖不了好价的怪圈。进农校学

经验，几场讲座听下来，姚国伟意识到

问题出在桃上。散户种植、标准不一，

果树老化、品质下降，导致拉市雪桃质

量参差不齐。

为了种好桃，镇里桃农抱团取

暖。2021年，由姚国伟牵头，在拉市

镇组织种桃农户、企业、合作社和农业

科技人员总共80余户结成雪桃产业

联盟。

“跟着联盟走，好处肯定有”，只有种桃达标的

农户经过“雪桃队长”推荐、理事考察后才能成为联

盟的生产组员。桃树成规模地长高长壮，雪桃品质

也提升不少，个圆色鲜，品相甚佳，且糖分适中，甜

而不腻。今年成熟季，全国订单源源不断，原本卖

不上价的拉市雪桃，如今平均每斤7—10元，还有

不少高品质的雪桃轻松地卖到10元以上。

“既要打理好更要经营好”

如今，雪桃产业联盟产量稳定在200吨上下，

网上销售的雪桃每个九两到一斤，符合标准的雪桃

适合通过电商向外卖，剩下的不少小桃大桃可咋

办？雪桃产业联盟犯了难。

既要保障对外直接销售的雪桃质量，又不能浪

费其他等级的桃子，姚国伟决定进行深加工：小果

不能直接吃但甜度够就熬果酱、大果味道淡但品相

好就晒桃干、太熟的酿果酒、太生的煮桃汁。“作为

桃园经理人，不能只看一个桃，得看得见一条产业

链。”姚国伟认为，农业经理人的任务远不只把桃卖

好，更大的职责是带着联盟把桃卖得长久。

每至九月拉市镇雪桃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眼见拉市桃园越来越火，雪桃产业联盟开放了上百

亩桃园欢迎游客游园摘果。

从卖“桃”到卖“文化”，姚国伟说：“农业经理

人，既要打理好桃园，更要经营好果园，既要让顾客

吃好，也要让游客玩好！”（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在河南省镇平县侯集镇长

彦观赏鱼基地，波光粼粼的鱼塘里锦

鲤翻跃，犹如一幅游动的水墨画。

当地的锦鲤养殖“悠久历史”要

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就开

始了养鱼事业。起初，村民养殖的都

是本地金鱼，后来，随着不断引进国

外优质锦鲤品

种并积极培育

本地特色杂交

鱼，侯集镇的观

赏鱼种类越来

越多，市场越做

越大。

“我们有16

个行政村都呈

现出‘家家有鱼

塘、户户养锦

鲤’的景象，眼

下全镇有 1 万

亩养殖水面，年产值近8亿元。”侯集

镇副镇长罗文保说。

小小的锦鲤给当地村民带来了

财富，也改变了他们“靠天吃饭”的

传统生活方式，让相对闭塞的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新业态吸引了一大

批有知识、有想法的年轻人回乡创

业建设家乡。

“每天80-100箱锦鲤通过物流

发往全国各地，员工们都忙得连轴转

……”在侯集镇姜营村返乡创业的李

洋稍显疲惫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带货

的兴起，锦鲤通过网络购买逐渐成为

一种趋势，网上销售占到总销售额的

九成以上，客户也越来越习惯“线上

看、线上挑、线下买”的交易方式。

李洋介绍，直播带货的核心价值

是场景化，现场、实时、展示，消费者

感受更加真实，带入自身的消费场

景，以更强的刺激促进消费。锦鲤交

易是一个信任度要求极高的行业，以

短视频为载体，通过在线直播让买家

看到活物，更加全方位地展示锦鲤，

再加上“冬暖夏凉”的“锦鲤活物”物

流加持，成交率大大提升。

（曹怡然 谭亚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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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池锦鲤 游出致富路

巧种“补季菜” 致富有门道

致富路上的“百合姑娘”

春种早、夏填空、秋延后、冬拾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