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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古坊乡新事
——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尚营

宜川县英旺乡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村集体增收 老百姓受惠
记者 贺秋平 通讯员 宋佳伟 兰云芳

“现在菌棒正在陆续上架，有些已经
开始脱袋出菇了，长势非常好。”8月 18

日，望着大棚内长势喜人的菌棒，41岁的
宜川县香菇种植大户张江波信心满满。

之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靠着边干边学
积累的种植香菇经验，有一天竟会被政
府“相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土专家”。

张江波是宜川县集义镇贺家河村
人。在种植香菇之前，他学过理发、种过
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折腾”。
2019年，他去延长县黑家堡看朋友时，发
现朋友正在种植香菇，就计划回家尝试
自己种植香菇。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跟着朋友学
习技术，回家后边干边学积累经验。”张
江波告诉记者，香菇种植前期的投资较
多，要建棚、买菌棒等，那时候一有时间，
他就会去学习香菇种植技术。种植香菇
3年来，张江波有了10万余元的收入，也
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今年 5月，英旺乡政府干部主动找
到张江波，告诉他乡上要与茹坪村集体
合作种植香菇大棚。“从建棚开始，我就
一直在村里。现在已经种植了 34座香
菇大棚，预计能上 20万个菌棒。”在张江
波看来，目前传统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
响较大，冰雹、旱灾、虫害，一年下来实际
收入并不多，而香菇种植作为设施农业，

就相对比较“保险”。
“一个棚一年能出 4茬菇，再加上政

府每个菌棒补贴2.5元，一个棚一年能收
入 6万元。这些收入按照 7∶2∶1进行分
红，70％用于扩大再生产，20％留作村集
体经济，10％用于解决低收入群体扶
持。”近段时间正遇菌棒上架，张江波几
乎天天守在基地忙碌。

为带动川道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一
户一棚的种菌目标，英旺乡建成高标准
食用菌大棚 103座，这些大棚都是由乡
政府搭建，村集体土地入股，名人大户种
植经营，同时带动村民共同发展食用菌
产业。经核算，种菌户每年每棚可增收3
万元以上，解决长期务工人数可达百余
人。

“前期，乡政府统一与宜川美泰泰菌
业研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菌棒供应、订
单收购协议，按照不低于市场价格保底
统一收购，减少市场风险。”英旺乡纪委
书记赵艳宁介绍，乡上还计划全面推行
企业统一供棒、基地示范引领、农户分散
种植、企业订单销售的方式，力求打造现
代菌业示范乡镇。

“大家小心点，一定要轻拿轻放，这
个梨皮薄肉厚，破了皮就不好保存了。”8
月 17日，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吴家寨子
村的一处梨园里，村民白爱红一边提着
筐子采摘梨，一边给前来帮忙的其他村
民反复叮嘱着。

当天，白爱红和几个村民一起，将梨
树上的酥梨采摘、套袋，之后再小心翼翼
地装箱。大家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拉着
家常，园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呈现出一
派繁忙欢快的丰收景象。

今年 55岁的白爱红管护梨园已有
28年。1994年，子长县果树公司号召吴
家寨子村民发展梨园，27岁的白爱红和
妻子一起承包了 3亩梨园，在杨家园则
镇政府和相关产业部门的支持下，全部
栽植了砀山酥梨。两年后，梨树进入产
果期，砀山酥梨喜获丰收，但销售却不太
理想。年轻且思想开放的白爱红为了拓
宽市场，积极对外联系客商上门收购，解
决了自家和其他村民酥梨的销售难题。
当时，子长县为了激励果农发展产业，还
为白爱红奖励现金 2000元，并颁发了荣
誉证书。

“那时，谁家一年能收入 1万元，村
里人就会羡慕地叫他‘万元户’。当时，
我家的 4万公斤梨卖了 2.4万元，加上县
政府的奖励，让我发展酥梨产业的信心
非常足。”白爱红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高兴
地说，当时自己年轻，想法多，也敢于去
拼搏，之后一口气又承包了3亩地。

虽然种植砀山酥梨前景不错，但这
种酥梨果肉稍粗，水肥管理不到位的
话，很容易变干无水分。怎样管理好梨
园从而有效促进销售？这成为白爱红

和其他种植户需要解决的难题。当时，
有的村民建议砍掉树木，凭借吴家寨子
村距离城区近、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
大棚蔬菜产业，但白爱红不想放弃酥梨
种植。他积极奔走，经常咨询专家和外
出学习，很快就找到了发展产业的新路
子。

“2000年，我经过考察后，提出了通
过嫁接更换品种的想法，当时很多人不
愿意接受，我就先将自家的 6亩多梨园
全部改为早酥梨品种。”白爱红说，其他

种植户看着他的梨树嫁接好了，还有县
里来的技术员蹲点指导，就开始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也尝试改良品种。功夫不负
有心人，这次尝试又一次成功，酥梨种植
的收益越来越好。

近年来，白爱红的梨园管护经验越
来越丰富，加上他爱学习、爱钻研，一有
空余时间，就与果农们互相交流经验，他
成为了村里发展早酥梨的“专业户”。除
了修剪梨树，白爱红还就如何预防病虫
害、如何拉枝、怎样施肥等管理技术，为

其他种植户提供咨询和服务，一干就是
20多年。

“什么时候套袋，什么时候修剪，
我们大都听爱红的。有啥不懂的，只
要我们问他，他总是随叫随到。”提起
白爱红，村里的种植户吴何军说，“像
我的 3亩早酥梨，按照市场批发价能卖
3万多元。能有这样的收入，真要感谢
爱红。”

除了吴何军，村里这样的种植户还
有 20余户。不管谁家的梨树管护遇到
问题，不管白爱红有多忙，他都全力帮大
家解决，村里的种植户都称他为“土专
家”。白爱红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村
里早酥梨的品牌就会越打越响，果农增
收致富的渠道也就更加宽广。靠着早酥
梨，白爱红家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如今孩
子们都已毕业在外工作。

杨家园则镇党委副书记李博文说：
“白爱红提倡嫁接引进的早酥梨，为广大
种植户开辟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也促
进了吴家寨子村早酥梨产业的壮大。”

这几年来，在产业发展中，杨家园则
镇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市果业开发中心的技术员定期到园进行
技术指导。白爱红又种植了 2亩早酥
梨，目前他家共种植 8亩地，夫妻俩一年
四季全身心扑在梨园管理上。

目前，吴家寨子村全村早酥梨种植
面积达百余亩，村里种植户年收入最高
可达12万元，最低也有3万元。今后，镇
政府还将积极引导和支持像白爱红这样
的种植户申请全市拔尖人才、“土专家”、
科技示范户等，协调专项服务资金，助力
当地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酥梨种植户白爱红：

满园梨香日子甜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

● 白爱红的酥梨喜获丰收

看小康走进乡村

● 张江波和他种植的香菇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娜 雷声楠）近
日，在吴起县周湾镇小口则村的50亩盐
碱地试验田里，西红柿、茄子、辣椒、甘
蓝、西瓜、西芹等各种果蔬琳琅满目，陆
续进入采摘期。

今年春季，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周湾镇党委想点子、谋路子，积极探索
盐碱地特色农业，选派农业技术员，改
良土壤环境，让各类果蔬在盐碱地里成
功生长。

“通过对土壤的改良，这块盐碱地
试验田产量不比其他耕地差，种植的
西红柿预计亩产量 5000 公斤，茄子
3500公斤，西瓜、辣椒、甘蓝、西芹亩产
均在 3000公斤以上，其中西红柿和茄
子更适宜在这块试验田生长。今年的

试种较为成功，为我们以后发展盐碱
地种植提供了宝贵经验。”农业技术员
韩炳方说。

几年前，这块盐碱地由于土壤含
盐量高几乎寸草不生。周湾镇通过使
用生物菌肥、有机肥、井水灌溉等方式
改良土壤，让各类果蔬在盐碱地里生
长，现如今果蔬丰收，一派生机盎然的
景象。

“盐碱地的开发利用对提高土地
增量有很大意义。今年，周湾镇充分
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用科技手
段发展特色种植，实现了耕地资源扩
容、提质、增效，为以后的盐碱地改良
利用工作提供了经验模板。”周湾镇镇
长魏琴说。

盐碱地里结硕果

小康梦圆

● 村民采收西红柿

进入 8月，徐朝阳忙得团团转。果园里的藤蔓上
挂满猕猴桃，还有几天果子就要上市了，他在乡里的
猕猴桃基地和 60公里外的县城两边跑，联系电商平
台、跑线下销售。“虽然不愁销路，但还是想把价格卖
好一点。”徐朝阳说。

徐朝阳所在的古坊乡属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处
皖鄂交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的一个偏远乡镇。
2015年记者曾到古坊乡采访，那时古坊乡 5个村中有
3个是贫困村，全乡 9000多人，近三分之一是贫困人
口。

今年 8月，记者再次来到古坊乡，发现路宽了，房
前屋后干净了。古坊乡乡长汪志鹏说，乡村要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古坊乡原有的茶叶、油茶等产业要
保持，猕猴桃是乡里主抓的新产业，发展势头很好。

除了一眼就能看到的变化，在乡里转转，记者发
现在这个深山乡，还有不少新鲜事。

“有了这套设备，既可以做绿茶，也可以做红茶。”
在古坊乡上坊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成领着记者走进
岳西林兰茶业今年改造的生产车间。车间内，崭新的
制茶设备依次排列，车间外，是大片绿油油的水稻田。

“今年没来得及，明年就可以做红茶了。”岳西林
兰茶业负责人刘文兵说，这套设备投资300多万元，如
果满负荷生产，日产干茶可达500斤。

刘文兵和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茶叶专家”，他们办
茶厂，带动周边几十户茶农增收。

“前些年因为古坊乡属于水电供区，总停电，茶季
损失很大。”刘文兵说，2019年，水电供区电网资产和
供电业务移交国家电网，上坊村 2021年完成电网改
造。“电好了，以前的制茶设备也需要更新，投入了一
大笔钱。”不过，刘文兵很有信心，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让他有了投资底气。

“以前茶叶采摘期一般只有两个月，到 6月就停
了。新生产线建成后，6月以后可以做红茶，一直到 9
月。”王志成说。

除了传统的茶叶销售模式，刘文兵说：“我们乡也
有‘网红’，能在直播间卖我们的茶叶。”

刘文兵说的“网红”是罗慧圆和汪菲夫妻俩。汪
菲说，她和爱人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回到古坊乡开
了农家乐，“今年初开始拍摄短视频，以家乡美景美食
和农村生活为主。”

汪菲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发了十几条视
频，已有1万多粉丝。“目前还在摸索阶段，希望能拍出
更多好的视频，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农村，知道古坊
乡。”

从未种植过猕猴桃的古坊人，没想到有一天，能
吃到古坊产的猕猴桃。徐朝阳介绍，他自己种了 100
多亩猕猴桃，今年平均亩产能达到 3000斤，全乡猕猴
桃种植面积已近500亩。

“最早一批 8月 20日左右可以采摘，今年价格还
可以，品质最好的估计能卖 20多块钱一斤。”徐朝阳
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本报讯（通讯员 党静 吴鹏飞 记者 李星棋）
眼下，正是早熟苹果大面积成熟的季节。走进黄陵县
田庄镇裴窑科村果农裴孙元的果园内，红色的嘎啦苹
果挂满枝头，甚是诱人。田间地头，一筐筐鲜美的苹
果整齐地摆放着，苹果的香气扑面而来，果农们采摘、
装箱、售卖，一派丰收的繁荣景象。

“今年的果子长得好，每斤卖到将近 5元，能有这
么好的价钱，我们种苹果都有信心了。”裴孙元乐呵呵
地说。今年，黄陵县早熟苹果长势喜人，满载着果农
丰收的喜悦抢鲜上市。这些都得益于黄陵县近年来
的苹果产业发展。

黄陵县利用苹果上市的时间差，发展早熟苹果，
错峰上市，为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尤其在今
年，该县通过大力实施以新品种、新技术、新主体、新
模式、新装备为概念的“五新”果园，指导果农科学化
种植、现代化管理，全力促进果农增收。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苏家险苹果试验示
范基地，一种名为“巴克艾”的嘎啦苹果新品种挂满枝
头。这种苹果果色较深略带条纹，着色较好。基地负
责人李兴年告诉记者，这种品种的嘎啦苹果，着色比
其他品种早一周左右，采收前果实着色可达 90%以
上，相比于普通嘎拉，色泽更艳丽。

“我们采用最先进的矮化密植种植，水肥一体，全
部使用生态化、智能化管理。”李兴年说，“果园第二年
初挂果，今年就可以达到每亩 500公斤左右的产量。
今年的苹果除了少量入库外，剩余的全部已经订出，
每公斤10元。”

发挥基地的示范作用，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
科技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让黄陵
苹果产业不断焕发生机。李兴年希望，园区种植管理
技术能推广开来，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新的发展经验。

据了解，今年黄陵苹果总产量约为 38万吨，早中
熟苹果 6.2万吨，其中嘎拉约 4.34万吨、早熟富士 1.86
万吨，嘎拉苹果均价每公斤在7.6元到8.4元之间。未
来 10多天里，恰逢中秋节备货阶段，早熟苹果整体价
格形势较好。

早熟苹果错峰上市
果农乐享丰收喜悦

进行时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