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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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梦圆

花卉村绽放“美丽经济”
新华社记者 陈国峰

“蝎子王”张晓辉的致富经
通讯员 李进 田伟 记者 孙艳艳

苹果穿上“防护服”
稳产提质味亦美

子长市郝家川村发展壮大粽叶种植产业——

多茬销售 多份收入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龙 杜程政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他力量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侯翠 记者 孙艳艳）
眼下，正值苹果套袋的关键时期。洛川县的果农们正
抢抓农时，为苹果树上刚长出来的小苹果穿上“防护
服”。

6月 11日，在洛川县永乡镇永乡村果农李杜轩的
果园，记者看到一棵棵苹果树枝叶茂，青色的幼果挂
满枝头，李杜轩正在和家人一起为幼小的苹果套袋。
只见他们仔细撑开纸袋，小心翼翼地套住苹果，然后
捏住袋口，整个流程十分熟练。

李杜轩已经务果多年，对于他来说，每年套袋这
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家一共有 8亩果园，今年预
计能套袋7万个。”李杜轩说。

与李杜轩同村的果农屈娟，正和乡邻们一同搭
伙互助套袋。为了提高效率，她还准备了一个果
袋撑口机，相比于其他人来说，速度也相对快了不
少。“这个撑口机比人工撑袋少了一个工序，不用
手工撑开袋口，每天能比原来多套 1000多个袋。”
屈娟说。

进入 6月份以后，洛川县全县各镇街的广大果农
一刻也不停歇，都在抢抓时间节点，力争及时为每一
颗小苹果都穿上“防护服”，为后半年的好收成打下坚
实基础。

对于洛川果农来说，每年为苹果套袋已经成为一
项必不可少的工序，自从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洛川县
开始逐步推广苹果套袋以来，这项工序为洛川苹果的
提质增效、增加果农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苹果套袋后，可以有效保护幼果成长，使果实
表面光滑、细腻，而且着色鲜艳，有利于提高果实的
商品率。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套袋后可以减少病虫
对果实的危害，为绿色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县苹
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李宏介绍说，“我
们将持续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尽快完成套袋工
作。同时，在套袋结束后指导果农做好预防早期落
叶病及果园的施肥等管理，为今年苹果的产量和品
质做好基础工作。”

据了解，洛川县苹果种植面积 53万亩，今年全县
苹果产量预计在 109万吨左右，苹果套袋数量预计在
50亿只左右。目前，洛川县已经全面进入苹果园套袋
高峰期，预计在6月中下旬全面完成套袋工作。

“你看，这些蝎子养得多好。带仔蝎
子相当多，现在小蝎子长势也不错……”
盛夏六月，一大早，走进洛川县凤栖街道
屈家河村蝎子恒温养殖大棚，一股温热的
麦糠气息扑面而来。只见一个个红色塑
料盆子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蝎子，蝎子养
殖户张晓辉一边给蝎子投喂饲料，一边查
看蝎子生长情况。

蝎子，被称为“五毒之首”，因为长相
可怕，尾钩有毒。在外人看来，蝎子不免
让人心里有些发怵，但见张晓辉一抓一
放，动作驾轻就熟。

“这个蝎子现在是个‘孕妇’，再过上半年
之后它就开始产仔，它一次产30至50个仔。
产仔之后，在喂得好的情况下，6个月之后，它
就可以长成成年蝎。”张晓辉介绍说。

仔细一看，张晓辉给蝎子投喂的饲料
原来是黄粉虫，黄粉虫俗称“面包虫”，富
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种氨基酸，可以做
动物饲料，是蝎子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我特意空出来1间房子用来专门养殖
黄粉虫，麸皮、苹果等就是黄粉虫的主要食
材。”张晓辉说，黄粉虫是蝎子的高蛋白食
品，蝎子吃了之后可以增强免疫力，生长速

度特别快。蝎子既是上好的药材，同时也
是最佳的餐饮食品，养殖难度并不是很大，
关键是控温、湿度、饲料到位。

“蝎子养殖不但操作便利、不污染环
境，而且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行情非常不
错，每公斤大约 1800元到 2000元左右。
如果经过二次加工，它的价值会更好更
高。”张晓辉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就有
60余万元的收入。

随着蝎子养殖规模的扩大，张晓辉不
仅升级改造了相关养殖设施，还特地聘请
了专业的技术员，定期外出考察学习先进
养殖经验，促进蝎子产业向多角度、多层
面快速发展升级。

“目前，1座600平方米的大棚可以养
3万只种蝎，一次可产仔 60万只幼蝎，成
活率可达98%。”张晓辉说。

如今，张晓辉除了在恒温房里养殖蝎子
外，还尝试将蝎子和黄粉虫等放在同一个空
间进行生态化养殖，以此来增强蝎子的品
质。谈起今后的打算，张晓辉信心满满。

“蝎子养殖是个好产业，我打算扩大养殖
规模，把产业做强做大。同时积极推广，带动
周围的群众共同养蝎致富。”张晓辉表示。

仲夏时节，走进山东潍坊青州市黄楼街道芦李
村，主干道两侧一个个花卉大棚鳞次栉比，大棚里，各
品种的高档花卉争相绽放。

“我们村一共 265户，基本家家户户都种花，是名
副其实的花卉专业村，户均三四个花棚，年收入 40万
元左右，不少村民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楼房。”芦李村
党支部书记李洪杰说，发展花卉产业之前，村民看天
种粮，户均收入不过几千元，村集体收入微薄，发展民
生事业有心无力。

30多年前，芦李村村民李鸿儒在自家地里种菊
花，拿到集市上售卖，没想到成为抢手的稀罕物，让
他尝到了种花的甜头，村民们也纷纷效仿种起了花
卉。

走进村民李道学的大棚，工人们正忙着将幼苗填
土装盆。“我种了 20多年花了，开始主要种杜鹃、仙客
来等，后来跟着市场变换品种。”李道学告诉记者，多
年的种植练就了花农的市场思维，市场缺什么品种就
种什么。

李道学也见证了村里花卉产业的升级迭代：大棚
从最初用竹竿搭建，到后来堆厚土墙，再到现在钢架
建设，温湿度控制也由原来全人工到现在全自动。“看
大棚中间吊着的像喇叭一样的东西，就是感应温度
的，温度有偏差就会通过手机提醒我。”李道学说，现
在花卉大棚越来越“智慧”了。

近年来，随着多肉市场的兴起，部分村民转向多
肉种植。在村民杨富文的大棚内，满满摆放着多肉幼
苗，十几个品种都是他自己杂交出来的。他根据市场
热销的多肉品种，购买父本和母本杂交，培育出的新
品种价格是市面上普通品种的两三倍。杨富文手捧
一款叶型短胖饱满的多肉幼苗说：“我给它起名为‘冰
泊’，夏天会长出红色的‘糖心’，十分漂亮，很受市场
欢迎。”

芦李村的“花样经济”吸引着年轻人回流。在“80
后”村民李莎莎的花卉大棚内，一盆盆宝莲灯花簇拥
着的电商主播，正在手机前热情饱满地介绍着产品，
李莎莎和工人们则忙着将订单打包。

李莎莎以前在外打工，看到朋友直播卖花搞得
很红火，便产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去了很多花卉
大棚，最终决定卖宝莲灯花。这个从荷兰引进的品
种，叶片宽厚、花形硕大，看上去高贵大气。”作为青
州第一批直播售卖宝莲灯花的农户，李莎莎的电商
已经小有规模，日销 90盆左右，多的时候每天卖到
200盆。

花卉产业不仅鼓了村民腰包，也让村集体收入
越来越厚实。芦李村村南几百亩丘陵地，因不适宜
种粮，常年荒废。村里引进 10余家花卉企业，将这
些土地流转租赁给企业，费用归村集体。村里富起
来以后，硬件设施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
村里 70岁以上老人每逢老人节、春节等节日还有福
利发放。

30多年养成的“一朵花”，给芦李村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李洪杰说：“靠着这个‘美丽’产业，村民的生
活也越来越‘美丽’！”

眼下正值苹果套袋农忙期，宝塔区
临镇镇的各大苹果园里，一颗颗未成熟
的苹果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果农们正
忙着抢抓时节给苹果进行套袋处理，果
园里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在该镇二庄子村，只见果农们一个
个头戴遮阳帽，趁着天晴熟练地对自家
果园里的苹果进行套袋。大伙儿撑开袋
口、套住果实、再扎紧袋口，袋起手落间，
一颗颗苹果就穿上了漂亮、优质的“防晒
衣”。

褪花后的苹果经过了一个多月阳光
雨露的滋养，高仰着青涩的小脑袋，调皮
地与晨风逗趣，这也意味着农事将进入
到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我家里种了十
几亩的苹果，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进行套
袋。我们每天从早上四五点就来到果园
地里开始套袋，中午匆匆吃口饭又开始
忙碌，一直忙到晚上 8点多才回家休息，
每天能套袋四五千个，就希望能有个好
收成。”正在忙着为苹果套袋的二庄子村
果农姚三妹说。

副镇长沙宝旭介绍说：“目前是苹果
套袋的最佳时机，套袋不但能降低农药
残留、减少病虫的危害，而且能达到增强

果色、提高果品品质的效果。今年苹果
花期授粉好，成果率高，果子长得饱满匀
称，看着应该是个丰收年。”

套袋是保证苹果品质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果农们都希望通过套袋技术，为
后期果实健康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力
争使今年的苹果优质高产。由于苹果套
袋时间紧，种植大户用工量大，今年一个
袋子 9分钱，到种植大户果园务工，一天
能有 300到 400元的收入，套袋时期也为
部分群众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

“我一天最多能套6000个袋，最少也
能套 5000多个。每年这个时候，我把自
家的苹果套完，出来再给别人务工，也能
多收入一两万元。”任家塬村前来二庄子
村务工套袋的果农刘志琴高兴地说。

临镇镇是苹果产业大镇，目前有果园
4.7万亩。镇域以苹果种植为主导产业，24
个行政村中18个行政村都以发展苹果产
业为主，已基本实现苹果全覆盖，苹果俨
然成为临镇镇农民致富的“黄金果”。

产业兴，群众富。沙宝旭介绍说，近
年来，临镇镇坚持把苹果产业作为农民
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地位不动摇，把提
升建设现代苹果示范园区，作为发展现

代农业的重要抓手。同时将果园更新升
级、品质提质增效、品种结构调整、果园
改造提档、防雹网建设、果农技术培训等

作为重要举措，不断提高群众果园管理
水平，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为实现乡村振
兴提供坚强的产业保障。

进行时乡村振兴

夏日果园套袋忙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班彩彩

● 果农熟练地套袋

“我种了 2亩多一点，去年每斤批发
价 10元，2亩地种出来的粽叶卖了 2万多
元。”端午节期间，鲜粽叶成为市场热销
货。6月20日，在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
村的粽叶种植基地，村民郝正斌正和村民
一边拉家常，一边采摘粽叶，字字句句，说
着小粽叶带来的生活幸福。

郝家川村，村民忙着采摘，镇村也同
时联系批发商上门收购，家家户户一幅忙
碌的采收景象。

对该村村民来说，种植粽叶要比种庄稼
更容易。郝正斌说，如果是种庄稼，种子、化
肥、农药要年年投入，粽叶只要一种，剩下的
事情就相对简单多了。来年只需施肥、翻
地、锄地管理，就等着商贩来了销售。如今，
该村不少人都依靠这个产业增收致富。

据了解，郝家川村已有上百年的粽叶
种植经验，村民的房前屋后均有种植。为
了将这一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使之成为该
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打产业，余家坪镇党
委政府引导带村党支部班子到处走访，引

进河北客商，一下子将销售时间从端午延
伸到中秋之后。

郝家川村党支部书记郝振华说，“郝
家川的产业有毛桃、葡萄、大棚葡萄，但要
说最好的产业还是粽叶。它看着不起眼，
但是经济收入非常可观。去年，我们全村
200多亩粽叶光纯收入达200万元。端午
节后，河北客商以每斤 3元的价格收秋
叶，粽叶实现多茬卖、多茬收入。”

近年来，余家坪镇党委政府和郝家川
村村“两委”聘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提高粽叶品质，增产增量，同时招商引资
解决群众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引导村民
从事粽叶种植，扩大粽叶种植规模。让小
粽叶成为郝家川村的“致富叶”。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这一优势，开展
采粽叶、包粽子等体验活动，传承弘扬传
统文化，让大家感受端午节丰富文化内涵
的同时，继续扩大郝家川村粽叶种植知名
度，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余家坪镇社保
站长侯利刚表示。

看小康走进乡村

● 郝正斌采摘粽叶

● 张晓辉（右）和技术员查看蝎子养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