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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至秋末，黄龙县圪台乡马场村苜渠村
仍是秀水青山，苍翠欲滴，仕望河缓缓流
过。一眼望去，广阔山峦中黄精、苍术、丹参
等名贵药材正在茁壮成长。

走进苜渠村，只见村口立着一块牌子：
“引药入田，种药上山”。牌子后面是苜渠中
药材育苗繁育党建实验田。试验田分6个区
域，繁育品种有芍药、苍术、羊红膻、五味子、
白术、麦黄草，约 5万株药材苗木轻轻摇摆，
似在向来客“招手问好”。

“我今年种了 30亩中药材，把退耕还林
的地都利用上了……”在苜渠村的山坡林地
间，不时传来一阵欢笑声。循着声音走去，
不少村民正在地里除草劳作，仔细看向地

里，才发现与以往不同的是，村民们种植的
不是农作物，而是一片片中药材。

马场村党支部书记荆发明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黄精，这片林子是我们利用退耕还林
的土地搞的林下经济，有些已经长到四五厘
米高了。我们的中药材主要是苍术和黄精，
目前苍术有200多亩，黄精有900多亩。”

黄精自古就有“仙人余粮”的美称，形似
鸡头，在药学上被称为“鸡头黄精”或“鸡头
参”，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有补气养阴、健
脾、润肺、益肾的功效。

据荆发明介绍，黄精种植有“3年为菜、4
年为药、7年为宝”的说法，这意味着黄精一般
需要经过 4年充分生长，才能产生药用价

值。今年起，苜渠村又有十几户加入了中药
材种植行列，由于黄精喜山地林缘等阴湿环
境、不占耕地、效益高，更受到大家的青睐。

“我家的药材长势很好，隔一段时间就
发现能长一截，还耐冻，我今年在山地上种
了60多亩，还雇了七八个人来帮忙。”村民马
彩侠高兴地说。

在山坡林地间种植中药材，不仅扮靓了
乡村环境，更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良
药”，村民王永祥对此最有发言权。

几年前，他意外发现山中生长的野生黄
精，打听之后才知道市场价格还不错，同村
里其他人研究过后，决定先试种看看效果。
他熟练地拔掉长势旺盛的杂草，笑着介绍

道：“我种了1亩多黄精，今年卖了1万多元，
收益真不错！”

“而且种这些中药材不占地，管理起来
也省事，所以今年又扩种了 10余亩，这黄精
还真是‘黄金’呢！”王永祥对地里的这些“宝
贝”满意极了。

道地中药材，为苜渠村的经济注入了新
活力。2020年，马场村组建了村农业专业合
作社，试种了2100亩丹参、板蓝根、柴胡等中
药材，喜获成功。一呼百应，许多村民也纷
纷加入种植药材的队伍当中。圪台乡以马
场行政村苜渠村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连片
种植中药材的种植基地逐步形成。

药香漫山岗，农民喜洋洋。如今，全民

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出
台，给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据了解，马场村群众种植药材，按照市场价
格测算，平均每年每亩增收 3000 至 8000
元。截至目前，全县建成中药材产业园1个、
种植基地4个，培育龙头企业4家、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3家。

圪台乡副乡长张全国介绍，圪台乡按照
“耕地种粮稳产、林地荒地栽药”的思路，采
取“政府引导+公司经营+园区带动+合作社
管理+群众参与”的运行模式，大力发展中药
材产业，通过繁育试验推广，逐步扩大种植
规模，把中药材种入退耕地和荒坡地，盘活

“闲置”林地、荒地资源，实现点“闲”成“金”。

种植中药材 经济添活力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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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盏鲜红的灯笼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安静地迎接着远方的客人和归乡的儿女。篱笆菜园、竹编鸡舍、码放的柴垛，在雨幕中，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
这样的“世外桃源”就在黄龙县圪台乡马场村苜渠村。
作为黄龙县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近年来，苜渠村坚持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旧石头和废木材，恢复村庄的原始风貌，让农村散发出独特的气息，整洁干净的巷道路面，如沐春风的

乡村文化，日益红火的乡村旅游，一幅欣欣向荣的画卷正在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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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苜渠村的刘双元深有感触，“居住环境
好、困难有人帮、诉求有人管，住在这样的村上就是一种幸
福。”

夜幕降临，阵阵蝉鸣和着荆发明家小院的议论声，似是
奏起了独特的“交响曲”。

“今年我家冷凉蔬菜卖得好，来年我想增加新品种，能
不能想办法给咱考察一下，要点技术支持？”“能不能给咱请
个专家，教教咱网络直播销售？”……在村民的积极商议下，
村里的“板凳会”开得有声有色。马场村第一书记薛文君针
对村民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没有正常会议室的电脑
投屏，村民们却将相关政策“吃了个透”。

一块黑板、一张桌子、几条板凳，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在
这里商议，不仅增进了干部群众的感情，还帮大伙儿解决了
不少问题，大家都称这样的会议为“板凳会”。

谈话聊天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就开了3个
多小时。村民们反映的困难和诉求，乡上领导干部、驻村工
作队和村民们一起探讨解决办法。

今年70多岁的竹月英老人，谈及村里的变化感慨万千，
“以前一到下大雨，路冲得一壕一壕的，现在政府把路修好
了，房子也帮忙建起来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板凳会”形式简单，解决的问题却不小。2019年，菜农
刘根友在“板凳会”上提出“菜农批量卖菜就地过秤问题一
直未能解决”，党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经过积极协调争取，
一周内在马场村安装了“便民服务磅”。“以前菜农称菜都是
跟着菜商去黄龙和韩城自费过磅，自从安装了‘便民服务
磅’，我们种菜的农户可以在马场村直接免费过磅，方便极
了。”刘根友的脸上掩饰不住喜悦之情。这看似小小的便民
磅，却为菜农腾出了摘菜的时间，节省了来回折腾的车油
费。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增设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一
条条村庄道路得到硬化，外围墙体涂抹了稻草泥，利用当地
原材料变废为宝，花小钱办实事，保留原来土色土乡的风
貌，不但整治出村容村貌新特色，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
动农民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民收入，提升了
村民的幸福指数。

小小的板凳上，干群围坐一团，聊的是身边事，谈的是
惠民政策，增的是干群情。苜渠村的干部“零距离”与群众
交谈，引导农户增强发展信心，激发贫困户脱贫干劲，抛却

“天上掉馅饼”“坐等政府送小康”等思想，这样接地气的交
流，成为苜渠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好方法。

现如今，苜渠村巷道路面整洁干净，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好人故事层出不穷，乡村文化如沐春风；乡村旅游日益
红火，群众生活日益富足……一幅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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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苜渠村的蔬菜育苗基地，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好一派
繁忙景象！只见全自动育苗生产线前，育种技术员正有条不紊地
操作着机器，拌料、装盘、点种、摆盘……一套程序在流水线上稳
稳地进行。

“现在育苗基地正在进行第一茬育苗，主要培育甘蓝和豆角，
每批次可培育蔬菜苗 500万株，在满足我们当地需求的基础上，
还能向周边市场供应菜苗。目前有10多名村民过来这里务工。”
马场村蔬菜育苗基地负责人吴建军介绍道。

近年来，圪台乡马场村凭借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作物生
长周期长的优势，产出的高山冷凉蔬菜甜度高、色泽好、清脆
爽口，受到周边市场欢迎。但由于蔬菜产业对人力的需求量
较大，劳动力短缺一度成为制约圪台乡蔬菜产业发展的“老大
难”问题。

为有效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圪台乡立足实际，强化科技创
新，发展设施农业，大力提升蔬菜种植机械化、智能化水平，进一
步提升蔬菜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积极培育发展设施蔬菜产
业，全力打造“育、产、销”蔬菜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
基地”的转型发展新路子，蔬菜种植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产
业振兴的新引擎。

据马场村党支部书记荆发明介绍，目前，苜渠村的蔬菜播
种面积有 650 余亩，今年的蔬菜产业总产值达到了 290 多万
元。

“马场蔬菜是个宝，特殊气候适生带；群众个个会种菜，豆角
甘蓝遍地栽；韩城山西到处卖，时间短来挣钱快。”这一段朗朗
上口的打油诗，道出了圪台乡马场村冷凉蔬菜产业的红火势头。

“去年我在外地种了几十亩蔬菜，赶上菜价好，每亩能挣1万
多块钱。今年咱们当地就能育苗，就不用去外边种菜了，在家门
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老人，更重要的是，赶上了好政策，在咱们
马场村的育苗基地去育苗，还能享受政府补贴，成本比以前能减
少60%呢！”菜农刘正坤笑着说道。

为了让高山冷凉蔬菜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热”产业，
苜渠村除了在育苗上为群众节省成本，还积极引进了起垄、覆膜、
铺渗带、施肥、移栽五位一体的蔬菜移栽机。据荆发明介绍，今年
共引进了 3台蔬菜移栽机，村民向合作社租借后就能使用。此
外，村里还组织村民参与农机使用培训，让大家尽快享受到机械
化种植的红利。

作为苜渠村高山冷凉蔬菜的种植大户，王东祥对蔬菜移栽机
的引进赞不绝口：“今年试了下这个移栽机，2天就能种完我的30
亩地，往年至少五六天才能种完，这效率放到以前，想都不敢想！”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机遇，锚定蔬菜发展的产业布局不动
摇，统筹实施标准种植夯基、让企业示范效应扩大、做强‘特优’品
牌蔬菜，全面实现蔬菜种植标准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乡村全
面振兴提速。”圪台乡二级主任科员杜芳春说。

村庄美、道路净，幸福生活款款来。
小广场内，村民张万龙正在陪他的“老伙计们”

下棋，说说笑笑，好不热闹。他说：“没想到生活了一
辈子的‘土’村子，还能变得这么美，在这么好的环境
里生活，感觉人都精神不少了。”

张万龙对幸福生活的感叹，是苜渠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的体现。

近年来，圪台乡党委、政府充分发挥苜渠传统村
落的生态优势，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人居环境整
治结合起来，科学谋划，不大拆大建，坚持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在不破坏原始村貌的前提下，不搞大拆大
建，利用当地旧石头和废木材，恢复村庄的原始风
貌，让农村散发出独特的气息。

对于村里的环境整治，也有个别村民曾发出抱
怨：这又不是城里，卫生差不多就行了，弄得那么干
净干啥？

为了让村民们认识到环境卫生的重要性，能够
自发行动起来，苜渠村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
动、保洁员队伍整治专项行动、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
建设行动。截至目前，苜渠村共开展了现场观摩评
比会 5次，建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制度 5项，建设了
示范点4个。

村民吕志强的院子在今年的评比中，获得了“最
美庭院”的称号。

穿过广场，沿着小路往里走，村口第一户便是吕
志强的家，明净的窗户、整洁的庭院、错落有致的蜂
箱，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勤劳。吕志强与妻子刘改清
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多年来，打扫卫生是他们每
天早起做的第一件事，久而久之，邻里乡亲也被他们
所感染。

“之前村里垃圾都是乱堆乱放的，时间久了都能
闻到一股味儿，现在村里进行环境卫生整治，那些陈
年垃圾被清理掉了，还给每家发放了垃圾桶，聘请保
洁员把垃圾运走。现在村子环境变好了，咱也不能
落下，我们也按照村里的要求行动起来了，我准备把
院子再修整一下，弄片菜地，种点菜、养点花，小院子
就更整洁、好看了，争取明年让大家也都来参观参观
我家院子！”吕根强笑着说。

“下一步，我们将在补足基础、加大治理、强化服
务上再发力，组织开展好秋冬人居环境整治大起底
活动，同步推进乡村建设的‘里子’和‘面子’，让苜渠
的父老乡亲在这里安居乐业、宜居方便。”圪台乡副
乡长薛文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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