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 在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

南岸镇胜利村， 果农梁恒超利用

50

亩黄桃园套种

南瓜，获得了大丰收，“林下生金”的产业发展新模

式增加了土地产值，提升了农业效益。

“它的名字叫卡斯特优蜜本南瓜，品质比较好，

线条比较流畅，个头大，肉厚。 ”梁恒超抱起一个大

南瓜，乐呵呵地。

“之前就只种黄桃，但因为没到盛产期，果园投

入大，产出却很少，我就在思考，怎样才能让有限

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通过外出考察，决定

在桃园里套种蜜本南瓜。 ”

2022

年，梁恒超从贵州

一家农业企业引进种子和种植技术、签订保底回收

协议，开始探索“林下生金”的新路子。

精心的管护换来了累累硕果。 今年刚立秋，果

园里的南瓜就迎来了丰收，院坝里色泽金黄的南瓜

堆成了一座“小山”， 满载丰收果实的卡车沿着田

间产业道路，驶向贵州的大市场。 小小的南瓜不仅

为梁恒超增加了

20

多万元的收入， 还给当地村民

带来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新岗位。

“在家门口每天能挣

100

多块钱， 还能照顾家

人，挺好的。 ”和梁恒超同住一个村民小组的龙怀

英今年帮忙种植、管护、采收，累计挣到了

4000

多

元， 她打算明年也在自家玉米地和果园里套种南

瓜，跟着梁恒超一起干。

龙怀英和乡亲们的期盼正说到了梁恒超的心

坎上。“一个人种，毕竟力量有限，最多也就是几十

亩，无法形成规模和产业，现在有了经验、技术，也

有了稳定的市场，我想让乡亲们都参与进来，我负

责技术指导和销售，共同把南瓜产业做大做强。 ”

梁恒超表示， 试种实践证明， 蜜本南瓜易管

护、抗病能力和抗灾能力较强、投入少，产量高、见

效快、市场前景好，是一个“短平快”的农业项目。

将来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还将致力于成立合作社、

建设加工厂，让土地资源发挥着最大效益。

(

郜晋亮 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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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悟

发展黄茶产业 推进富民强县

夏秋之际， 湖北省孝感市大

悟县新城镇朱湾村的茶山满目翠

绿， 村内茶叶加工生产车间内依

旧茶香袅袅。 每天下午，茶农们顶

着热浪， 提着装满鲜嫩茶叶的大

包小包，走进收购站。“自从村里

建了黄茶加工厂， 村民都忙碌起

来摘茶叶， 在家门口每天可多收

入

100

元到

200

元。 ”村民喻学英

笑着说， 她家以前主要靠春茶收

入， 没想到原来无人问津的夏秋

茶现在也能做黄茶多卖钱， 黄茶

就像农民增收的“黄金”。

大悟县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

腹地，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新城

镇是开国大将徐海东故乡。

20

世

纪

50

年代，徐海东和夫人周东屏

从安徽引进茶苗到大悟种植，经

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与支持 ，大

悟几代人的辛勤耕耘， 逐年扩大

种植面积 ， 全县茶园现达

30

万

亩，涉茶人员

10

万余人，茶叶成

为大悟强县工程的支柱产业。 但

大悟茶产业长期主采一季春茶 ，

夏秋茶因不适宜做绿茶， 未能充

分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 朱湾村党支

部书记梁云英关注到这一难题 ，

到全国相关茶产地学习。 经专家

检测建议， 不增加茶园种植面积

的基础上， 大悟的夏秋茶通过技

术和半发酵创新工艺， 可加工成

黄茶助农增收。

� 2023

年， 王仕栋回乡创业，

在朱湾村投资成立了湖北红绿黄

茶业有限公司，引进了黄茶“三闷

三烘”技术，提升茶叶品质和生产

效益。 当年收购村民

8000

斤夏秋

茶，手工制作了第一批黄茶。 一年

多来， 大悟黄茶先后参加了多次

茶叶展销活动，通过直播带货、线

上电商等方式，打通了商超、扶贫

馆、企业单位、茶叶批发等市场渠

道，赢得消费者好评。

“现在村民采摘的鲜叶基本不

愁销路， 公司分类收购后按照种

类、品质加工处理。 ”王仕栋说，今

年已收购鲜叶

18

万斤，制作黄茶

3

万余斤，支付茶鲜叶款近

200

万

元，惠及周边

8

个乡镇

2200

余名

茶农， 茶农亩均增收

2000

多元。

下一步， 将开展黄茶制作的前期

技术培训， 建设一批共享炒茶车

间，带动更多茶农在家门口增收。

从喝茶到吃茶、用茶，要让黄茶助

力大悟茶产业形成“红绿黄白抹，

春夏秋冬全采”的全品种开发、全

周期采摘、全原叶利用格局。

“要将黄茶产业作为全县茶产

业补链强链的重要一环， 与大悟

现有

200

家茶企合作， 壮大全县

茶叶产业规模。 ”大悟县茶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陈华成介绍，近年来，

在与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等科研

院校合作支持下， 围绕茶叶科技

创新、新产品研发、产学研用技术

合作、茶叶科普示范基地建立、加

入茶叶学会提升黄茶公司品牌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将继续运

用茶科技，延长茶产业链，拓展茶

销路。

朱湾村黄茶公司门口，

2

台

挖机正在施工， 新建的虾稻基地

和黄茶基地叶青苗壮。 当地正依

托绿色生态资源自然风光和人文

景观，提升黄茶示范产业园，将把

黄茶产业基地打造成集茶旅游 、

茶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观光园、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与红色研学基

地，推进茶文旅产业融合。

朱湾村党支部书记梁云英表

示，通过引进茶企入村，不仅盘活

了资源，也带动了村民致富增收。

要把红色革命文化作为精神底

气，把绿色生态作为发展底色，把

黄茶作为产业底料， 依靠发展特

色茶产业， 让村民富了、 集体得

利、企业盈利、生态美了。

（乐明凯）

山东肥城

甘薯育苗产业带富小山村

“不到

4

个月的时间收获

6

茬

了，利润

12�

万来块钱，今年预计

能收

8

茬……”日前，在山东省肥

城市仪阳街道西鲍村， 一个个甘

薯育苗大棚成方连片， 展现出蓬

勃生机。 大棚里，村党支部书记刘

文双一边介绍今年以来的收入情

况，一边谋划着未来的发展。

“现在我们和周边几个村联合

起来， 正在就甘薯苗研发中心建

设与省农科院进行深入对接。 预

计今年

10

月份将实现项目的扩

建和大棚的升级。 ” 据刘文双介

绍，这个总投资

430

万元的项目，

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 其中省派

工作队扶持

150

万元， 村级自筹

260

万元， 还成功吸纳了

20

万元

的社会资本。

目前， 项目一期占地

27

亩，

投资

80

万元的

10

个育苗冷棚

4

月

20

日就收获了第一茬苗子。 二

期项目正在整地， 将投入

300

万

元建设

1

处脱毒大棚、

1

处冬暖式

大棚和

20

个育苗冷棚及配套设

施，占地规模达到

103

亩。

西鲍村是个典型的纯山区

村， 深入剖析该项目的建设初

衷 ， 背后蕴含着多重深远的考

量。

2022

年，西鲍村与其他三个

村集中搬迁至街道驻地住上了

楼，在街道党工委引领下，居住、

服务和治理实现了集中， 跨村联

建产业延伸模式成为凝聚各方力

量的关键纽带， 村民们逐步形成

了“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的紧密

合作关系。

居住环境好了， 产业发展更

要跟得上。 不同村的村民聚居后，

面临耕种、 服务和产业发展等一

系列难题，亟待统筹解决。 综合这

些因素，联建村“两委 ”干部商议

后， 向街道党工委汇报了打造甘

薯育苗基地的构想， 并获得了坚

定支持。

项目推进过程中，联建村“两

委”干部带领党员群众，多次到济

宁邹平、汶上、泰安岱岳区等地考

察学习， 邀请省农科院刘立峰博

士团队担任技术顾问， 为甘薯的

引种、 包销及风险防范提供全程

专业技术指导。 党员干部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排班日夜坚守，

仅用

20

天完成土地整理，

60

天建

成

10

个育苗大棚。

刘文双介绍， 他们与省农科

院签署苗子包销协议， 与三美果

业签订果实收购合同。 通过“统一

集中育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价

格收购”的模式，以“三入股、三管

理、三保障”实现集体、农户、企业

的三方受益， 确保了项目的规范

化和专业化运作。

“苗子成熟后，每株能增产

30

株， 省农科院以不低于

0.15

元

/

株的价格收购，周期内每亩能产

1

万株，每个棚最低产

2

万株，一亩

地在一个生长周期内盈利

1.5

万

元。 ”刘文双介绍，最后一茬产出

的“薯妃

2

号” 甘薯， 亩产可达

5000

斤， 以

1.2

元

/

斤的市场价

格销售给三美果业， 整个项目每

年盈利有望超过

30

万元。

甘薯育苗大棚项目不仅为当

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还在

促进就业、 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目

前，项目已带动就业

60

余人。“来

这里打工，一天八十块钱工资，现

在年纪大了也不外出走远了，家

门口就能挣钱。 ”西鲍村村民侯吉

成高兴地说。

肥城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

革和发展成果， 小山村一幅喜人

的乡村产业振兴画卷正在徐徐

“苗”绘，带来的是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据仪阳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

尹梦真介绍，目前，甘薯育苗项目

在发展中持续探索创新模式，扩

大规模。 省派工作队扶持的河洼、

张南阳、 东辛村以固定资产入股

项目， 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建设

资金难题，填补了资金缺口，还进

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西鲍、 张南阳等几个联建村

在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的带领下

已前往省农科院， 就甘薯苗研发

中心建设达成进一步合作协议，

将育苗产业培育成强村富民的支

柱产业。 ”仪阳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军说。

（纪宗玉 袁广）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

一根葡萄藤 串起致富链

八月上旬的豫北平原暑气正浓， 葡萄进入盛

果期。

8

月

12

日， 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南张门

村， 村党总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曹治法又一次

来到葡萄种植基地，挨家查看葡萄上市准备情况。

南张门村现有

7000

多位村民， 已有

40

多年

种植葡萄的传统。 现在，南张门村自身和带动周边

农户种植葡萄有

30

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已达

3000

余亩。

“我们家种

7

亩葡萄，有

18

个品种，葡萄上市

从

6

月到

10

月中旬，一年能卖差不多

12

万元。 ”

53

岁的果农林四保说， 葡萄销售收入现在是家庭

收入的主要来源。

凤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本地葡萄种植

面积

3000

多亩，年产值

6000

多万元。 凤泉区以葡

萄为媒，借势招商，招引“凤商回归”共建家乡。

为了保障果农们能像林四保一样种好葡萄、

卖好葡萄， 当地成立了新乡市凤绿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立。 合作社为果农们提供技术指导、 物资采

购、销售指导等，为村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

服务。

三年前，

32

岁的曹治法回村担任村党总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将葡萄这个事做好，把张门

葡萄这个品牌打出河南， 让乡亲们增收是我回来

的最大心愿。 ”曹治法说，“去年，我们先把葡萄文

化节搞起来，增加张门葡萄影响力，今年线下游客

有望突破

30

万人。 ”

“好葡萄一定要有好技术支撑。 ”今年夏天，农

业农村部科学施肥专家组专家、 河南省绿色农业

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叶优良教授多次来到南张门村

为农户葡萄种植“把脉问诊”。 叶优良表示，“这里

的气候和土质适合种植葡萄， 一旦用肥用药不科

学，就会给土壤带来看不到的伤害，从而影响农产

品品质。 因此，要想种植出优质农产品，做好土地

文章是基础。 ”

曹治法敏锐地觉察到， 以核心技术服务葡萄

产业上下游是一个商业机会， 并依托叶优良团队

技术， 把葡萄专业肥作为集体经济增收的一个核

心突破点。 河南省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麒洋

表示，村一级主体主办产业推介活动是一个创新，

葡萄作为一个“绣花针 ”把凤泉区教育 、文化 、农

业、工业等资源“串成了串”，响了品牌、富了乡亲、

强了产业。

（范亚旭 齐梦雨

)

云南绥江：

桃园套种南瓜

一地双收增效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