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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周家伟

5月18日，夏日的晨光洒在东昌府区侯营镇尚格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芦笋种植基地。大棚内，翠绿的芦笋嫩芽已冒出二十
公分高。俯身仔细观察，密密麻麻的金蝉幼虫在土层中若隐若
现。

“这棚子里藏着双份‘收成’呢！”基地负责人王学磊一边收
割芦笋一边向记者介绍。

这是尚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新试验田，目前正通过
“芦笋+金蝉”立体种养模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故事。

芦笋作为多年生作物，地下根系发达形成天然温床，金蝉
幼虫以此为食，其排泄物又能提高土壤肥力。这种共生系统使
亩产值提升40%以上，冷棚年收三茬芦笋，暖棚更可实现双季养
殖。

介绍大棚种养模式的同时，王学磊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
账：目前上市的芦笋单价可达20元每公斤，传统种植户每亩芦
笋年收益约2万元，而叠加金蝉收益后能达到3万余元。目前，
该公司在华北布局的800亩基地中均采用智能温控和物联网监
测系统，一人可管理7—8亩地。通过统一供种、技术指导和保
底回收，带动周边多个基地的农户参与标准化种养。与此同
时，该公司整合育种、孵化、种植、管理、回收全链条，开创“一田
双产”路径，销售网络覆盖华北多地，服务京津冀豫鲁等地十余
座城市的供应链，年销芦笋超300吨，以“技术输出+品牌赋能”
模式，推动小产业升级为乡村振兴特色经济标杆。

“芦笋‘浑身是宝’，嫩尖可以制成干花工艺品，老茎叶经特
殊工艺可炒制成芦笋茶，今年我们还将推出芦笋面条、煎饼等
多种高附加值产品。每吨芦笋原料经深加工可增值两三倍。”
王学磊表示。

芦笋金蝉共生
土里土外增收

▲5月16日，农民在茌平区杜郎口镇西街村的麦田里套种辣椒。初夏时节，当地农民抢抓有利时机，在麦田预留的种植带里
套种辣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近年来，茌平区因地制宜推广“小麦+辣椒”套种模式，实现小麦基本不减产、亩均效益增加2倍以上，有效破解了粮经“争”
地矛盾，实现粮食和经济作物双丰收。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魏生辉

5月18日，冠县万善乡善品鲜丰农业示范园的吊蔓西瓜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些西瓜个不大、皮薄、糖度高，颇受欢
迎。

近年来，万善乡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大力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以农业产业升级
为契机，统筹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82万元，建设32座高效日光温室大棚，发展精品小西瓜种植，打造独具特色的“善品鲜丰
小呆瓜”品牌。 ■ 本报记者 赵静华 陈彩红 本报通讯员 王彦坤 韩雪

■ 本 报 记 者 潘云磊 沈欣欣
本报通讯员 林政委

5 月 19 日，清晨的露珠还未散去，位
于阳谷县博济桥街道李楼村的水蛭养殖
基地里，300余个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列，
数万尾水蛭在水中舒展着墨玉般的身
躯。养殖户王大姐戴着草帽穿梭其间，麻
利地投喂饲料，她笑着说：“这些小东西现
在可是咱们的‘黑珍珠’，去年靠着两亩水
蛭，我家盖起了新楼房。”

8年前，这片生机勃勃的基地还只是几

处长满芦苇的废弃鱼塘。2017年，李楼村
村民李祥义经过走访调查，发现水蛭作为
一种名贵中药材，市场需求量非常大，但是
在本地养殖市场仍是空白，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他租下了几亩废弃的鱼塘。

“当时乡亲们都觉得我疯了。”如今已
是李楼村金祥家庭农场负责人的李祥义
抚摸着养殖池边的防护网回忆。利用废
弃鱼塘，他搭建起 20 个养殖池，试着养起
了水蛭。通过不断摸索和学习，他如今已
成功掌握水质调控、种苗繁育等核心技
术，养殖规模突破500万尾。

随着养殖效益的提升，曾经冷清的鱼
塘边渐渐聚满了取经的乡亲。标准化养殖
模式不仅带来可观收益，更形成“造血式”
帮扶效应。该基地直接吸纳周边百余名劳
动力就业，同时为周边县市养殖户、合作户
提供从苗种供应到技术指导的全链条服
务，与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我们计划通过水蛭养殖规模的不断
扩大，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增加经济效益收
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李
祥义说。

水里生金“蛭”富有路

■ 本 报 记 者 赵琦
本报通讯员 郭明洋 穆光新

5月18日，在冠县柳林镇北街村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科技试验田里，一组组喷枪
匀速旋转着进行自动喷灌作业，为中药材
浇水，成为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

北街村300余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
种植着太子参、丹参、黄芩，均采用了地插

灌溉技术，相比传统漫灌，地插灌溉优势显
著。“通过这项技术能够节水、节肥、省工，
增加产量和收入，并且能够改善农作物品
质及生态环境。”柳林镇北街村党支部书记
穆庆松介绍。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
来，柳林镇致力于农业“绿色发展”，逐步推
广节水增产增效技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丰收”

的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再添“新动
能”。北街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服务
主体+农户”运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中药
材产业，以中药材产业开发为主线，以中药
材种植加工为突破，形成了多元化发展模
式。“我们计划增加智控系统，更好地控水
控肥，提高产品质量。我们还要进行初级
加工，使我们的产品品质更好，卖得更多。”
穆庆松表示。

苦药材带来甜日子

◀5月17日，临清市戴湾镇陈官营南村养殖场内，工人忙着给鹅苗添水加料。
这是临清市创新“党支部联建共富”模式、发展特色养殖产业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陈官营南村积极探索“网格党支

部+企业+合作社”运营模式，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发展大鹅规模化养殖。目前，该养殖基地已吸引5户村民入股发展庭院养殖，
为20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杨欣钰 孙海岩

编者按
从“靠天吃饭”

到“特色种养”，特色
农业正成为乡村振
兴的强劲引擎。近
年来，我市发挥资源
优势，积极对产业结
构进行优化升级，通
过推广棚间种植、生
态种养、林下经济等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有效拓宽了群众的
致富增收渠道，实现
了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今日，
本报推出“特色种
养 产业兴旺”专题，
带您直击这场充满
泥土芬芳的致富变
革。

■ 本报记者 刘晓伟 本报通讯员 郭晴

5月16日，走进东昌府区沙镇镇牧丰禾肉牛养殖场，标准
化牛舍内，膘肥体壮的肉牛或悠闲踱步，或低头咀嚼青贮饲
料。不同于传统养殖场的刺鼻气息，这里弥漫着发酵床垫料
的淡淡菌香。

作为东昌府区绿色养殖的标杆，牧丰禾肉牛养殖场采用
“发酵床技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循环发展之路。“发酵床技
术不仅有利于肉牛生长、增强抗病力，发酵后产生的有机肥还
能直接用于周边蔬菜大棚，是优质的无公害肥料。”养殖场负
责人蔡利介绍。目前，该养殖场“西门塔尔”肉牛存栏量1500
头，松软洁净的发酵床垫料由稻壳等农林下脚料制成，每年还
收购周边近万亩玉米秸秆，既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又带动十
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我在这儿负责打扫牛槽、清洗水槽，活儿轻松离家近，每
月能挣5000多元。”工人王广杰言语间尽是满足。

科学养殖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更显著提升了肉牛品
质。近年来，该养殖场出品的肉牛被农业农村部收录为“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东昌府肉牛”成功打造区域性品牌，养殖
场也被认定为聊城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级畜禽养
殖标准化示范场。

凭借品质优势，牧丰禾的肉牛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同
样育肥出栏，我们的肉牛售价比普通农户养殖的每斤高出1.5
到2元，产品主要销往广东、上海、浙江、海南等地。”蔡利说。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养殖场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目前，
该养殖场与山东农科院、临沂大学、聊城大学等科研院所合
作，开展鲁西黄牛保种扩繁工作。“希望通过保种扩繁，让传统
鲁西黄牛得到更好发展，也算是为社会发展尽一份力。”蔡利
表示。

从绿色养殖技术应用到循环经济模式构建，从带动村民
就业到推动地方特色品种保护，牧丰禾肉牛养殖场用实际行
动证明，科技赋能正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助力乡村振
兴跑出“加速度”。

肉牛住上“发酵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