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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热”的流行，为农村

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两
年，不管是已有的农业经营主
体，还是不少想发展集体经济
的乡村都把目光瞄向了采摘经
济。

虽然休闲农业的大军不断增
多，但在探索中，不少园主也发
现，“休闲采摘”也不是谁想做
就能做的，更不是想做就能做好
的。

“俺们种了几千亩果园，有
苹果、桃、葚子。也想着走采
摘的路子，引引人气，但就是
树上有果儿的时候热闹一阵

儿，平常人比较少。”南皮县刘
八里乡世强果业负责人殷文强
说。

殷文强的问题并不是个
例。不少经营主体都反映，由
于果蔬上市有固定时间，所以
发展采摘经济得抓好时效性。
不然，种植结构单一，过了季
节没果可采，问津的人就少
了。为此，不少果园还特意推
出春赏花的业务。但由于产品
雷同，经营模式相似，“吸粉”
能力还是欠佳。

“有时候游客来了，摘上半
个小时，就玩得差不多了，有

人问俺还有别的活动不？一听
说没有，好多人就走了，也挺
可惜的。”还有果园负责人遇到
这样的问题。确实，由于经
验、资金等问题，不少采摘园
各类资源开发不足，导致园区
活动内容过于单一，游客的需
求得不到满足，甚至会很快失
去观光的兴趣。

“一开始去了确实觉得好玩
儿，但是去多了就觉得光是采摘
也挺单调，而且种的东西都大同
小异，所以现在我都是去哪儿更
方便，东西更好吃，选一家。”陈
晓说。

长远发展 需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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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时候可以进大棚摘草

莓，四五月份桑葚就能下来了。
国庆节时，去枣园摘冬枣也不
错，现在大棚西瓜下来了，摘西
瓜正合适。”市民陈晓虽从小生
活在市区，如今却对采摘多了一
份青睐。“原来我很少出去玩，
但现在朋友都说我是一个采摘活
地图。”

谈起转变的缘由，陈晓直
言，钟情采摘，就是喜欢在自
然里放松自我。“平时工作忙
啊，满眼都是数据、报表。但
是到了采摘园就不一样了，天
是蓝的，树是绿的，果是红
的，有时候就连路边的野花都
让人高兴。”

亲近自然，已成了不少人

向采摘园迈出脚步的原因。“节
假日时，我们会带着孩子到地
里转转，一方面是让他多运动
运动；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感
受一下大自然，看看植物都是
怎么长出来的，增加一些课本
上没有的知识。”市民吴莉莉
说。

不仅如此，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食品安全。餐桌上，绿色健
康的农产品正成为新宠。在这
种情况下，以绿色、健康为

“厂牌”的采摘园自然不乏人
气。“市场里的果蔬，大多都是
长途运来的，种植环境咋样咱
都不知道，哪有自己上园子里
实地看着摘的放心？”

休闲成趣“绿色”获宠

开栏话：农村电商如何发展？中药材种植怎么“避坑”？回乡种地有啥奔头？……近几年，随着农业政策

利好不断，不少社会资本回乡，“三农”发展态势蓬勃。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收获满满，但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本报开设《农情观察室》栏目，聚焦“三农”热点问题，在探索中助力“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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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摘经济 红红火火

眼下正是设施瓜果上市的旺
季，每到周末，各县 （市、区）
周边的采摘园里游客络绎不绝。
有些是亲朋好友组团出行，有些
则是教育机构组织的采摘研学活
动。

日前，记者来到河间市景和
田园的果园一探究竟。这是一片
占地百亩的果园，种有蜜桃、库
尔勒香梨、红富士苹果等多种水
果。

来到一片尚有成熟果实挂枝
的苹果园，红色的苹果隐藏在绿
叶间，十分喜人。据采摘园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园子实行绿色管
理，产量本就有限，节假日时慕
名而来的游客、团体多了，总会
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有的游客
问得晚了，俺们就直接告诉人家
抓紧来吧。因为要保证苹果的品
质，产量就这些，来晚了，只能
等明年了。”

“俺们的樱桃还没熟时，就有
不少人在微信上问啥时候能摘。
确定开园后，不到两个星期，基
本就被摘光了。再有问的，只能
说抱歉，让人家等明年了。”市民
们采摘的热情，青县新兴镇樱桃
园的园主王长强同样深有体会。
看到采摘经济的曙光，这两年，
除了精心管理几十亩樱桃园，他
又引入了大红杏、甜油桃等多种
水果，打算在采摘经济中再多分
一杯羹。

近几年，随着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休闲观光

采摘园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每到果蔬上市旺季，

采摘园里都人头攒动。十

足的人气，让采摘经济愈

加“红火”，还引发了种

植园转型的热潮。但记者

也注意到，随着采摘园队

伍的壮大，趋同化、趣味

不足、后劲不足的问题也

显现出来——

刚进黄骅市常郭镇柳林庄村村
民王丙河家，就被烤箱里红薯的香
味勾出了馋虫。“知道你们来，特
意烤了红薯，刚出锅，尝尝。”王
丙河笑道。

还没等吃，王丙河的外孙女拿
着红薯奶声奶气地说：“我这吃的
是糖果。”糖果？正纳闷着，咬了
一口红薯，可不是甜如糖果吗？虽
然甜，却不腻，有一股自然的红薯
香味。

52岁的王丙河聊起红薯滔滔不
绝。“俺村这块儿是沙土地，打老
辈儿起种出来的红薯就好吃。不过
光有土地不行，俺的窍门是用生物
菌肥代替普通的化肥，最大程度降
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除草剂都
不打，都用人工。品种是‘烟薯25
’，先小面积试验的，再大面积推
广。”

老爸是个“红薯迷”，王丙河
的女儿就是最好的见证者。

“我爸红薯种了 20来年，因为
好吃，我在朋友圈上帮他卖，基本
不用怎么发，就都抢没了。”做女
儿的满脸自豪，可话锋一转，又心
疼起来：“他也一大把年纪了，我
们做儿女的过得挺好，不愿意他每
天那么辛苦。况且他种红薯不像别
人，他每年都寻思着哪个品种口感
好、营养高，年年做实验。种的时
候用生物菌肥，不用化肥。品质是
好了，产量也低了，效益和没折腾
前也差不了多少，关键是太累心。”

听完女儿这番话，王丙河有些

不好意思，但神情依旧认真。“七
八年前吧，有一回去人家的红薯储
藏室参观，那红薯，是真漂亮，一
点土都没有。但是我是种红薯的，
懂行啊，我一算，这得用多少杀菌
剂啊。打那会儿起，我就想着种点
健康的红薯。”他说道。

想法虽好，实现起来却并不理
想。一方面生物菌肥的使用让投入
增加，另一方面，不打除草剂用人
工又增加了一部分投入。

第一年，红薯产量锐减，价
格又高于市场价，一时间，无处
销的红薯让王丙河犯了愁，最后
只得按市场价销了出去。第二
年，王丙河发现红薯在朋友圈里
卖得挺好，并通过经销商打开了
天津某社区商超的销路。阵痛期
过去了，“王大爷”的红薯不再
过“苦日子”。这时，通过潜心
钻研，他把红薯的产量也提了上
去。

这几年，王丙河成立了众健农
场，每年坚持给红薯做农残检测、
富硒检测，并成立了品牌“薯
爱”。同时，王丙河还利用快手记
录红薯生长，积累了大批粉丝。去
年，在全市农产品推介会上，他的
红薯大受欢迎，两天就卖了3000多
公斤。

“每公斤价格比商场上同类的
普遍高 1 到 2 元，但和销量一综
合，效益也差不了多少。虽然这红
薯现在不愁卖，但要是想大规模
种，还是得在推广上多下点儿功
夫。”王丙河虽然有苦恼，但是一
想到生态红薯甜如蜜，也不气馁。

“下一步打算打造自己的品牌，多
走电商，有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来
咨询合作。”

本报讯（记者宁美红 通
讯员张书林）记者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在日前召开的第二
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上，沧州盐业集团银山食盐
有限公司参展的“沧盐”牌
海晶盐（未加碘）斩获金奖。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是
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的“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产业
的展示和贸易洽谈盛会，由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
国绿色食品协会共同主办。

据悉，沧盐集团先后有 8
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其中海晶盐、精晶海盐获中
国第十八届绿色食品博览会
金奖，腌制盐在中国第十九
届绿色食品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此次博览会上，沧州盐

业集团展出了 10余款食盐及
日用盐产品，并举办了绿色
产品专场推介会，向与会客
商详细介绍了沧州盐业集团
的绿色食盐系列产品、日用
盐系列产品和热敷盐包，受
到广大采购商的青睐。

近年来，我市把推进绿
色农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印发了 《关于加
快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的
通知》，并将绿色食品工作纳
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范围，
精准施策、集中发力，认证
绿色食品数量大幅增加。目
前，全市共 6家企业的 8个产
品 10次获全国“绿博会”金
奖，今年全市新认证绿色食
品将超过30个。

砍菜、剥菜、装菜……采访河
间市西九吉乡后刘守村村民丁卜通
时，他在白菜地里忙得正欢。一棵
棵碧绿的白菜水灵灵的，不一会儿
就装了半车。

“等一会儿车满了，俺就拉到市
里去，好几家店都等着用菜呢。”他
言语中满是喜悦。

也难怪丁卜通高兴，一天能销
1000余公斤白菜，每公斤还能比卖
到批发市场多赚两毛钱，要是放到
几天前，他可想不到。“多亏了咱河
间农业的微信群，帮俺们找到好销
路。”

丁卜通口中的微信群，是他新
近加入的农产品信息发布群。正是
将自家的产品发到了群里，他与河
间市区的几家菜店建起直供关系，
实现了白菜从地头到商店的直销。

“农产品亟待销售但农户消息闭
塞，商店、企业有采购需求却不知
道上哪儿能买到好东西，这样的问

题不少。”群主钱伟在河间市农业农
村局工作，她说，创建农产品信息
发布微信群，正是想为农户和商
店、企业搭建产销桥梁，促进农产
品销得快、卖得好。

“现在人人都会玩手机，微信群
就像个大集，谁家有啥好产品，有
多少，想卖啥价格，图片、视频一
发，群里的人就一目了然。有购买
需求的，自己对接就行了。合作得
好了，双方还能建立固定供应关
系，稳定农业收益。”目前，群里成
员涵盖各乡镇农户、企业及商超负
责人。

“你们谁要‘鬼子姜’，河间的
都给送货到门。”“多少钱一斤？多
少斤起送？发个手机号我给你打电
话。”“批发毛葱，还有10亩，1.6元
一公斤，有要的预订。”……这不，
每天群里都十分热闹。卖小米的、
卖苹果的、卖柴鸡蛋的，农产品信
息发布群俨然成了网上大集。

“直接对接，省去中间环节，俺
们卖的价好了，客户花的钱少了，
你说大家能不积极嘛。”丁卜通最有
发言权。

不仅如此，为了让更多人看到
农户们的好产品，与农户对接沟通
后，河间市农业农村局的微信公众
平台上也会同步发布相关农产品信
息，借助平台影响力为农户拓展销
售渠道。

近几年，先进设施与新品种、
新技术的出现，为发展休闲观光采
摘农业提供了机会。不少种植园或
依托原有产业基础，或借助“外
援”新品种，驶向休闲观光农业的
快车道，向市民推出果蔬采摘的新
服务。眼下，采摘园已成了市民节
假日休闲的新去处。

采摘经济的火热，除了满足市
民愈发强烈的休闲需求，更反向鼓
起了经营者的腰包。在走访中，记
者了解到，与市面上销售的普通果
蔬相比，采摘园里的果蔬售价普遍
偏高。以记者走访的采摘园为例，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苹果价格约为每
公斤4元至10元不等，采摘的则能
达到每公斤 18 元。冬季草莓采摘
也是如此，当市面上草莓价格在五
六十元一公斤时，采摘园里可卖到
100元一公斤。

采摘经济效益高，但如何吸
粉，不少采摘园还没有认真考虑
过。甚至有人觉得，只要我把产品
做好了，人气自然就有了。其实不
然，如果想长远发展，还是需要根
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打造。为
此，不少采摘园也开动脑筋，打出
增加游乐园、动物园，推出原汁原
味农家饭等“组合拳”，打造出复
合休闲的新模式，引得游客去了一
回还想再去。所以，不管是种植，
还是休闲服务，如果能做到有特
色、更贴心、独一份，人气自然就
来了。人气有了，还愁没效益吗？

记者观察

微信微信群里赶大集群里赶大集 农货上网销路广农货上网销路广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我市一农产品我市一农产品
绿博会上获金奖绿博会上获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