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在药材价格不断走高
的影响下，中草药种植空前发展。
我市不少地区都新增了中草药种植
合作社，从来没种过的地方也遍地
撒种，少则几十亩，多则上千亩。

在有些地区，中草药真正带来
了高效益。如沧县康博农业专业合
作社，种了340余亩地金银花，一
年就挣了280余万元；盐山惠泽合
作社，在盐碱地上种起杭白菊，每
亩地毛收入能达到三四千元；东光
一合作社，在林下种植板蓝根，不
光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每亩地还增
加了1500元余收益。

但是，也有不少人跟风种植，
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草药市
场受自然条件、病情发生情况、人
为炒作等多重因素影响。有些品种
的价格短时间就可暴涨，种苗价格
也水涨船高。这时候跟风种植，种
苗投资成本增加了，再等到收成
时，价格回落，就容易出现亏损。
所以，选择品种，不妨走稳些，多
看看近些年的价格走向，看看哪些
品种的市场表现更加稳定。

还有不少人，眼里只有效益，
不重视管理和技术。殊不知，管理
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中草药质
量和市场效益。如果以前没有种植
药材的经验，周边又没有人可指
导，最好选择好种、易管、加工简
便的品种。种植前，可将品种的生
长特性与自身田地的实际情况一一
对应，制定相应管理措施，确保管
理过关。

总之，给大家提个醒，中草药
种植既不能盲目跟风，又不能偏听
偏信。多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对

“症”下药，才能不枉费一季的投
入。

记者观察

近几年，随着医疗观念的转变和市场需

求的增长，中草药市场愈加火热。看到中草

药市场利润空间高涨，我市不少农户开始调

整种植结构，转向中草药种植。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转型中，盲目跟风、偏听偏信的

问题相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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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黄骅市旧城镇金马闸口村村
民王霞家，还未坐定，她就开口问
道：“来的时候道儿好走吗？”

一句话，把记者问愣了，她马上
补充道：“路上颠簸吗？”当听说很平
稳时，王霞笑了，“前些年村上的路可
不像现在这样，走，我当一回导游，
带你们去村里转转。”

马路平坦开阔，两辆车并行也没
问题。路两边，房屋整齐有序，看着
心情就舒畅。

王霞边走边说：“现在多好，走在
路上，就俩字，踏实。以前这路上，
走几步就一个坑，别说老人小孩走起
来费劲，就连大人走路也不能大意。
就因为这坑坑洼洼的路，俺村还留下
一个‘传统’。那就是，谁家娶媳妇，
谁家提前把坑给垫上。当然，自从路
修好了，这项‘传统’也消失了。”

说着、笑着，她又向记者讲起一
件关于马路的趣事：“以前啊，这里有
个大坑，那会儿俺家正好有土，家里
那口子就用土把坑填上了。路平了，
村里老少都夸，说‘这活干得好’。没
成想，转天就下了大雨，谁走到那儿
都沾一脚泥，好事变成坏事了。”

现在，路不仅变平了，也变宽
了。王霞比画着：“以前这道儿也就
有现在半个宽，那时人们没有违建的
意识，觉得自己占上地，就算自己
的。”她说，那时，路边光违建就 20
多处。

“为了村里建设，俺们书记可操了
不少心，挨家挨户上门，一遍一遍
劝，前后俩月才把违建都拆了。”

走着走着，来到了坑塘边。阳光
洒在水面上，寒风吹起一道道波光，
霎时觉得冬季也变得温柔起来。

“你们看，这水多清亮。”王霞忍
不住说道，“现在坑边上都铺了砖石，
人们也不往这倒垃圾了，又干净又整
洁。俺们家就在坑边，以前没少受
罪。”

想起以前和坑塘“做邻居”的糟
心事，王霞不免开启吐槽模式：“冬天
也就是看起来脏一点，夏天可真要命
了，蚊子、苍蝇都来了，因为垃圾堆
散出的臭味，俺们夏天都不愿意出
门。”

坑塘改造后，成了另一番景象。
“只要天一暖和，人们都爱出来溜达。
这两年，人们一边在坑边溜达一边拍
快手，还有不少网友评论‘这是哪
啊，这么美’。”说着，她脸上笑开了
花。

一圈走下来，王霞感叹不少：“要
说路啊、坑塘啊，倒不算大事。可就
是这一件件小事，办好了，就特别
暖心。现在和外人说起俺们村，别提
多有面儿了！”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席国成 张
立树）日前，南皮及泊头等地的果园里十分
热闹，河北省水果创新团队专家来到地头培
训果树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据悉，此次培训会由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与泊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来自泊头、
孟村、南皮、献县等地的技术人员和果农
100余人参加培训。

“果树管理是个良心活、细心活”，在南
皮县十二里口村的苹果密植园，苹果岗位专
家就“密植苹果高效栽培关键技术”进行现
场培训，重点讲解了密植苹果整形修剪、肥
水管理、枝干轮纹病防治、树体防寒越冬等
关键技术，并现场示范修剪。同时，提出苹
果幼树冬季宜晚剪，到明年 2 月份修剪为
好，减少因伤口过多造成树体抽条。

来到泊头小闫坞密植梨园种植基地，梨
岗位专家重点培训了“密植梨园高效简化栽
培关键技术”，讲解示范密植黄冠梨、秋月
梨的整形修剪技术，强调果树管理尤其要注
重土肥水管控。

培训现场，专家还与农户们就果树管理
问题进行互动，解决了不少生产中的疑问。
此次培训，为我市水果产业提质增效、果农
稳产增收起到促进作用，也将助力当地水果
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科技培训到地头科技培训到地头

果品提质靠技术果品提质靠技术

“行，铁良，政策俺都清楚
了。啥时候上家来，俺给你包饺
子吃。”说了半个小时，听到对
方终于明白了，王铁良松了口
气。面对客气的邀请，他连连拒
绝，“都是小事，有问题再联
系。”

撂下电话，家人嗔怪着：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既然找咱来了，不得给说
明白了嘛。”王铁良已习以为常。

王铁良在任丘市麻家坞镇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给他打电
话的，是麻家坞镇郭庄村民。除
了负责镇里的工作，他还是郭庄
包村第一书记。1996年，他被分
派包联郭庄，没想到这缘一结，
就是20多年。

这些年，郭庄的事儿，王铁
良一直放在心头。知道他敢干
事、能干事，遇到啥问题，村民
们都愿意找他。

“为了俺郭庄，铁良哥没少
费心。换届后，俺们新班子没经
验。要不是他做后盾，真不知道

工作从哪儿开展。”说这话的，
是郭庄村委会主任张建社。他和
王铁良深交，是在2018年后。那
时的郭庄是多年的“破乱村”，
不仅村容村貌不行，村里的问题
更不少。

“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避事
平生耻。我跟他们说，‘两委’成
员必须要有决心，把问题解决到
底。”面对乱麻一样的村情，王铁
良和村“两委”成员一一分析症
结，寻找对策。

“先解决遗留问题。”收回
多处村集体资产、解决水费问
题、申请村临时教学点……一
桩桩、一件件，他们把工作做
到了村民的心坎上。不到半
年，就为村“两委”赢得稳定
的干事环境。

“百姓事没有小事，解决问
题才是唯一出路。”这句话，王
铁良也经常挂在嘴边。村临时教
学点购置空调电脑等办公设备、
更换变压器、购买灯杆等，需要
五六万元。没钱怎么办？王铁良

自己垫付了5000多元。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乡

村建设，对郭庄来说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村里基础太差了，怎么
办？

“除了迎难而上，没有别的
办法。”那段时间，王铁良真是
拼了。他和郭庄村“两委”没日
没夜地摸爬滚打在一起。单是整
治人居环境，就清理了万块以上
的砖堆13处。

“环境的改变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改变村民落后的意
识和习惯。”为此，郭庄还按要
求落实镇村干部包片、街巷长
制和户门前三包制度，建起环
境卫生长效机制。每周巡视，
发现问题及时提醒，限期清
理，并制作成“便民通讯录”
发放到户。

郭庄变了，彻底变了。不光
村里看不到垃圾杂物了，坑塘里
还种上了荷。不少早些年来过的
人再次到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

变了的不只是村庄，还有人
心。郭庄改头换面，离不开村民
们的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中，村
里要修路，短短几天时间，村民
们就捐了 295份款项，达 46万多
元。其中，还不乏出嫁多年的郭
庄闺女及长期在外的定居人员。
今年，郭庄推动改厕，村“两
委”在大喇叭里一广播，村民们
都踊跃报名。最后，改厕 335
座，完成率达到100%。

“铁良，你看咱郭庄现在多
‘欢’了。”村委会委员白文秀兴
奋道。瞧，广场上装了大屏幕，
村民们自发买了大鼓、铜锣、音
响，夜幕降临，跳舞的、扭秧歌
的、敲大鼓的，到处都洋溢着欢
乐、兴奋和憧憬。

“铁良，没想到咱郭庄会变
成这样！”“铁良，来家里坐会
吧！”……一声声铁良，喊得那
么亲切。看到那一张张面庞上的
幸福笑容，王铁良内心无比充
盈。20多年走来，他知道，自己
已成了郭庄的一分子。

冬季，万物凋零，却是苗木定植的
好时节。这时，不少农户开始考虑以后
的种植方向。这两年中草药种苗市场变
得火热起来。

在沧县康博农业专业合作社，地头
上格外热闹。这是一个专注金银花种植
的合作社，从 2015年就扎根在了沧县
高川乡王码头村。这几年，合作社共流
转了 5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是
金银花种植基地，还有200余亩用来培
育金银花种苗。

眼下，虽已过了金银花的采收期，
但因是栽苗的好时候，工人们依然忙
碌。

“这几年金银花市场火热，行情也
一直不错，每年不到栽苗时，订苗的单
子就来了。”合作社负责人王兵介绍道。

他说，由于可以提供种苗和技术服
务，这两年，合作社不仅将金银花种植
辐射到了南皮、献县等周边县市，还与
南方一些乡镇合作，在江苏、安徽等地
发展了几千亩金银花种植基地。

不同于康博农业专业合作社，任丘
京南梦有限公司是中草药种植路上的

“新兵”。今年，公司在基地拿出500亩
林下空间，种上了艾草，并注册了“任
丘仙艾”国家地理标志。

防风、板蓝根、杭白菊、灵芝、
蒲 公 英 …… 据 市 统 计 局 提 供 的 数
字，2016 年至 2019 年，全市中草药
播种面积增长了 6.3 倍，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也由 2016年的 0.02%增
长至 0.45%。去年，全市中草药播种
面 积 达 1.46 万 亩 ， 较 上 年 增 长
111.7%；产量 1.11万吨，较上年增长
380.31%。

统计数字还显示，近几年，我市中
草药种植涉及 20个品种，主要分布在
黄骅、任丘、吴桥、献县、肃宁、盐
山、沧县、河间。其中 2019年有产量
的村有 65个，种植规模在百亩以上的
有 38个村，10亩以内小规模试种的村
有10个。

2 经济效益、用工需求拉动种植转型

“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
高。一家两口人，管上三四亩
地，一年闹个两三万块钱没问
题。种别的能有这效益？”聊
起如何加入中草药种植队伍，
王兵的回答直截了当。

在采访中，问起种植转型
的原因，被提及最多的，就是
经济效益。

“金银花用途广，除了做
咱人吃的药，养殖用的也不
少 。 需 求 量 大 ， 价 格 就 走
俏。一般行情时，一公斤干
花就卖 160多块钱，今年市场
好，一公斤能卖到 200 来块
钱。”王兵说，今年合作社种
了 340多亩地，收益达 280多
万元。

京南梦有限公司在林下试

种艾草，也是想再提升一下土
地收益。2016年，公司在任丘
市于村乡打造了 2万亩林地，
并采取林下间作模式。

“开始树小，林下还能种
豆子、小麦，不过一亩地也
就收个几百块钱。而艾草一
年可收割多茬，亩产年收益
能达到 1500 元。依托任丘市
中草药种植协会，我们还会
深加工艾棒，到时候经济效
益更高。”公司负责人赵清涛
说。

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
业，也是不少地区发展中草药
种植的目的。

“为了保证药性，像除草
一类的活，就不能打除草剂，
只能人工除草。赶上收获期摘

花 ， 一 天 能 用 上 百 十 来 口
人。”王兵说，由于来合作社
打工的都是在村中留守的老
人，所以大家都戏称合作社为

“王码头村的养老院”。他粗略
一算，这几年在合作社打工的
老人最年轻的也五六十岁，年
长者甚至80多岁。

今年春季，海兴县扶贫办
及高湾镇也引入金银花种植项
目，意在辐射带动更多贫困户
通过种植产业脱贫致富。

“岁数大了，俺出去打工
人家也不收了。正好金银花管
理要用人，俺们就报名了。听
说苗子种一次就一直长，对于
俺们这六七十岁的人来说，比
种玉米小麦省工省力。”高湾
镇刘巡庄村的种植户说。

3 机遇风险并存，入队还需谨慎

当前，不少人都认识到，
中草药种植是提升农业经济效
益的有效途径。今年，疫情的
发生更进一步刺激了中草药市
场。不少人认为，具有保健、
杀菌功能的中草药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农户们不断加入中草药种
植队伍，但是入了场，却发
现，中草药种植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简单。

“哎呦，去药材市场还有
种植基地一看，品种各式各
样 ， 一 问 ， 种 哪 个 都 能 赚
钱。可实际是那么回事吗？
大多数人都不懂行，听人说

得天花乱坠，脑袋一热，就
种上了。有的还得两三年后
才 有 效 益 ， 前 期 就 干 投 钱
吧。”王兵说。

王兵所言不虚，受生长周
期的限制，有些中草药头年定
植，第二年就可收获。但有些
从定植到采收则需要两三年时
间。这就直接导致投资周期
长，资金回流慢，无形中增加
了种植压力。

“搭钱是一回事，时间成
本也不小。由于以前没接触过
中草药种植，缺乏经验，技术
难题不少，管理不到位，就有
死苗的情况。而且农业跟工业

生产不一样，错过了农时，只
能第二年再试。”还有不少种
植户这样反映。

确实，农业受天时影响
大 ， 种 植 风 险 不 小 。 前 两
年，我市有不少农户都试种
油用牡丹。有个合作社种了 3
年，眼看就要结籽了，但由
于种在了洼地，一场大雨后
全都涝死了，几年的辛苦都
付诸东流。

“所以现在有农户给我打
电话说要发展金银花，我都把
地形、土质还有人工各方面问
好了，考察得合适了，再让人
家发展种植。”王兵说。

王铁良和他的郭庄村王铁良和他的郭庄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崔晓萌

王铁良研究村情王铁良研究村情

路宽了路宽了，，村净了村净了

包装金花葵包装金花葵采收杭白菊采收杭白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