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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采桑林间，

悠悠古镇情。

又是一年采桑

时，泊头市营子镇

苟鲁道村外的古桑

椹园里，迎来最繁

忙的时节。绿树相

连，遮天蔽日，一

簇簇桑果缀满枝

头，红的、黑的、

绿的，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赶趟儿

似的。

穿梭林间，采

摘踏青，且做一日

农家翁；席地而

坐，喝酒泼茶，唇

齿之间，桑果留

香；小径深处，孩

童嬉闹，抓一把桑

椹填满口，果汁染

黑了小嘴，脸也成

了花猫……

如今，这一棵

棵桑树成了乡亲们

的“摇钱树”。营

子镇依托当地悠久

的桑椹种植历史和

深厚的桑椹资源，

围绕着小小桑椹谋

布局，不断延长产

业链条，大步向深

加工迈进，研发出

桑椹干、桑椹粉等

特色产品，让桑果

身价成倍提升。同

时，还瞄准日益火

热的农业休闲游市

场，建设一批设施

完备、功能多样的

休闲观光园区、乡

村民宿、森林人家

和康养基地，实现

文化、农业与旅游

业的融合发展。

“绿色+科技”让桑椹身价倍增

清洗车间、消毒、铺设
纱网、调试机器……随着桑
椹日渐成熟，泊头市园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桑椹加
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

一颗小桑果，在这里，
实现了黄金变身。

“桑椹走鲜货时，要是
不及时找客户，就得烂在
地里。现在烘干加工，不
仅保鲜不发愁，市场也拓
展了，现在都是客商来找
俺们，不愁卖。”合作社负
责人胡兵说。

话 虽 如 此 ， 可 桑 椹 成
干 ， 却 并 不 是 万 无 一 失
的。6 月是华北地区雨季伊
始，每到这时，加工户们
都悬着一颗心。烘干后桑
椹要晾晒回凉，赶上连续
雨天，不能完全成干，损
失会很大。

如何解决农户们的心头

之患？合作社找到答案——
阳光房。在加工车间，记
者看到，一块空旷的场地
上由钢架、玻璃搭建起阳
光房，四周还安装了排风
扇。晾晒后，还有一套微
波 杀 菌 生 产 线 和 检 测 设
备，确保桑椹干干净卫生。

“阳光房可有效挡雨、
挡风、挡尘，提高桑椹干
的品质。”胡兵说。

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桑
椹品质；打造高标准加工
龙头企业，建立产业园区
……近几年，营子镇桑椹产
业迈开了步伐，以桑椹产
业化种植、加工增值、品
牌营销和技术创新为发展
内涵，构建健康生态富民
产业新格局。

去年，营子镇的桑椹产
业迎来了三大喜事：“泊头
桑椹”喜获国家农业农村部

授予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证书；还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予的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证明证书；河北省中药材产
业技术研究院泊头市桑椹产
业化研究所在这里揭牌。在
品牌和科技的强力支撑下，

“ 泊 头 桑 椹 ” 的 市 场 知 名
度、竞争力和附加值都得到
新的提升。

河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
研究院泊头市桑椹产业化
研究所成立后，将桑树产
品的综合利用价值进行提
升，除桑椹深加工外，还
进行桑黄的培养，以及桑
椹、桑叶、桑根等药物价
值的开发。

科技、品牌催生大健康
产业。目前，营子镇桑树
种植以苟鲁道村为核心已
辐射至 55 个村，种植面积
和产量逐年攀升。

营子镇与河北省农科院
合作，制定了 《泊头市营
子镇桑椹现代农业园区规
划》，并在 2019 年 6 月邀请
国家、省、市专家对园区
规划进行了评审。中国农
大、河北农大、河北农科
院、河北省桑蚕所的专家
到营子镇指导技术，助力
当地桑椹产业发展。园区
已被省农科院列为科技示
范基地，桑树种植标准制
定工作启动。省科协批准
营子镇成立院士专家服务
中心，园农合作社成立专
家工作站。桑椹产业的蓬
勃发展，大大提高了营子
镇桑椹现代农业园区的知
名度和在全国桑椹业的综
合竞争力，推动营子镇桑
椹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做 大 做
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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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激发爱国情怀

“大家看，这里是军屯惨
案纪念碑，是日军侵华罪行
的铁证……”日前，泊头市
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党员干部
20 余人赴军屯惨案纪念馆参
观，开展专题党史学习和革
命传统教育。

苍松翠柏间，一座厚重
的军屯惨案纪念碑静静竖
立，记录着一段不能忘却的
历史。

以桑椹产业为依托，多
元化发展让游客在采摘、游
玩之余感受红色文化，营子
镇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让红色文化与绿色
产业交相辉映、文化与生态
同频共振。

“红色资源焕发了生机，
抗战精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
情，更激励人们发奋图强干
事业。”营子镇党委书记冯文
涛说。

在纪念碑的西南侧，当
地村民还自发建起一座军
屯惨案纪念馆，以实物等
形式还原当时境况，祭奠
逝 者 ， 教 育 后 人 不 忘 国
耻。这些年来，不少爱心
人 士 为 纪 念 馆 捐 赠 物 品 ，

村民们也在四处搜集日军
罪证实物。

纪念馆内，锋利的军刀
已锈迹斑斑，一张清晰印
着“松井七藏”名字的日
军手碟，记录的是一名侵
华 日 本 士 兵 的 生 平 履 历 ；
橱窗里陈列的军屯惨案的
书籍资料，诉说着当时日
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如
今 ， 纪 念 馆 陈 列 军 屯 惨
案纪实绘画 28 幅，日军侵
华罪证实物 60 余种、100 余
件。

为了更好地传承爱国主

义精神，军屯惨案纪念碑
被命名为沧州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纪念碑自建
成以来，一直免费向社会
开 放 ， 并 成 立 管 理 委 员
会，有专门讲解员进行解
说。

“每逢重要节假日，都有
群众及各级单位、社会团体
组织人员来此祭扫追思，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园区工作
人员说，一次次祭扫活动的
影像记录及参观人员的留
言，昭示着爱国主义精神在
不断传承。

农业休闲游助推乡村振兴

品农家美食，赏田园风
光，住特色民宿，享受乡村

“慢生活”……伴随着休闲旅游
消费需求的释放升级，营子镇
成为乡村游的网红“打卡”地。

午后，漫步在古桑文化
景区，树影婆娑，草木清
新，别有一番韵味。自泊头
桑椹崛起之时，苟鲁道这片
老树区亦声名鹊起。每到桑
椹采摘季节，观光的游客络
绎不绝。营子镇桑椹现代农
业园也顺势建起桑文化展示
区、古树观赏区、休闲采摘
区、新品培育区等多个功能
区，意在打造集桑园休闲观
光、桑文化展示、餐饮休息
于一体的特色文化旅游景
区。

除 了 发 展 桑 椹 产 业 之
外，园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耘瑞种植专业合作社等还建
起蔬菜大棚，一年四季可采

摘观光，满足广大游客个性
化、多样化的休闲体验。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福
星园弘德文化园打造了绿色
康养基地。

“我经常过来感受田园风
光。”72岁的张士芬，家住在
泊头市运东小区，在钢筋水
泥的城市里住久了，一有时
间就到农村转转，吃吃农家
饭。几天前，她听说北医三
院康复科专家周末来营子镇
弘德文化园坐诊，一早，就
带着孙子过来瞧瞧。老人腿
有旧疾，做完推拿后，在一
旁休息。 17 岁的孙子闲不
住，跑到卡丁车场开了两圈
卡丁车，在 5000 平方米的车
场里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园区正在打造一
系列休闲度假好去处，垂
钓、游船、观光、餐饮……
任你来选。

不少种植户也尝试着发
展休闲农业，如今也人气

“爆棚”。李彩霞是泊头市三
厂种植基地负责人，近几
年，每到桑椹成熟期，接待
前来采摘的游客成了她的新
工作。一些已经熟识的游
客，一到5月初便会向她打电
话询问开园时间。正式开园
时，基地每天都会游人如织。

不仅如此，为了让游客
们玩得尽兴，基地还特意请
大厨以桑椹产品为原料研制
出桑椹宴。

漂着油花的汤水里，紫
色、绿色的面条交织，这是
用桑椹挂面、桑叶挂面制作
而成的“鱼香双丝”“麻辣双
鲜”，还有桑叶馒头、桑椹馒
头……一道道让人垂涎的桑
椹食品，成了基地的“网
红”。为了让游客们畅享自然
原味，他们还将餐厅搭建在

了树林间。绿意纱网间，品
尝着特色桑椹宴，成了让游
客们难以忘怀的一大美事。

现在，营子镇打造农业
观光采摘游、研发桑椹系列
深加工产品、深入融合种
植、加工、康养等项目，带
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大大提
高营子镇桑椹现代农业园区
的知名度和在全国桑椹产业
的综合竞争力，推动营子镇
桑椹现代农业园区做大做强。

乡村振兴正当时，美丽
乡村入画来。为拉长休闲农
业乡村游的产业链条，满足
游客多层次、多元化和高品
位的需求，营子镇以农业为
基础，融合资源生态、人文
历史、产业特色和旅游市场
资源，打造各具特色、内容
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品牌，实现文化、农业等与
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桑椹采摘乐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