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酸枣药用 小众多金

来到献县韩村镇，沧州元早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晨西正趁着天
晴剥枣。他身旁，一片正享受“日光
浴”的枣核引人注目，不同于常见的尖
核，这些枣核只有黄豆大小，很是圆润。

“人家种枣都要肉，咋你这儿要留核
呢？”

“这是酸枣核，核里有仁，酸枣仁在
中医治疗中应用广泛。咱光要核，枣烂
成什么样都没事，正好能解决收获期连
阴雨天气的问题。”他打开了话匣子。

初期接触酸枣，王晨西只当它是嫁
接枣苗可用的砧木，买一公斤就要花200
多元。

一次，去酸枣核加工厂，闲聊里他
好奇：“一棵豆大的小枣核，怎么身价这
么高？”这一问才知道，别看酸枣核小，
却蕴含着大商机。

工厂的人告诉他，酸枣多在山区野
生，靠天生、靠天长，由于每年产量都
有限，所以身价一直居高不下——每公
斤枣核能卖到200多元，去掉核皮，每公
斤枣仁高达四五百元钱。

“客商收酸枣，一公斤价格能给到20
块钱。如果一棵树产 15公斤枣，一个园
里种上百十棵树，这园子一年差不多能
落下万余元。”自小在枣园里摸爬滚打，
王晨西对枣的价值十分敏感。

不仅如此，他还了解到，由于山区
野生酸枣大多无主，在市场需求的催生
下，甚至有人为了抢先占枣，截了整枝
搬回家。“掠夺采摘，山上的酸枣越来
越少。如果能发展规模种植，产量稳
定，就是最大的竞争优势。”一直寻求
产业发展新机的他，决定抓住这个商
机。

虽然酸枣种植是小众行业，他却满
怀热情地忙了起来。在枣园里开辟试验
地，各地考察引来多个品种，原本在山
区成长的酸枣，就这样在平原扎下了根。

挖掘酸枣的药用价值，酸枣仁的
药性是决定因素。可诸多品种，怎么
知道谁是佼佼者？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专家带来了科技力量，他们一项项检
验，一种种筛选，用数据说话。出仁
率，也是提高产业效益的关键。同等
产量下，双仁的品种出仁率更高……
春去秋来，品种筛选实验，一做就是 3
个年头。

“现在我们已确定了成熟的酸枣品
种，目前正申请品种认定，以后除了公
司规模种植，还要进行市场推广。”掘金

小酸枣，王晨西已走在种植队伍的前列。

枣树盆栽 悦目赏心

枣核旁边，一盆盆枣树小苗也让人
心生好奇。

别人育苗，树都长在地里，咋他这
儿的枣树待遇这么高，还有自己的

“家”?
“这是枣树盆栽，别看现在还只是

苗，等到明年秋天，就有红果挂在枝头
了，特别好看。”说着，王晨西打开手机
相册。

照片里，长在盆里的枣树只有四五
十厘米高，但枝繁叶茂，翠绿间坠满点
点红枣，看起来十分喜庆。

王晨西说，这是南方客户从他这里
购了树苗，制作的枣树盆栽。“这一盆是
胎里红枣。这个品种从开花到结果都有
看头。它开紫花，结的也是紫色果实，
等到枣子慢慢长大，颜色渐渐蜕变成红
色，最后变成艳红。”

原 来 ， 由 于 枣 树 在 南 方 种 植 甚
少，并不常见，近年来，不少人特意
买来当作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枣树盆
栽还受到了不少白领的喜爱。在办公
桌摆上一盆，难得的田园风光让人赏
心悦目。

除了胎里红，因外形形似蟠桃而得
名的蟠枣树、树枝如龙身般蜿蜒曲折的
盘龙枣树，还有鲜食甘甜的金丝新四，
都可以做成枣树盆栽。

“不同于其他果树还要进行矮化处
理，枣树做成盆栽十分简单。只需留一
棵主枝，然后让小枝条成长，当年栽
树，不用开甲就能结果，便于推广。”平

日里，王晨西还时常与客户沟通，提供
栽培、整形修剪、病虫草害防治、土肥
水管理等技术指导。

这两年，找王晨西定苗培育枣树
盆栽的客户越来越多。他愈发感受到
了枣树盆景的市场空间和价值。“一
棵二三十元的枣苗，做成盆景后身价
能涨上两三倍。”思路拓展，他有了
新方向。“与其给别人供苗，不如自
己也尝试培育盆景，深挖枣树的观赏
价值。”

做这个决定，王晨西并不是一时头
脑发热。早在多年前，元早公司就已开
辟景观枣树的市场。他们培育的盘龙枣
树，十几年树龄的，用于公园、景观园
林绿化，一棵能卖到两三万元。

“大型景观树，不光培育周期长，
而且市场有局限性。小型盆栽正好相
反，育好苗就能走货，而且是面向千
家万户，更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由
于栽培技术已熟稔于心，目前王晨西
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进行推广，打开市
场。

基地示范 发展多元

种酸枣、做盆景，王晨西忙得不
亦乐乎。虽然产业发展有了不少新方
向，但他没忘记枣品示范推广的老本
行。

走进元早公司的品种示范园，虽然
收获季节已过，偶然发现的零星小枣，
依旧带来了不少惊喜。四五厘米长，顶
小底大，这是葫芦枣；外形略扁，椭圆
似蟠桃的是蟠枣；还有盘龙枣、胎里
红、各种酸枣……50亩地枣园，竟有 40
多个独具特色的品种。

“从俺爸那时就开始做枣品示范推广
了，到现在得有20多年了。”彼时，沧州
枣业正红火，王晨西的父亲也是诸多枣
农中的一员。老人技术了得，被北京客
户聘去做枣园管理时，接触到诸多新品
种，不仅开始了引种示范之路，还培育
出金丝无核等优秀品种。

耳濡目染，王晨西 10多岁时就会嫁
接枣枝了。近几年，看着父亲年岁愈
大，他主动接过了枣品示范推广的接力
棒，让这片枣园焕发新生机。

设施枣品在六七月份上市，而露地冬
枣、红枣，成熟时则到了10月。每年的8
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鲜食小枣的市场空
白期。为此，他引进的鲜食品种枣，有
80%都能在中秋节前成熟。这样一来，不
仅满足了顾客们的节日消费需求，还能解
决传统红枣收获期阴雨连绵的难题。

玩转网络销售，借助微信朋友圈、
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宣传自家的
枣品、苗木，将元早枣苗的知名度推广
到全国各地。培育种苗、嫁接管理、丰
收采摘……枣园就是他的拍摄素材，这
些视频让顾客对他们有了更真实、深入
的了解，枣苗也因此走向了全国各地。
每年春季，他们就能确定全年嫁接订
单，销售额达几十万元。

看到日益红火的乡村休闲游需求，
近两年，王晨西还把品种示范园打造成
了采摘基地，像葫芦枣这样的特色品
种，一公斤能卖到60元。

“今年我们又专门打造了一片采摘示
范园，采用矮化密植栽培模式，小朋友
来了都能采摘。到时候，欢迎感兴趣的
枣友们来参观、交流。”王晨西的想法还
有很多，他努力实践着，要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红枣富民路。

深 挖 小 枣 的 药 用 价
值、观赏价值及休闲潜
力，为枣业发展找到新方
向，王晨西让人眼前一
亮。但让笔者印象更为深
刻的，却是他心底那份扎
根乡土的坚定。

“越干越有意思，越干
越有使命感。”采访中，这
是王晨西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

他年纪不大，1987 年
出生，如今也只 30 多岁。
身边的同龄人，大多外出
打工或自己创业，像他一
样在土里刨食的，少之又
少。有人劝他说：“年纪轻
轻，干啥不好。沧州的枣
这些年都不行，守着一片
枣园，能有啥出息？”但王
晨西不仅未动摇，还用实
际行动证明，小小枣园，
大有可为。

确实，在大多数人心
里，农村苦、农业累、农
民穷，愿意留乡务农的年
轻人更是凤毛麟角。但近
几年，深入到乡村采访，
记者发现，这样的传统观
念，正在悄然转变。甚至
在各地，不少打开了视
野、累积了经验、具备市
场经营意识的年轻人，还
选择回乡创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泊头蔬宝种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宏宇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从事小麦、玉
米的良种试验、推广及无人
机农业科技服务，带动农业
生产走向产业化、正规化；
沧县兴济镇赵庄子村张宸毕

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回到家乡用“北斗”种植大
田作物，实现粮食产量连年
增加；沧县绿然冬枣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许青青才
34岁，已独自负责100多亩
枣园的技术管理与市场运
营，更通过电商让沧州冬枣
走向全国各地……

这些新时代的“新农
人”，用敏锐的市场眼光和
先进的科技，发展现代农
业和特色农业，不仅实现
了自我价值，还为乡村振
兴贡献一份力量。

从他们身上，我们不
难看出，在乡村振兴中，
年轻的力量越来越重要。

功 以 才 成 ， 业 由 才
广。乡村振兴不同于传统
乡村建设，需要新的观
念、技能、知识赋能。比
起老一辈农民，青年人获
得了更多教育机会，他们
的视野更广阔，知识更丰
富，思想也更开放，优势
得天独厚。

乡村振兴为农村注入
了 鲜 活 的 生 命 力 ， 有

“诗”，也有“远方”。当
前，接力棒已在青年手中
传递。我们希望，越来越
多的有志青年，能抓住这
难得的机遇，把新技术、
新理念、新风尚带回农
村，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
振兴，让多彩青春在乡村
振兴中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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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寻好急寻好急寻好“““婆家婆家婆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用青春赋能乡村振兴用青春赋能乡村振兴用青春赋能乡村振兴
■■ 梦 鹤

收获季落下帷幕，已经忙了十几天
的张宝金，却没有停下脚步，又一头扎
进了小麦播种作业中。前脚刚将玉米晒
上，后脚又张罗着处理麦种。

“处理麦种就是给小麦包衣。麦种
‘化上妆’，麦苗长得更健康，明年的产
量就有保障。”张宝金边说边将已包好的
麦种翻晾。红彤彤的种子铺了一地，映
衬出火红的希望。

张宝金是海兴县粮心蔬菜种植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成立后，相继流转
了海兴县高湾镇后良章村 4000 余亩土
地，踏上农业产业化的“乘风破浪”之
旅。

“咱这儿地薄，有啥种头？”早在
“粮心”流转土地时，村里纳闷的人就不
少。没想到，张宝金将主要精力放到了
大田种植上，种的还是没有产量优势的
本地品种，当地人俗称“大红王”小麦。

“别看这个品种产量低，却是咱盐碱

地上的‘特产’，别的地儿还种不出它的
味儿呢。”他人疑虑，张宝金却十分坚
定。

“你瞧，这是没包衣的原种，细长饱
满、透亮泛红，跟其他小麦明显不同。其
实它的学名是‘捷麦 19’，是‘大红王’
老品种的‘升级版’。不仅口感好，而且
不怕水浇，不但纯旱地不减产，浇一水的
话产量能提高不少，多的时候一亩地可以
收400多公斤。”说话间，张宝金仿佛又回
到了麦浪翻滚的丰收季。

他说，由于海兴的农田以盐碱地居
多，且多数地块灌溉条件有限。春季少
雨时，看天吃饭，只有这个品种耐旱又
耐碱，管理起来还省心，所以倍受青睐。

“别看这小麦产量不高，但是磨成面
粉出粉率高。做成的面食有嚼劲，越嚼
越甜。不少外地人专门上俺们这来收麦
呢，每斤的收购价比白麦高出 5分到 1毛
钱。”不仅如此，由于本地人吃惯了“这

口”，不少外地人收麦加工成面粉后，还
会再运回海兴销售。

老传统，哪能丢？为此，几年间，
他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发展机械化、规
模化经营。

这两年，以旱麦种植为基础，张宝
金还尝试向加工产业迈进。

以前每年要加工小麦，张宝金都提
前向周边面粉厂打招呼。“咱们没有加工
设备，只能租用人家面粉厂的一个仓，
加工咱的‘大红王’小麦。就是加工时
得一直盯着，保证面粉的纯度。”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这样已不能
满足张宝金想发展旱碱麦产业的雄心。
依靠财政资金支持，他建起一个占地
6000 平方米的“粮心”小麦面粉加工
厂，今年已投入使用。

来到“粮心”小麦面粉加工厂，机
械轰鸣。已于前一天水洗好的小麦，源
源不断地进入机器筛选、磨制，只几分

钟工夫，就成了白花花的面粉。
“小麦面粉加工厂投用，我们的加工

时间就不再受制于人，而且咱这儿只加
工旱碱麦，能保证面粉纯度。规模化生
产后，还能反向带动种植产业。”张宝金
很是兴奋。他说，加工厂投产后，每天
最多可生产面粉 36吨。种植上精心，深
加工同样不马虎，公司为此专门建起化
验室保障食品安全。

虽然才刚刚投产，但“粮心”旱碱
麦面粉已成了市场的宠儿。除了登上周
边村民的餐桌，“粮心”面粉还远销天
津、山西等地。

“明年，我们还要配套建设一座恒
温冷库，为面粉提供更好的存储环
境。”除此之外，张宝金还计划建设一
座旱碱麦文化博物馆，展示与旱碱麦有
关的历史文化及小麦生长过程，让人们
了解这盐碱地上的特色，让麦香浸润更
多人的生活。

秋末，东光县荣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海棠果成
熟了。成方连片的海棠树
上，红彤彤的果子坠弯了
枝头，三五颗一簇，煞是
惹眼。一树树海棠果，远
远望去红艳艳火一般，为
萧条的田地增添了一抹暖
意，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望着这丰收美景，合
作社负责人张春荣却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眼下已
到了海棠果的收获旺季，
但这些压弯枝头的果子却
无人问津。

“俺们是从山东临沂引
来的苗子，当初种植时，山
东不少罐头厂都能收海棠
果。没想到等了几年，咱这
儿好不容易结果了，再联系
工厂，人家却说不收了。”
张春荣说，海棠果含有多种
营养，可以生津止渴，健脾
开胃。“除生、熟食用外，
海棠果可用来做罐头、酿
酒，还是做果酱、果醋、果
丹皮所需的上好原料。”

合作社在 2016年开始
种植海棠树，面积有 300
亩之多，主要以冬红海棠
为主。由于前几年挂果量
少，张春荣并未过多关注
市场。今年，海棠树进入
盛果期，他满心欢喜联系
工厂，谁知却生了变化。

“今年产量高了，一棵
树就能产 50多公斤果。一
亩地大约 63棵树，亩产就
是300多公斤，300多亩地

至少能收 90吨果。”本是
丰收的年景，可如今，这
些海棠果却无人问津，张
春荣急得嘴里都起了泡。

“要是到了立冬，果子
还卖不出去，只能掉在地
上，烂在土里了。”

果子白白烂掉，一年
的收入也就没了。这就意
味着，合作社不仅赚不了
钱，就连每亩地 300多元
的施肥、植保管理费，也
收不回来了。

为此，合作社也通过
电话、网络等平台发布了
销售消息，但都如石沉大
海，没有音信。“这么多果
子烂在地里确实太可惜
了，现在俺们只想尽快把
这些果子销售出去。希望
能有更多人了解海棠果的
价值，欢迎全国各地有果
品深加工业务的客商来俺
们合作社考察、合作。”

不仅如此，张春荣表
示，合作社也面向社会出
售海棠树苗木。“海棠树观
赏性极强，每年三四月
份，白花、粉花装扮满
树，花期能持续一个月，
特别漂亮。到了冬天，还
能赏果、品果，是不可多
得的多用途观赏苗木。”如
果您有美化村庄的需求，
或是从事园林工程的客
商，可联系本报，让我们
携手助农，为这一片喜人
的海棠找到好“婆家”。

热线电话：3155706

逆行枣产业逆行枣产业逆行枣产业 开辟新商机开辟新商机开辟新商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8080后后””青年王晨西是枣乡的孩子青年王晨西是枣乡的孩子。。春天枣芽露头春天枣芽露头，，夏日青果挂枝夏日青果挂枝，，初秋杆起枣落……从他记事初秋杆起枣落……从他记事
起起，，枣林就是他熟悉的游乐场枣林就是他熟悉的游乐场。。小枣于他小枣于他，，有着不可言说的亲切有着不可言说的亲切。。正因如此正因如此，，在枣业低迷在枣业低迷、、众人纷纷众人纷纷
““逃离逃离””之际之际，，他却选择放弃已小有成就的生意他却选择放弃已小有成就的生意，，回乡种枣回乡种枣，，挖掘出了小枣的药用价值挖掘出了小枣的药用价值、、观赏价值和休观赏价值和休
闲潜力闲潜力————

盐碱地虽然贫瘠盐碱地虽然贫瘠，，但但““供养供养””出的旱碱麦出的旱碱麦，，却是让却是让

人津津乐道的美味人津津乐道的美味。。立足本地土壤资源及文化特色立足本地土壤资源及文化特色，，海海

兴县粮心蔬菜种植有限公司以旱碱麦产业为主导兴县粮心蔬菜种植有限公司以旱碱麦产业为主导，，不断不断

延伸延伸““大红王大红王””小麦种植小麦种植、、加工的产业链条加工的产业链条————

凭凭凭“““粮心粮心粮心”””
盐碱地上多打粮盐碱地上多打粮盐碱地上多打粮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 周美玲

300300 亩海棠成熟亩海棠成熟，，却没有客商收却没有客商收

购购，，到了立冬到了立冬，，果子卖不出去果子卖不出去，，只能烂只能烂

在地里在地里。。东光农民求助本报东光农民求助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