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酸枣仁的市场广阔，产多少客商收
多少，但品种差异很大，直播间的朋友
们，你们选种时一定要慎重，产量、品
质、抗逆性等多方面都要考察……”这段
时间，献县振良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章振良
忙得不亦乐乎。除了接待外地来考察的客
商，每天，他还会抽出时间，打开直播，
和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分享酸枣种植技术。

“直播平台面向全国各地，是宣传咱
酸枣产业的好渠道。今年，俺要多在直播
中分享管理技术，让更多人了解酸枣种
植，为想要转型的枣农朋友，提供新的致
富方向。现在和俺互动的农民朋友不少，
还有人看到直播后，实地来农场考察。”
说起直播分享，章振良打开了话匣子。

章振良说，他研究酸枣已有 10多个
年头。农场的 40多亩枣园里，有十五六
种酸枣。2020年，与市农科院建立产学
研合作关系后，他还相继培育出几个酸枣
新品种。其中，“尹棘1号”，也被他称作

“振良4号”，作为高产优质新品种，已取
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为啥章振良中意这满是棘刺、口感颇
酸的小酸枣？

“别人种枣都要肉，俺却喜欢这枣核。
酸枣核里的枣仁药用价值高，在中医药治
疗中应用广泛。光要核，也不怕收获期碰
上连阴雨天气，种植收益有保障。”章振良
说，酸枣种植成本低，耐盐碱、耐旱涝、
耐瘠薄，管理过程简单粗放，一年只需要

浇两水，当年可挂果，三至四年进入丰果
期，经济效益好，适合大面积推广。

这几年，经过矮化密植、合理修剪及
施肥等科学管理，农场种植的酸枣个大、
籽粒饱满、出仁率高、药效高。据测算，

“振良4号”酸枣仁百粒重约10.6克，是普
通酸枣仁的3倍左右，药效提升1倍以上。

“盛果期可亩产酸枣仁75公斤，是普
通酸枣仁产量的 3倍多。”按当前市场行
情，每公斤酸枣仁已经卖到了六七百元，
亩产值可达四五万元。

除了挖掘酸枣仁的药用价值，章振良
还别出心裁研究起文玩酸枣，拓宽酸枣产
业发展道路。今年，有个客商相中他这里
的文玩酸枣核，全都购买走了。

不断高涨的市场需求，让章振良愈发
钟情酸枣种植，干劲儿十足。广泛选种、
多年观察、筛选优种、连年扩繁……在
市、县科技部门和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
他还成立了沧州振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计划以此为依托，努力培育更多酸枣新品
种，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从过完年，俺们就没闲着，前段时
间，趁着天气好，一直给枣树修枝。这段
时间，就更忙了，陆续有外地客商和本地
种植户来考察、订苗，俺们再取接穗、发
苗，盼着咱酸枣产业越来越红火。”靠小
酸枣甜蜜致富，今年，章振良又流转了
50余亩地繁育酸枣新品种，将产业越做
越大。

育酸枣新品 成致富产业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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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变水果蔬菜变水果

甜蜜来增收甜蜜来增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耐岗

“00后”回乡种草药

眼下，正是春播的黄金时期，每天，
于雅萍都忙得歇不住脚。晨起，她和爱人
便驱车到了东光县秦村镇大秦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园。这两天，中草药草红花的播种
作业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虽然也雇了几
个工人，但这两个年轻人，总习惯亲自上
阵，在劳作中感受春华秋实。

这一天，春风的脾气挺大，恣意地打
着旋儿，在疏松的田里掀起阵阵尘土。对
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于雅萍早已习以为常
了。她和爱人顶着风，在垄边仔细地巡
查，不时蹲下，将松开的地膜铺好。

“看，前几天播下的种子，已经有出
芽的了。”透过薄薄的地膜，一个个小嫩
芽正拱开土努力冒头。于雅萍满心欢喜，
就好像这小芽不只长在地里，更长在了她
的心上，已然开出红艳艳的“心花”。

这是于雅萍正式回乡种中草药的第二
个年头了。2000年出生的她，如今也只
23岁。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但足以
体会农业的艰辛。不少人不理解：“年纪
轻轻的，咋就跟土地摽上了？”

确实，作为中药学专业的毕业生，身
边的同学，不是在大城市拓展业务，就是
在实验室里搞科研，于雅萍选择回乡，是
另类。

不过，她自己不这么认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热爱，我本身是学中药的，而
且对种植也感兴趣，回乡种地是水到渠成
的事儿。”原来，由于兴趣使然，早在大
二时，她便试水中草药种植。那时，她的
目标是原生在云南地区的金线莲。尝试着
在地里搭个小棚，努力为这个“异乡客”
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可由于水土不服及
种植经验有限，一番折腾后，这次探索以
失败告终。

热情并没有就此被浇灭，这次失败，
反而让她认清了方向——寻找好管理、需
求广、效益好的“懒汉式”中药品种。

草红花，便是在这个标准下被挖掘出
来的。这种自带活血、化瘀特性的中药
材，常被人们当作藏红花的平替，随着近
年来心脑血管类疾病的多发，需求愈发广
泛，市场价基本稳定在每公斤 140多元。
更让她看中的是，它既可以扎根在云南这
样温暖潮湿的地方，也能在干旱少雨的新
疆大面积生存，耐干旱、抗盐碱，正适合
灌溉条件有限的盐碱地。

于雅萍如获至宝，第二年又在自家的
一亩地试种起来。6月中旬，一朵朵红花
绽放，交出了亩产20多公斤的好成绩。

不过，就算有了这样的尝试，也没人
相信，“老于家的闺女读了十几年书，最
后回来种地了？”

“我要种的地，和你们正种的地，不
是一种。”于雅萍想得清楚。于渤海村和
周边村子，地块儿不少，可由于没有进行
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每家每户单独种
粮，投入精力不少，收益却有限。

“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益的中草
药，懒汉式管理好上手，就算一家两口
人，也能管上十几亩地，只3个月，每亩
地纯收入就能近 2000元。而且国家的惠
农政策一波接一波，以后的农业天地更广
阔，大有可为。”于雅萍坚定选择。

大学生种地有门道

作出返乡的决定容易，可真要把地种
好，需要面对的问题比想象中要多很多。

发展规模化种植，就和一二亩地的探
索种植不一样了。于雅萍在于渤海村流转
了 60多亩土地，由于地块儿相对分散，
地力也不尽相同。种植前，她有意进行了
测土，做到对种植土壤心中有数。

“数据显示，这些地块儿的 pH值平
均不到 8.0，属弱盐碱土壤，种植草红花
倒是没问题。在草红花采摘后，我们继
续对种植地块进行了测土，对比显示，
pH值降了一些，这说明，也许草红花可
以改良盐碱地。”这个意外发现，让她很
是惊喜。

到了种植环节，要注意的细节更是不
少。虽说对草红花进行懒汉式管理就行，
可如何把握好时间节点，和老天爷抢时
间，也需着意关注。

为了6月中旬收获后，还能倒茬播种
夏玉米，去年，她尝试覆膜种植。平整、
疏松土地后，一粒粒白鼓鼓的种子欢快地
跳进大地的怀抱，被盖上薄膜“被子”。
这样一来，既能保温又能保墒。但钻芽
后，如果不及时破膜，芽苗便有被灼伤的
风险。这道工序，没有机械可用，只能靠
人工一趟趟把膜划破。

到了6月初，草红花进入盛花期，甜
甜的花蜜香味儿会引来腻虫，因此，于雅
萍要着实忙碌一阵儿。花田里，她背着筒
式打药器，不辞辛苦地一趟趟穿梭，细致
地将腻虫消灭，照顾好每一株花儿。

采收期，是这一季最忙碌的时刻。6
月，已是烈日当头。趁着晴天抢收，在地
里一呆就是一天，十几天的收获期下来，
人被晒得黑了一层。虽然非常辛苦，但看
着一朵朵花儿褪黄转红，红艳艳得夺目，
她心中说不出的甜蜜。

渐渐地，人们发现，这个大学生种
地，不光能吃苦，还有门道儿。

由于先期没接触过草红花种植，于雅
萍特意买来两本中药材种植书籍，按照书
上的内容学习规范种植技术，再应用到实
践中。这样的学习力，让种田的“老把
式”们刮目相看。

探索更适宜的种植模式，于雅萍还将
理论经验在种田实践中进行优化。原先，
按照书中的播种数据和株行距设置，种植
密度过大，大风天气时，植株会有倒伏风
险。今年播种时，于雅萍特意调整了株行
距，不仅可以减少倒伏，还能充分利用土
地资源。

创新草红花和玉米轮作，通过倒茬，
不仅第二年还能在同一地块播种草红花，
产量和品质不受影响，还能再额外多卖一
季玉米，每亩地增加千余元收入。

随时关注草红花的长势，及时根据气
候情况进行预判，什么时候该防控病虫
害，是否人工干预提前或错后花期……通
过学习，于雅萍慢慢成长为一名新农人。

产业化发展是奔头

60亩草红花，收益 20多万元，去年
首次规模化种植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于雅
萍的创业热情。

不只于雅萍自己在这番实践中受益，
不少村民也被带动了起来。赶上采摘期，
得有百余人到她这儿打工增收。一位师姐
听说了于雅萍的创业故事后，向她取经，
今年也加入农业队伍，在沧县发展了 10
余亩草红花种植基地。于渤海村周边的种
植大户，也尝试着转型种植草红花，走上
特色致富路。

这位“00后”返乡创业青年，也引
起了秦村镇党委、政府的关注。

瞄准中草药的
特色潜力，积极支
持其产业化发展，
听说于雅萍在扩大
规模时遇到了难
题，秦村镇党委、
政府主动帮忙协调

对接，让草红花走出于渤海村，在秦一村
的大秦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园中也安下了
家。在秦村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今
年，于雅萍的草红花种植面积达到了 140
多亩。

“镇党委、政府主动抛出橄榄枝，这
是我没想到的，让我特别受鼓舞。加入到
园区，我就像是找到了组织，相信依托园
区这个平台，草红花的产业化发展将由梦
想变为现实。”于雅萍坦言，产业化发
展，也是她今后的新目标。

这个想法，并不是凭空而来。这两
年，中医药事业备受关注，我国接连出台
政策，引导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其
中，便有政策鼓励草红花制粒，今后，需
求量将会大大增长，这是发展的新机会。
草红花自带养生属性，于雅萍还计划申请
资质，创出自己的中药饮片品牌，提高一
朵朵红花的经济价值。

草红花的花籽也是用途广泛。花籽中
的饱满颗粒，可以再制成原种，更适宜河
北地区种植；可以用来榨红花籽油，其亚
油酸含量高，备受市场欢迎；质量稍次
的，可以破碎后，用作畜禽养殖饲料。

“除了与药业公司合作，我们正尝试
着打开线上电商市场，以后，要慢慢发展
出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
材产业链条，为咱秦村镇的乡村振兴出一
份力。”为着一腔热爱返乡，在农业中找
到了自己的归宿，于雅萍用实际行动证
明，只要踏实肯干，年轻人在乡村振兴
中，同样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00后”于雅萍返乡创业：

种下满腔热爱 盛开中药花海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司晓奇

蔬菜当成水果卖

走进吴桥县大润生态农
业示范园区的种植大棚，浓
郁的“柿”香扑鼻而来。翠
绿秧苗间，红的、黄的、绿
的……小小的圣女果如同一
串串彩灯，亮了人们的眼
球。看着这挂满枝头的硕
果，采摘的游客按捺不住，
摘下一个放到嘴里。

“甜，水分也足，这小
西红柿，长得跟樱桃似的小
巧，吃起来也跟水果似的，
没有一点酸头儿。”只听他
们不住赞叹。

“留着肚子，那边还有
草 莓 西 红 柿 ， 也 特 别 好
吃。”园区的接待人员笑着
说。

期待着走过去，眼前，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西红柿吊
挂枝头。柿体粉红，掰开
后，形如一颗大草莓的内瓤
露了出来，清新的气息也跟
着蹿了出来。“别看它摸着
硬，却比别的西红柿甜不少
呢，感觉吃到了小时候的味
道。”游客边品边聊，不一
会儿，人人都收获颇丰。

香气浓郁的草莓西红
柿、酸甜可口的圣女果，还
有清脆爽口的水果黄瓜和水
果萝卜……如今，在吴桥县
大润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这
些可以鲜食、带着水果特性
的蔬菜，成了休闲采摘的

“明星”，俘获了游客们的味
蕾。

把蔬菜当成水果卖，是
园区独辟出的发展新路。

“随着种植技术和品种
的改良，一些蔬菜的糖分和
口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很多人喜欢鲜食。我们想突
出这方面的特色，就想到打
出‘水果型蔬菜’的概念，
来改变人们的传统印象。”
园区负责人卢鸣峰说道。

为此，他们还到多地考
察，发现“水果型蔬菜”在
一些大中城市卖得特别火
热。“一些大型超市，还设
有专门的柜台，向顾客推介
这类型蔬菜。”看到特色种
植的潜力，园区也专门引来
可以鲜食的蔬菜品种，试验
种植，到了采摘季，强调现
摘、现买，没想到，收获了
不少“粉丝”。

定制“小菜篮”
家门口尝鲜

和普通蔬菜相比，这些
“水果型蔬菜”的果形大都
比较小，为了保证好的口
感，成熟度也相对较高，并
不适合长途运输。为此，园
区还专门推出绿色采摘体验
活动，并提供“小菜篮”会
员定制服务，让市民们尝到
地头直采的新鲜。

优化采摘服务，除精心
安排采摘路线，完善采摘活
动细节，园区还安排专人拍
摄、剪辑，记录下游客品尝
美好的瞬间。如此一来，不
仅为游客们留下美好回忆，
还能扩大园区“水果型蔬
菜”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

来品尝鲜味儿。
而“小菜篮”定制服

务，除了涵盖这些“水果型
蔬菜”，还配有蜂蜜、杂粮
等土特产品，每周可为市民
配送到家。

“开通‘小菜篮’定制
服务后，市民可以灵活选择
不同价位的‘小菜篮’礼
盒，根据需求确定定制周
期。定制成功后，顾客不仅
能享受基地直达的新鲜蔬
菜、土特产品，还能累计消
费积分兑换乡村游礼券，感
受美好的田园生活。”“小菜
篮”会员，还能走进园区附
近的酒文化景区参观，在亲
近乡村生活的同时，感受到
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魅力。

“水果型蔬菜”从园区
直达市民家中，不仅减少了
中间环节的成本，还能减少
积压，保证蔬菜的新鲜度。

线上组织、线下体验，
如今，园区的会员微信群越
来越热闹。口口相传间，越
来越多的市民慕名加入微信
群，报名参加休闲采摘体验
活动和“小菜篮”定制服
务。

绿色种植好滋味

让这些“水果型蔬菜”
越来越优质，作为种植主体
的园区，从日常管理上下足
了功夫。

为了营造良好的采摘环
境，园区的采摘棚室被打理
得规整干净。但低头细看，
地上却有几堆燃烧后的灰
烬。

“这些灰是干啥用的？”
不少人好奇。

“用来治菌、治虫的。
我们使用特定的生物菌剂和
草木药剂，燃烧后，产生的
烟气可以杀菌，有的也可以
烟熏杀虫。治虫不用药剂，
就减少了药剂附着在植株和
果实上的机会，产出的果子
药残少。”技术管理人员吕
兴长介绍道。

一边减少药剂对果实的
干预，另一方面，还格外
注意营养的补全。除了给
棚里施用农家肥，管理人
员还特别注意给植株补充
钾肥，这样，产出的果实
甜度更高。

走循环种养的路子，果
蔬的叶子，还有不成熟的果
实，都用来喂鸡鸭鹅等家
禽，养殖产生的粪污，则返
还农田，再度为果实的好品
质出力。

在这样精细的照顾下，
植株攒着劲儿地生长。一棵
西红柿秧上能结 5穗果，每
棚产量达1万多公斤。

“由于‘水果型蔬菜’
有特色、滋味好，吃了俺们
的黄瓜、西红柿后，不少
人都成了忠实顾客，不吃
别家的菜了。俺们的菜，
运到天津的康养基地也供
不应求。”让现代农业走出
特色路，吴桥县大润生态
农业示范园区还要不断扩
充 “ 水 果 型 蔬 菜 ” 的 队
伍，为大伙儿带来更多地
头上的鲜味儿。

如果你出生在2000年，去年大学
毕业，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可以考
研，继续深造；也可以加入实验室，
钻研制药；或者做医药销售，在业务
的海洋中锤炼自己。在这些选择面
前，你还会回乡务农吗？

当这个问题摆在东光县秦村镇于
渤海村的“00后”于雅萍面前时，她
的答案是肯定的。不只是与奔向城市
的同龄人背向而行，于雅萍还在扎根
农业的过程中，努力成为一名新农
人，用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在
黄土地上让中草药绽放出美丽的致富
花——

烘干后的草红花成品烘干后的草红花成品

于雅萍采收草红花于雅萍采收草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