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张梦鹤
电话 3155706 电邮 czrbsn@163.com

2023年10月25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九月十一P6 三农在线

SANNONG ZAIXIAN

““一个蜜桃卖一个蜜桃卖1010元钱元钱”，”，几年几年

前决定种桃时前决定种桃时，，岳明成一定不会岳明成一定不会

想到想到，，自己能把桃果卖到这个自己能把桃果卖到这个

价价。。

投身桃果种植投身桃果种植，，他一门心思他一门心思

想的是做好管理想的是做好管理、、做优桃品做优桃品。。如如

今今，，桃树进入丰产期桃树进入丰产期，，随着创意随着创意

营销的跟进营销的跟进，，他种出的他种出的““生态蜜生态蜜

桃桃””受到市场热捧受到市场热捧。。

硕果硕果满枝满枝、、产销两旺产销两旺，，不光证不光证

明了明了““高品质能带来好收益高品质能带来好收益””的想的想

法法，，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一个蜜桃卖十元一个蜜桃卖十元一个蜜桃卖十元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临近中午，走进东光县
找王镇小曹村新建成的孝老
食堂，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
景象。厨房里，师傅们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精心准备午
餐菜肴。餐厅里，老人们围
坐在一起，一边唠着家常，
一边等待开饭，脸上洋溢着
幸福笑容。

不一会儿，美味出炉，
热气腾腾。这一天的午饭是
大烩菜、西葫芦炒鸡蛋、土
豆炒肉、凉拌菠菜、大米稀
饭，虽都是家常菜肴，但对
于老人们来说，不失为一顿
丰盛的午餐。

“孝老食堂运行后，走
出家门的老人多了。食堂不
光能提供午饭，还免费提供
早饭，有的老人一大早就来
了。能吃上热乎饭，又能一
块儿唠唠以前的事儿，大伙
儿别提多开心了。”看着老
人们脸上笑开了花，忙碌
中的村党支部书记武树朋满
是欣慰。

武树朋是小曹村孝老食
堂的发起人。萌生这个想
法，源于找王镇组织的一次
外出学习。在他们考察的青
县乡村孝老食堂里，也是这
般其乐融融的场景。老人们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画
面，深深印在了武树朋心
中。

回村后，他就入户走访起来。
“有些老人是因为自己独居，岁数大了再加上

行动不便，所以平常吃饭是能简单就简单，能凑合
就凑合。有的老人也不是条件不好舍不得，就是一
个人懒得开火，能凑合一顿是一顿。”看到老人们
的生活情况后，武树朋更加坚定了建孝老食堂的决
心。

“小食堂连着大民生。孝老食堂既能解决村内
老人的一餐热饭问题，更是弘扬孝老传统、浓厚文
明乡风的有效载体。”向村“两委”提出建议，组
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向找王镇党委、政府
汇报建设孝老食堂的想法，去年冬天，小曹村孝老
食堂建设项目风风火火运作起来。

发动爱心企业捐款支持孝老食堂建设，从村集
体收入中拿出资金启动建设孝老食堂；为了营造舒
适的就餐环境，新建孝老食堂用房，配备崭新的餐
桌、餐椅和厨具；由小曹村“两委”负责运营，聘
请专业厨师为老人们做饭，村“两委”成员志愿开
展采买服务……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小曹村孝
老食堂正式运营，来这儿吃饭的有五保户、经济困
难户、空巢老人、建档立卡脱贫户等 70岁以上老
人30位。

“早饭、午饭，俺们老人都能免费吃。这一
周，每天的午饭不重样，还隔三差五改善伙食，比
自己在家吃饭可好多了。”村民齐焕盈笑着说。

这种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
吃饭难题，还解除了子女们的后顾之忧。

“村里有了食堂，俺娘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
了。俺在外打工不用天天惦记着了。”村民武广通
也非常支持。

“建起孝老食堂，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只是一
个方面。我们还希望这里成为老人们的精神文化交
流场所，让越来越多的老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交流交心，暖胃更暖心。”武树朋说，接下来，小
曹村还将通过组织爱心捐款、壮大集体经济等方
式，助孝老食堂可持续运营，切实提升老人们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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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桥县铁城镇的辣椒收购站，农户正忙着将采摘
来的辣椒称重结算，一派丰收景象。近年来，吴桥县大
力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农户发展辣
椒种植特色产业，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增收，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张金元 齐晓东 摄

金秋时节硕果丰。农产品
大量上市，对于农户来说，又
是赚钱的黄金期。但每到这
时，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
的果蔬行情好、身价高，农户
能赚个盆满钵满。有些不仅卖
不上价，还担心滞销风险。

岳明成当属前者。这一
季，他的桃果“创富能力”让
人眼前一亮。不过，桃果身价
高，并不是因为市场上的桃果
行情好，而是源于他多年来不
断拓宽的思路——用现代思维
经营农业。

用市场思维，决定怎么
种。选定高品质蜜桃的种植方
向，岳明成并不盲目。前些
年，他一直经营农资，看到了
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和同质化
农产品的区别对待。后来，又

敏锐察觉到，人们对高品质农
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以市场
趋势为导向，岳明成以高品质
蜜桃为特色，突出差异化品质
优势，赢得顾客信赖，也因此
掌握了销售的话语权。

用营销思维，决定怎么
卖。怎么把地种好，对于不少
农户来说轻而易举。但怎么把
农产品卖好，却让不少农户头
疼，甚至有些人就没考虑过这
一环节。岳明成想法新、善
思 考 ， 营 销 思 维 超 前 。 去
年，他在抖音上推出团购采
摘套餐，今年，又玩转认养
农业、私人定制，走出了人
无我有的差异化路子。定位
节日市场，锁定消费群体，
推出“礼品蜜桃”，既掌握了
消费心理，又吸引眼球，通过

口口相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营销效果。

武装品牌思维，提升“大
白洋桥蜜桃”的品牌魅力，让
人们记得住、想得起、叫得
出；

拓宽工业化思维，对农业
生产进行工业化运作，通过标
准化、规范化生产把控蜜桃品
质的同时，进行品牌包装和市
场化推广；

……
思路，决定出路。岳明成

用实际行动证明，做新农人，
不仅要用现代方法“种地”，还
要用现代思维去“经营土地”。

对不起，没桃了
欢迎明年再来吃

虽然这一季的桃果销售早已
落下帷幕，但近段时间，岳明成
的手机依然响个不停。接通后，
大多都是顾客打来，想找他买桃
的。

“对不起，今年的桃子都卖完
了，明年7月和9月，欢迎再到农
场来吃桃。”电话这头，他只能略
表歉意道。

岳明成是沧县农盟家庭农场
的负责人。几年前，看中大运河
畔的发展机会，他回到家乡沧县
纸房头镇大白洋桥二村当起桃
农。与桃树一起种下的，还有打
造“生态桃”的美好愿景。

“这些年，我一直坚信，打造
高品质‘生态桃’这条路没错。
今年，农场的桃子就因为高品质
一炮走红，就连远在长春、上海
的人都打电话跟我要桃。”言语
中，岳明成不无骄傲。

他这可不是“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前段时间，有个顾客打
来电话买桃。树上桃早没了，岳
明成只能笑着说抱歉。哪知，对
方竟说：“连你家自己吃的都没留
下吗？我专门从山东过来的。”没
办法，岳明成只好从冰箱里找出
了一些，这才把顾客欢欢喜喜地
送走。

“有人问我是不是饥饿营销，
其实真不是。生态管理，本来产
量就比一般的少，还因为少用药
剂，果子在树上挂不住，最后能
走上市场的更少了。”他解释道。

产量不尽如人意，但岳明成
并没有改道而行的打算。生态管
理，是他从种植之初，便打定主
意要坚持下来的。

他不会为了品相好看，使用
激素类产品。果实自己长到什么
样，便是什么样，虽然产量不
足，但糖分和水分，却货真价
实。“就算必须防治病虫害，我们
也以诱虫灯和生物制剂为主。补
充的叶面肥，也都是不惜成本，
选择高品质的。”

园子里的草高了，他也不会
用除草剂一“杀”了之，而是慢
慢养到一定高度，用机械割了，
直接施还到桃园的土壤里。“种桃
5年，我们从没打过除草剂。这

些杂草一是能让土壤有透气性，
会‘呼吸’，这样，下再大的雨，
园子也不会严重积水，不影响下
地干活。再就是粉了的草风干
后，经过腐烂、发酵，是不可多
得的有机质。”

管理上的满满诚意，才有了
让人念念不忘的浓郁桃香。

桃香也怕巷子深
私人定制不能少

不同于一般农户，岳明成没
有止步于只种出好桃。

“好东西，还得有好市场。桃
香也怕巷子深，用心宣传必不可
少。作为新农人，不能只把眼界
局限于眼前的这片土地，除了种
得好，还得琢磨怎么销，这样才
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农场门前，“认养一棵树”的
牌子甚是醒目，这是今年岳明成
推出的新活动。“认养者在认养期
内享受每棵桃树保底 15公斤鲜桃
收益权，并参与桃树管理、体验
采摘等活动，享受农耕快乐。”

开展“认养一棵树”的活
动，他并不是心血来潮。

农场的种植透明化及安全的
食品质量是保障。通过私人定
制，顾客可以直接连通农场，减
少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环节。
顾客能抢“鲜”吃桃，农场的桃
果也有稳定销路，一举两得。

“大伙儿不光自己吃桃，还会
把桃子分享给亲朋好友，又提高
了我们的桃果知名度，带来了更
多人气。”岳明成的“算盘”打得
响亮。

借桃香“招来”更多人气，
他还搭上了中秋节的东风，瞄准
私人定制的礼品市场。

“过中秋，无论是市民走亲送
礼，还是企业回馈客户，都图个
好彩头。我们特意挑出果形好、
个头大的蜜桃，每个都有0.5公斤
多，精心包装到礼盒里，再加上

‘福禄寿喜’的好寓意，一个能卖
到 10元钱。”岳明成说，由于这
么大的桃果不常见，且桃香浓
郁，中秋节前，前来订购的顾客
不少，很多人二次回购。

其实，决定这样卖桃时，岳
明成的心中也没多少底气。

“虽然咱桃果的品质是不错，
但一个桃卖 10块钱，人们能认可

吗？”向身边人说出这个想法，大
伙儿都很惊讶，有的人甚至直接

“泼冷水”，“桃可是个‘热物’，
到时候别卖不出去，烂在家里。”

但岳明成不信这个邪，“为什
么在传统观念里，农产品就应该
卖不上价？明明是好东西，为什
么不敢卖好价？”他决定放手一
试。

疏果时，原本每枝应该留五
六个果，他偏要减少果量，只留
四五个，让每个果实在充足营养
的滋润下往大里长；提前找厂商
定制礼盒，一个要花费 8元，好
桃还要配“好装”；采摘时，更是
十里挑一，个头不足的，不能入
盒……

在忐忑中期待着，市场的热情
反馈出乎他的意料。自己开车来买
礼盒的，打电话订购让他发快递
的……订单纷纷而来。“你家的桃
味浓，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你
家有桃我就吃，没桃了我就不吃桃
了。”……这样的肯定也不少。农
场的桃，也因此远销北京、天津、
石家庄、上海等地。

“事实证明， 10 块钱一个
桃，贵吗？不贵！”再说起来，他
已有十足底气。

投身农业不容易
不拼规模拼品质

这一季，桃园的丰收成绩有
目共睹，众人面前，岳明成意气
风发。但在采访中，他也直言，
风风雨雨走过来，着实不易。

这些年，大白洋桥二村多以
粮食、香椿种植为主。投身桃
果产业，岳明成也是大姑娘上
轿——头一回，进行各项管理，
就像摸着石头过河。

一棵棵桃树看似普通，可要
让它结出好果，大有学问。种桃
之初，岳明成就请来了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指导。理论丰富，但与
实际结合的经验不足，种植初期
就确定的树势，经过几年探索证
明，并不利于发展。“再剪枝来调
整树势，还得花费两年时间。”还
有今年，修剪的树形虽然很漂
亮，但对于坐果来说并不友好。

要种出“生态桃”，需要舍弃
的东西更不少。

初涉桃果种植时，岳明成流
转了 600多亩土地，除了引来现

在为顾客熟知的永莲 4号、5号、
8号蜜桃，还有油桃、蟠桃等多
个品种。

“拉长采摘期，受众也丰
富。”但随着管理的进行，他发现
了问题，“规模虽然有了，管理却
跟不上。投入不少，但桃果的品
质并没有保障。”纠结多天，他终
于下了决心，“只保留永莲系列的
300亩桃园，集中精力，专注做
高品质蜜桃。”此一舍，才成就了
如今俘获人们味蕾的鲜美蜜桃。

怎么进行桃树管理，来保障
蜜桃的好品质，需要舍弃的也不
少。为了保障桃果的品质和口
感，采摘期到来的半个月前，岳
明成就不在桃园里再施用药剂了。

“因为不用药，桃果一般在树
上待不住，还没等摘，就掉到地
上了。每年，光不能走市场的落
果，一个品种就有 5000多公斤。
损失不小，但是没办法。”一舍
再舍，才成就了这里蜜桃的“绿
色内涵”。

“有舍，才有得。不少人总觉
得农业没发展，其实并不是。农
业并不是没有大发展，而是大家
被限制在一些思维里，比如以产
量定市场。但是产量高了、供给
多了，市场价格是下降的。品质
高了，市场价格却在上涨，这些
值得我们多思考。”岳明成感触颇
深。

好市场，强信心
再优品质有计划

高兴之余，他也没忘“复
盘”管理、销售中的问题，早早
便为下一季准备起来。

“今年的失误不少，像是疏果
时，留下果实的部位不太合适，
导致落果比较多，都白白浪费
了。还有就是病害没控制好，对
产量造成了影响。”摸索着，岳明
成越来越觉得管理是个精细活儿。

为此，他特意从蜜桃之乡深
州请来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师傅，
制定管理计划，“原来桃园里还是
半粗放型管理居多，从新一季开

始，我们要把地块细分，管理得
更加精细。”

到深州考察了几天后，岳明
成有了新想法。

“新一季，我计划提前做好分
区，做出礼品桃、采摘桃和市场
桃不同的区域。这样，管理时就
能有的放矢，根据不同分区分级
管理。在时间和成本都有限的前
提下，将部分地块的品质再提
升，产出更高品质的好蜜桃。”他
思路更加清晰。

不仅如此，在高品质蜜桃的
市场营销上，他也有了灵感。在
深州，岳明成了解到，一位农户
种植的蜜桃每盒只装 6个，就卖
到了 588元。这让他大为震撼的
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思考。

“说到底，能有这样的‘身
价’，还是离不开蜜桃的高颜
值、好滋味。不然只能是空做噱
头，影响声誉。所以，我们也得
调整思路，保证卖给顾客的蜜桃
真是个顶个的好。”他说，今年
的“礼品桃”，更多是因为“颜
值”突出被选中。“明年，我计
划购买一个不用破坏桃果就能测
出果糖含量的仪器，除了看桃果
的‘外在美’，还得精挑‘内在
美’，挑选至少达到 18个果糖以
上的。”

将粉草标准锁定在 30厘米以
下，增加粉碎频率；引入高品质
农家肥，每吨花费几千元也在所
不惜；计划明年 7月就推出“礼
品桃”，包装上还要再提升；注册

“大白洋桥蜜桃”商标，走上品牌
化发展道路；继续完善认养种桃
模式，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桃
友”……无论是种植还是销售，
都要将蜜桃做到极致，是岳明成
的终极目标。

思路，决定出路
■ 梦 鹤

近年来，任丘市北辛庄
镇牛村因地制宜发展荷花种
植、莲藕采摘，拓宽增收途
径，促进经济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图为村民正在荷塘
采藕，采收期能持续到明年
春节。

金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