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威威海海出出了了个个““牡牡丹丹王王””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千百年以来，牡丹都以其
雍容华贵、观赏性极强的特点，
赢得世人的赞誉。同时也被大
家视为富贵的象征。近日笔者
驱车前往威海市鑫江牡丹种植
专业合作联合社，听说这里有
一位“牡丹王”，他种的牡丹不
仅能开花，而且能榨油！相信您
也一定充满了好奇。

能把牡丹炸出油的这位
“牡丹王”，正是威海市鑫江牡
丹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的总经
理王传泽。初见王传泽的人都
会被他和蔼亲和的笑容所感
染。抛去种种耀眼的光环，在您
面前他就是一个朴素务实的老
大哥，听说我们为油牡丹的事
情而来，他更是敞开心扉毫不
保留，一一为我们道来。

2012年春，王传泽偶然听
到牡丹油这个项目，怀着对该
项目的极大兴趣，多次奔赴山
东菏泽、安徽亳州、河南洛宁、
漯河等地外出考察，通过拜访
专家、深入企业、走访种植户了
解到，牡丹浑身是宝，花蕊可以
做茶，花籽可以榨油，根可入
药，而牡丹籽油已经被卫生部
门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因其营
养丰富而独特，又有医疗保健
作用，被有关专家称为“世界上
最好的油”，是植物油中的珍
品。牡丹籽油含不饱和脂肪酸
高达92 . 26%，特别是其中的α-
亚麻酸含量在42%以上，是名
副其实的优质食用油，是适合
中国人的生态油、放心油、健康
油。并且可以进行批量生产，入
市销售。数万公里的考察之旅，
数百次的专家拜访，王传泽对
发展油用牡丹更加坚定，再次
创业的机遇就在眼前！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王传
泽在2014年首先成立了威海市
文登区鑫川牡丹种植合作社，
经过一年的发展，共发展社员
300余户，种植面积1000余亩。
俗话说的好“一个好汉三个
帮”，凭借优秀的人品和牡丹油
不可预估的发展前景，先后联
合了28家合作社，成立了威海
市鑫江牡丹种植专业合作联合
社。并且得到了威海市文登区
供销合作社所给予的技术、信

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电子
商务发达的今天，他也丝毫没
有懈怠，于2015年初成立了威
海市鑫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将油牡丹的平台打造的更加壮
大并且更加专业。

威海市鑫江牡丹种植专业
合作联合社自成立以来，先后
与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青岛农业大学、威海市新华学
校，北京中农信合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甘肃中川牡丹园艺开
发公司，威海市文登区供销合
作社等科研单位合作，致力于
油用牡丹的优化改良工作，。经
过多次参观、学习、考察、实践，
终于培育出适应于威海地区，
抗干旱、抗寒冷、超高产的油用
牡丹品种，打破了油用牡丹在
威海地区种植不能成活的传
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王传泽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了
解，也深切的知道农村的现状，
想尽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农民
兄弟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油
牡丹的种植恰恰能做到这一
点。油牡丹是多年生小灌木，耐
干旱、耐瘠薄、耐高寒、产油率
高，亩产在500到1000斤左右。
一年种植，几十年收益，且油质
优，具有多种效益，并且油牡丹
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
巨大。

据笔者了解，截至目前油
牡丹种植已达1800多亩。为促
进油牡丹产业快速发展，在以
威海地区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之
下，迅速调整思路，拓展发展区
域，走出威海，奔赴烟台、青岛、
日照等地，积极吸收外地区优
秀合作社加入联社，栖霞市锦
湖油牡丹专业合作社、日照市
东港区鑫源油牡丹种植专业合
作社，烟台市海阳市锦泉油牡
丹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已迅即加
盟。

通过调查了解，我们不难
看出这一新兴的产业有着巨大
的发展潜力。据估算，1吨牡丹
籽可衍生出牡丹籽油、胶粉、营
养粉、多糖等9个产品门类，可
实现经济价值50万元。牡丹籽
油对比花生油、大豆油，无论是
营养价值还是产出效益都具有

明显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消
费者认知程度的提高，牡丹衍
生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在采访过程当中，我们一
直被王传泽专业的讲解和无限
的正能量所感染。他说：我们联
社尊崇“踏实、拼搏、为国”的企
业精神，追求的是“诚信、共赢、
为民”的经营理念。以先进的种
植技术，周到的信息服务，卓越
的产品质量为生存根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传
泽满怀远大抱负。在谈到未来
的产业规划时，王传泽告诉我
们，力争3年内，在胶东实现以
威海地区为标准化的油牡丹种
植产业链，实行统一种植规划，
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培育种苗，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提供农资
服务，统一生产加工，统一产品
市场销售。在现有被批准的28
家合作社加入联社的基础上，
吸收新的实干型合作社和大户
加入联社，在威海地区建立20
个油用牡丹种植村，各乡镇设
立工作站，发展10000亩油用牡
丹种植市场。具体的的运作思
路是以联社为龙头，以各市区
为主体进行牡丹籽深加工，使
各市区周围的油牡丹种植社员
生产的牡丹籽，就近销售，减少
过多的浪费资金环节，使社员
的利润达到最大化。组织科研
人员，对油用牡丹产品的深加
工进行不断的深入研究，开发
出油牡丹综合利用的工艺生产
线。同时，对社员种植户采取种
植补偿、回收种籽和奖励大户
的方法提高社员的种植积极
性。

采访结束时，王传泽满怀
深情的告诉我们，威海市鑫江
牡丹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的愿
望是希望人人都健康，人人都
平安，人人都能吃得起牡丹油。
我们的理想是为中国油用牡丹
产业开辟新道路，为中国特有
的牡丹花卉开辟新空间，从而
最终造福于祖国，造福于人民，
实现美丽牡丹中国梦。

相信不久的将来，在“牡丹
王”的带领下，威海市鑫江牡丹
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必将在威
海地区油牡丹发展史上翻开崭
新的一页。

条条大路通杭里

近日笔者走访了文登区大水
泊镇杭里村，一进村就是一条宽
敞明亮的大道，村口晒太阳的老
奶奶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热情
得把我们带到村委，路上还不停
地夸赞书记，老奶奶说：张书记真
是个好书记，要不是他，你们这车
根本就进不来这个村，张书记给
我们真正办了件好事儿！你们可
得好好报道我们的好书记！

在老奶奶的带领下，我们见
到了张书记。张书记名叫张兰明，
今年60岁，是第二届连任的书记。
据了解，张书记在第一届刚上任
的时候，就结合村里现状及相关
政策，为村里争取到一个扶贫单
位的名额。

此外，村里最大的问题也是
急需要解决的就是村里的道路问
题。以前的道路都是泥道，遇到雨
季，村民们更是苦不堪言。毫不夸
张的说，村里面上到老人下至儿
童，每个人都有水鞋。村里的车出
不去，外面的车进不来。不光是村
民生活不方便，更是阻碍了和外
界的交流。

张书记上任之后，立志要解
决这一问题。首先修建了四五千
米的排涝沟，并对一些道路进行
了硬化。基本解决了道路问题。张
书记今年更是加大了力度，要对4

条街进行硬化，大约4000平方米。
工作之余，张书记也经常走访其
他村庄，总结经验，相信未来的杭
里村会发展的更加壮大，更加美
好。

界石新上庄

采摘过樱桃，葡萄和草莓，第
一次听到还有杏子采摘。来到界
石镇辛上庄村，漫山遍野映入眼
帘的全是一片片的杏树。李焕彬
书记向我们介绍说，我们村的杏
子栽培历史已有70多年历史，因为
昆嵛山独特的气候影响，方圆乃
至烟威地区，我们村的杏子口感
绝对正宗，不但个大，沙壤还甜。
每年到了六月十五号前后，前来
采摘杏子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
边吃着可口的杏子边游山玩水，
真正融入到大山中的仙游境地。

说起新上庄的果儿，不得不
提李焕彬和村民组建的“圣贤果
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员200

多户，近1000多亩果园。合作社定
期对社员进行技术培训并帮助果
农进行销售，70岁的徐运忠社长
集果业技术于一身，是远近闻名
的老技术员，旁边村的六度寺蔡
玉金70亩果园，由于不懂技术导
致连年亏损，徐社长听说后主动
技术支援，用两年的时间将这片
果园扭亏为盈，2014年盈利90多
万。李焕彬和徐运中运用新技术
果袋和生态农药，对市场上不太
看好的条红苹果进行技术改良，
并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打造真
正的“生态黄金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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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远见 真作为

今日我们驱车前往大水泊镇
埠前头村，在村委稍坐片刻之后，
于维刚书记风尘仆仆的赶来。初
见于书记的人都会被他亲和的笑
容感染。于书记今年46岁，却已经
连任2届村委。用“年轻有为”这四
个字来形容于书记就再合适不过
了。

据了解，埠前头村有居民220

多户，总用地1400多亩。起初农民
收入仅依赖于种植果树及一些蔬
菜大棚，但由于市场原因及缺少
一些专业的技术指导，村里居民
大多还是选择了出外打工，于是
种种问题就接踵而至。最主要的
问题就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于是
于书记上任之后，经多地考察了
解，以及敏锐的市场眼光，自己率
先种植了50亩的西洋参，并带领
了一些村民先后参与西洋参的种
植，也带领村民实现了致富。

时刻怀揣村民生活的于书记
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脚步，如何能
解决土地资源浪费这一问题呢？
凭借自己多年的社会人脉积累，
于书记想到了土地流转这个两全
其美的好方法，通过土地流转引
来不少的承包大户，并且解决了
老年人不能种植而又能得到其他
的收入。通过了解，现在已经有人
承包了100多亩的土地用于种植

“三优苹果”，据说可以达到亩产
万斤以上。而且现在已经投入种
植，已经初具规模。另外还有20多
亩也已被承包，用于种植葡萄。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待秋收
玉米收割之后，又会有200多亩土
地被承包，将用于种植无公害萝
卜，主要出口东南亚一些国家，并
且承包户可以和农户签定收购合
同，这样不难看出，这也必定会带
领更多农户共同参与，共同致富。

从于书记的侃侃而谈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他对于自己这方土
地的热爱，也畅想到这方土地未
来的蓝图，相信在如此认真且有
远见的带头人领导下，未来的埠
前头村会更加美好。

西瓜种植我在行

西瓜多汁味甜，含多种营养
成分，能解渴消暑，是人们喜欢的
果品之一。近日我们走访了大水
泊镇沟曲家村的陈主任，听了陈
主任的讲解才知道，原来种西瓜
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沟曲家村虽说只有72户村
民，但却有将近一半的村民种植
西瓜，和其他村相比，沟曲家村也
算是个种西瓜的“大户”了。

“劳动中出智慧”这句话说的
还真不假。种西瓜是该村的传统
作业，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获得高
收入，村民们也是总结了自己的
一套种植体系。

通过陈主任的介绍我们了
解到，首先该村的土地是十分适
合种植西瓜的，因为地质好所以
种出来的西瓜不仅甜而且口感
好。而且陈主任还告诉我们，人
家这西瓜的育苗可是有高招的！
沟曲家村的西瓜育苗采用葫芦
作砧木嫁接西瓜苗，这样既不易
出现枯萎和死苗，还可以让同一
地块重复种西瓜年限延长至五
六年。而且除露地栽培，还充分
利用塑料拱棚进行西瓜保护栽
培。此外还将农家肥与化肥有机
的结合起来，促进根系的生长使
西瓜藤蔓长势更好，结出的瓜也
会更甜。

沟曲家的西瓜正月左右就开
始投入种植，麦子收获完半个月
西瓜也丰收了。而且巧妙的打了
一个“时间差”。不仅供应了市场，
而且经济效益也大大提高。

如果您也爱吃西瓜，不如待
到西瓜上市之时，来品味一下我
们大水泊镇沟曲家村的大西瓜，
相信它会带给您一个冰爽而又甜
蜜的夏天。

油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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