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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我在网络上看
到了一条西红柿一年两种两收
的技术信息后，大受启发，通过
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
等方式，建立了百蔬园果蔬种
植合作社，大力发展无公害、绿
色有机西红柿，日采摘西红柿
150吨，进账30万元。”日前，郓
城县张营镇返乡创业青年刘强
兴奋地向大伙儿说道。

将有机蔬菜
“搬”到老家

  据了解，近几年，郓城县大
力号召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乘着这股东风，2016年初，
在北京从事农业种植的刘强把
高档连体大棚“搬”回了郓城老
家。
  回到老家后的刘强看到乡
亲们守着大好的土地，却过着
穷日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积
极联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流
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方
式，共租赁了1200亩土地，大力
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
  好学的刘强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定期
邀请专家教授亲临田间手把手
对村民们进行指导。刘强鼓励
村民全部使用有机肥做底肥，
杜绝使用农药、杀虫剂，保证蔬
菜的绿色、生态、无污染。

日采摘西红柿
可达150吨

  今年4 0出头的刘强，于
2016年初，在当地政府和扶贫
办的帮助协调下，和合伙人共
同投资2000多万元，创建了目
前我省最大的连体西红柿大棚
种植基地。
  日前，在百蔬园的西红柿
大棚里，刘强随便摘下几颗西
红柿让记者放心食用。“咱百
蔬园里的西红柿个个保‘绿’，
种植过程中按照北京的技术
专家要求仔细管理，从定植到
爬秧很少发生病虫害，即使出
现了蚜虫、灰飞虫之类的小飞
虫，也全用粘虫板防治。”刘强
指着大棚里的两排黄色粘虫
板说。
  西红柿丰收后，如何采摘
成为刘强的一块心病。当地政
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由扶贫办
帮助百蔬园联系采摘人员。马
庄村66岁的农妇马艳春经动
员后来百蔬园采摘西红柿，她
告诉记者，往日在家打麻将输
钱，儿媳多有抱怨，自来这里
采摘西红柿后，每天能挣50元
钱，婆媳关系也得到了明显改
善。
  刘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大棚西红柿集中收获期间，每
天采摘150吨，日进账30万元，
销往北京、广州、深圳、重庆、上
海等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大
型超市，受到市民青睐。

“下地上班去”
成村民口头禅

  在百蔬园建设初期，刘强
便联系村两委，把种植基地里
的土地分包给了村里的贫困
户和家庭生活困难的人。承包
的村民只要负责日常除草、翻
地等工作即可，每月发放管理
费。合作社优先录用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其次录用入股农
户。

  今年55岁的季女士，来自
该镇的殷垓村，以前她靠在周
边村做些零活挣钱供儿女上大
学，大半年也挣不到2000块钱。
在百蔬园建成之后，村里推荐
她来这里工作，听说包一亩地
种一个月能给1300元，季女士
一下就包了三亩地。
  刘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基地每年能够向市场供应无公
害蔬菜25000吨，一年分两季生
产。春季大棚西红柿每亩可产2
万-3万斤，除去成本，亩纯收

入1万-1 . 8万元。秋季西红柿
亩产1万-1 . 5万斤，亩纯收入
8000元，合作社年纯收入3000
万元以上。可以安置贫困劳动
力1580人就业，带动贫困户530
户，每户年均可增收2 . 5万-3
万元。
  刘强说，下一步，百蔬园将
规划建设500吨恒温库、办公
楼、蔬菜研发中心、技术培训学
校，实现企业化管理，增强贫困
户“造血功能”，真正使贫困户
稳固脱贫、不返贫。

小小小小西西红红柿柿成成农农民民增增收收““致致富富””果果
郓城一返乡青年建西红柿种植基地，带动53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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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送丰收的西红柿给当地敬老院老人尝鲜。(资料图) 本报通讯员 魏忠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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