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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传绝活

自减产量以质取胜，别人拔草他们种草

这这些些农农业业““大大王王””各各有有绝绝招招

他成立小枣合作社
让撂荒枣树硕果累累

57岁的乐陵市大常村党支部
书记赵云海是远近闻名的“土专
家”。祖祖辈辈都是枣农的他，打小
便和枣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深深扎
根在这片土地上。他自家有200棵
枣树，算是当地的种枣大户，拥有
几十年的种枣经验。

“大常村有154户、638口人。此
前，一半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地里
的枣树无人看管。”赵云海称，乐陵
作为小枣主产区，现有30万亩枣
林，年产金丝小枣1亿公斤，占全国
产量的十分之一。自2010年以来，
面对新疆枣的猛烈冲击，加上一些
枣农仍沿袭传统的小枣管理模式，
结果小枣品质下降，常有黑头裂
口，致使小枣产业在低谷徘徊，枣
农望“枣”兴叹。自去年开始，赵云
海又有了新的职务——— 大常村小
枣产业合作社社长，带领一班人员
负责该村450余亩枣树的管理工
作。“村子共有845亩枣树，其中450
多亩已经纳入合作社管理范畴，合
作社用市里发放每亩600元的补助
款，把没有管理时间和经验农户家
的枣树统一管理，这就彻底解决了
枣树‘撂荒’的问题。”

赵云海担任合作社指导员，通
过召开党员、群众大会选出9人组建
管理服务小队，具体担任监事员、计
工员、技术员、管理员等，重点围绕
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技术指导、采购
等环节开展工作，实现统一管理、统
一采购、统一销售“三统一”。“目前，
合作社与当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并将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
收购红枣，平均每人每户增收2000
元，年产值200余万元，既改善了枣树

‘管不了’‘管不好’的局面，也缓解了
红枣‘卖不出’‘卖不好’的问题。”

“金丝小枣，是乐陵人的孩子
和命根子，一定要抱好养好。”赵云
海说。

喝牛奶听音乐
他让苹果论个卖

有着栖霞苹果大王之称的烟
台博士达集团董事长张朋义能让
苹果论个卖。

2009年，张朋义意识到栖霞没

有一个成规模的苹果品牌，他将
目光瞄向了“有机苹果示范园”。
他从烟台市果树科研所购进了
7000余棵最新品种的苹果树苗，
在果树专家的指导下，按照最先
进的种植模式栽下了树苗。张朋
义组建了科研团队，研发出以各
种动物、植物残体或代谢物作为
配料或主料的有机苹果专用化
肥。为了达到有机示范要求，他还
特意从国外引进了一种叫做鼠茅
草的牧草，这种草茂盛时可抑制
其他杂草生长，枯萎后变成肥料
营养果园，在防虫治虫上，全部应
用频振式杀虫灯、粘虫板、无公害
生物农药等病虫害防治技术，确
保生产的每一道环节。最终，博士
达有机苹果示范园获得了国家有
机食品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机食品
认证标志。

“这个苹果长得大，得有90毫
米。”在博士达有机苹果示范园里，
一棵棵苹果树上挂满了苹果，张朋
义随手摘下了几个苹果的袋子说，

“这里的苹果都是听着音乐喝着牛
奶长大的，这么好的苹果得论个卖，
由于苹果品质好，不少苹果还没摘
下来，已经被客户抢订一空。”

“桃王”王铭聚
桃树树形也得保持

王铭聚，临沂市蒙阴县垛庄镇
孙家峪子村党支部书记、聚利果品
专业合作社社长。在他的带动下，
果农运用“改变清耕、自然生草、多
施有机肥、疏花疏果”等模式种桃，
在2018中国蜜桃大会上，聚利果品
专业合作社选送的桃子获得了4
金、5银和3个优胜奖的好成绩。

孙家峪子村共有361户、1192
人，山岭总面积5000余亩，先后发
展了春美、玉飞等优质蜜桃2000多
亩，是远近闻名的蜜桃专业村。
2016年，北京正大集团到蒙阴县寻
找供货果园，要求蜜桃的糖分必须
在12以上。普通蜜桃的糖分一般在
10以内，考察一圈只有王铭聚的合
作社能达到条件。

王铭聚参赛蜜桃大会送选的
一个“玉妃”品种，可溶性固形物

（糖分指标）含量达到了17 . 7%，
是毛桃品类中含糖量最高的。能
产出高糖分的蜜桃，王铭聚的诀
窍是桃园不打除草剂，让杂草自

然生长人工除草，这样不仅能疏
松土质，杂草在桃树下腐烂后还
能提供养分；用养殖场的动物粪
便和果木屑配制有机肥替代化
肥；每棵树有选择性地保留一定
量的果子，保证每颗桃子的养分足
够、平均。“这样长出来的桃子个头
大、光泽度好、足够甜。”除了这些
诀窍，王铭聚还注意塑造树形，让
桃树长成后树枝既能承受果实的
重量，又能通风不互相遮蔽阳光
保证果品质量。

为求冬枣品质
他主动减产6亩

今年54岁的霍艳华是滨州市
沾化区富国街道黑龙村的村民。种
了16年的冬枣，霍艳华在冬枣种植
方面可算得上专家了。自2002
年霍艳华开始种植冬枣，当
时冬枣看上去很大很好，但
是口感却一般，所以也卖不
上价格去，即便一亩地产量
到4000—5000斤，但是收入
并没有很多。

经过不断摸索改进，霍艳华
慢慢地意识到，冬枣不在产量在质
量。霍艳华开始由原先12亩冬枣减
到6亩，但是这6亩冬枣霍艳华会
对它们进行精细化管理，从施肥到
锄草，每一步都经过霍艳华的严格
把关，事事亲力亲为。霍艳华把经
验全都分享了出来。首先，地里千
万不能打除草剂，要锄地，一年最起
码要锄7—8遍，这样做对冬枣树的
根系好，透气不易生病。其次，枣千
万不能过于茂密，一亩地掌握在
1000斤左右，千万不要贪图产量而
疏忽了质量。再次，千万不能打药，
一定要等到冬枣自然红，这样的冬
枣不仅好吃又好看，而且还无公害。

2013年，霍艳华参加了沾化冬
枣赛枣大会获得了第一名，这使霍
艳华更坚定了管理冬枣的信心。之
后又连续参加了4届，每次不是特
等奖就是一等奖。霍艳华表示，现
在每亩地产量虽然也就1000斤左
右，但是由于枣的质量好，口感好
所以价格也比较高，收入远远超过
了之前。

本报记者 李榕 钟建军
杜晓丹 邱明 付玉成 王思雪

通讯员 王华之 王建彬
张圣虎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哪一天？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

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为什么把每年秋分设为丰收节？
从节气上看，秋分时节硕果累累，最能体现

丰收；从区域上看，我国多数地方秋收作物是大
头；从民俗上看，我国十几个少数民族有庆祝丰
收的传统节日。

■丰收节怎么过？
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民俗文

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纷呈，突出地方特色，
不搞千篇一律。

■如果粮食歉收，是否还办丰收节？
局部减产并不代表全国情况，如果某些地方
歉收，更要激发、振奋农民的精神夺丰收。
通过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既可以提
振信心，又可以为农民增收搭建平台。

■举办丰收节有什么目的？
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系列民俗活动，
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

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设立丰收节有什么意义？
节日将进一步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

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怎样办好丰收节？
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

要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
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同时，让农民成为节日的
主角。

■第一个丰收节有什么活动安排？
农业农村部设计了“1+6+N”的总体活动安排：

“1”是在北京有一个主会场，“6”是指六个分会场，
立足体现中国农耕文明的区域特点，“N”是指策划
了100多个系列活动。

山东是农业大省，特色农产品极为丰富，更是涌现出了不少农业“大王”。他们是庄稼地里的“状元”，培养出来
的农产品屡屡拔得头筹。“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多名山东的农业“大王”，看他们都有哪些绝招。。

“大王”
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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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先人一步，深度
聚焦单一作物，追求
极致，在提高产量和
品质的同时，成为造
福 一 方 的“ 农 业 大
王”。

“种植了16年的冬枣，每一棵树都经过
细心研究，精心呵护。”霍艳华在冬枣种植
方面可算得上专家了，种植冬枣的每一个
步骤霍艳华都是亲力亲为，直至冬枣采摘。
2013年，霍艳华参加了沾化冬枣赛枣大会
获得了第一名，使霍艳华更坚定了管理冬
枣的信心，之后又连续参加了4届，每次不
是特等奖，就是一等奖。

【冬枣大王】
霍艳华 沾化区富国街道黑龙村村民

【章丘大葱王】
宋光宝 章丘葱农

宋光宝从2006年至今，先后7次夺得
“大葱状元”称号，其中2014年至今已连续4
次蝉联冠军。“我种了20多年大葱，主要从
选种、浇水、施肥、管理这四方面下功夫。

“在我心里大葱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把它们
的‘脾气’摸透了，什么阶段需要什么营养
就搭配相应的肥料，而且保证每一棵葱都
得到相同的照顾，决不能施偏肥。”

48岁的她与辣椒打交道有4年，是村子
里辣椒“种植大户”。“就是看好辣椒带来
的收益，我家才坚持种植辣椒。”“温度、湿
度、光照、驱虫，都有讲究。”她深入研究辣
椒的种植特点，并逐渐摸索出技巧，经过
系统的管理，她种植的辣椒种个大饱满，
色泽红亮，品质优良。在她的带领下，多数
村民投入到辣椒种植中。

【金乡辣椒种植大户】
朱秀琴 金乡县鸡黍镇大杨庄村村民

“丰收节”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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