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续推广有机葡萄、黄瓜、地瓜、小麦种植，让每一寸土生金

佃户屯农民乐享生态金秋
蹲点记者 王保珠

十月金秋，正值农民收获季节。
佃户屯种植有机地瓜、葡萄、山药、
黄瓜的农民尝到了“有机”甜头。

佃户屯辖区的菏泽高科技生态
农业园作为菏泽菜篮子工程，科技
兴农，逐渐成为菏泽现代化农业发
展的一个“样板”。

有机地瓜增产一倍

4亩有机地瓜的产量，有些出乎菏
泽开发区佃户屯杜桥社区居民张保庆
的意料。今年他种植的4亩地瓜全部采
用的秸秆反应堆技术，不施任何的化
肥、农药，通过秸秆与菌种、疫苗发酵，
提供生物养料。经过专家测产，他种植
的有机地瓜产量达到7500斤/亩，比普
通地块3500斤/亩，价格也能翻一番。

“当时种植有机地瓜时的确没有
底。”张保庆说，为提高种植户的积极
性，佃户屯办事处出台了优惠政策，为
种植户提供免费的菌种、疫苗等。

据杜桥社区支部书记杜新生介
绍，该社区地瓜面积100多亩，总共
有30亩为有机地瓜为试验田，效果
非常明显，明年将扩大有机地瓜的
种植面积。

坐在葡萄架下数钱

张保庆今年首次尝到种植有机地
瓜的甜头，而佃户屯办事处吴店社区
农民马万季今年已是第二年把秸秆反
应堆技术应用到葡萄园里。

10月27日下午，当记者来到马万
季葡萄园时，仍有自驾车前来采摘的

游客。“今年的价格不变，还是每斤20
元，但今年的产量每亩提高500斤。”马
万季说，经过一年摸索，亩产量由去年
2500斤提高到现在的3000斤。

据马万季介绍，他承包80亩地
种植葡萄，其中60亩地是有机葡萄，
由于有机葡萄的色泽、口感、甜度都
非常好，所以很受大型超市、市民喜
欢，根本不愁卖，在地头上就把葡萄
销售一空了。

有机理念将渗入农民心田

目前佃户屯辖区菏泽市高科技生
态园生产的黄瓜、苦瓜、油菜、西红柿、
葡萄、苹果已通过国家级绿色食品认
证，无公害、绿色食品已在佃户屯辖区
农民心中留下烙印。现在佃户屯办事
处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已在黄瓜、葡
萄、地瓜、山药、小麦等作物上成功应

用，下步将全面推广，打造菏泽城区的
有机“菜篮子”、“果园子”。

据介绍，投资5000万元的菏泽
市高科技生态园建设工程，是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重点惠民工程。该工
程涉及佃户屯办事处万福河南21个
社区，对辖区内沟、路、电等设施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种值绿色、生态、
特色、高效农业，建成后将成为菏泽
市休闲、娱乐、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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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钱有藕味啊！”
通过种莲藕、养鱼，魏湾镇村民住上好房、买了新车
蹲点记者 周千清

曹县魏湾镇有万亩水域，盛夏
时节，铺天盖绿的荷田十里飘香。当
地村民依托这样的资源优势，找到
了致富新门路。

鱼塘养活村内2/3村民

10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近曹县
魏湾镇代老家行政村时，村支书代
云宽的小院外，几名妇女正坐在院
门前说笑，谈论着院中一辆崭新轿
车。“最近刚买的，养鱼比种地收入
高。”代云宽说。

“这钱都有藕味！”刚一进门，
就听到村民闫世山在屋内开心地

喊。原来，有人看好种莲藕的门路，
要租用部分村民一些地，而这里的
村民，依靠养鱼营生，多余的地租
出去，既不耽误自己，又多了一份
收入。

将租金分配完，51岁的代云宽
打开话匣子。“我和鱼是有感情的，
很多东西都是鱼带给我的。”据其
介绍，几年前，通过政府协调出资，
代老家行政村挖出150多亩鱼塘，
就近引水，行政村内2/3的村民都
以养鱼为主。“养鱼的村民家庭，青
壮劳力都不出门打工，因为养鱼的
收入非常可观。”老代说。

如今，该村已是远近闻名的鱼
村，很多人慕名而来。“卖时比市场
价贵2元，仍供不应求。”老代说，村
民养鱼都能挣些钱，很多人买了新
车。

政府支持+勤劳村民=创收

依托这些便利，有些村民开发
了休闲度假、河边垂钓项目，不仅能
享受垂钓带来的闲逸，还有收获的
满足感，“每逢节假日，垂钓园附近
都停满车辆。”

与老代一样享受水产养殖模式
创收的，还有郑庄行政村村民。每家

每户都种莲藕，约有1500余亩。
新的创收途径是村民勤劳、创

新的成果，也得益于政府大力支持。
一直以来，曹县相关部门及魏湾镇
镇政府大力支持村民淡水养殖，为
村民提供养殖条件，完善一切客观
环境。

曹县水务局水库移民办公室
与魏湾镇政府协调，为村民挖开
150余亩鱼塘，有了这样的支持，越
来越多的村民走上新的致富道路，
开启新的篇章。代老家行政村、郑
庄行政村只是魏湾镇的缩影，这种
创收模式正惠及那里所有人。

成武县白浮图镇出了新鲜事

菜豆合作社有了CEO
蹲点记者 王保珠

2012年2月，成武县金桥菜豆种植
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桥合作社)被
农业部等12部委评为“全国首批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金桥合作社有了
CEO——— 张化良。如何让合作社社员
利益最大化、如何分配红利，一直困扰
着金桥合作社理事长张化良。从农资
让利到年终返还现金以及对优秀社员
发红包奖励等，社员逐渐尝到甜头，自
2008年金桥合作社成立，它从最初5户
社员已发展6300多户。

让农民加入合作社，就是让他们
享受“福利”，他们才有积极性，然后合
作社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如何经营好，
这考验着合作社CEO张化良。

26日，作为金桥合作社社员、白浮
图镇孙庙村村民王金波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他家一共5 .5亩土地，3 .5亩用于
种植大蒜，今年底肥钱1700元；2亩芸
豆大棚，底肥钱1100元。作为金桥合作
社社员，他购买每袋肥料享受20元会
员补贴，然后年终购置生产资料时凭
社员卡享受3%的现金返利，就这样他
种植5 . 5亩土地，折合算下来，可以减
少360多元的成本。

而成立金桥合作社之初，却没
有这样好的福利。白浮图镇杨庄村
村民杨子兵说，开始合作社没有分
红，只有免费的技术指导，自己的特
色种植(香瓜)在专家指导下，得到丰

收，很多村民看到有人获利后，对加
入合作社有了重新认识。

经过4年多经营，金桥合作社逐
渐壮大，从原先5户社员，发展到注
册社员105户，入社会员6300多户。

如果返还现金、农资让利是看
得见的“福利”，那么技术指导则是
合作社社员的无形财富。

“这是一套远程视频系统，如果庄
稼出现疑难杂症，可以通过视频请教
专家。”在张化良办公地点有一套远程
视频设备，他说视频远程专家来自省
农科院以及全国土地庄稼医院，非常
好使，基本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通过学习，张化良带领社员尝

试科学种植模式。金桥合作社先后
推行中温棚内栽芸豆，畦埂上间作
甘蓝，接茬种西瓜，西瓜田内间作豆
角等三种三收、四种四收模式，仅仅
一亩地，收入万余元。

“要把这一产业进一步做大、做
活、做强，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

‘农’字号产业，必须逐步实施芸豆
生产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
化。”张化良说，目前合作社不仅注
册了芸豆“翠博”牌商标，还被国家
农业部批准为“无公害芸豆标准化
示范基地”，创建了国家级高产优质
蔬菜标准园，为全镇蔬菜生产发展
起到了很好示范带动作用。

有机葡萄采摘园吸引很多市民光顾。本报通讯员 吉文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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