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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境境好好起起来来
百百姓姓钱钱包包也也得得鼓鼓起起来来
南山发展必答题亟待破解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成了南部山区随处可见
的宣传语。保护绿水青山已
经成了村民们的共识，但他
们也在问，绿水青山怎么就
能成为金山银山。这个问题
已经是南部山区发展中的必
答题。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愁销路
路边等了大半上午
山货只卖出60多元

两把大遮阳伞，几篮子山
鸡蛋，5筐苹果，4袋核桃，再加
上小米、地瓜和一些野菜……
在南部山区锦绣川水库西边
不远，省道327路南，44岁的仲
宫街道锦绣川办事处凉水泉
村村民王延福，在摆摊卖山
货。上午10点40分左右，他迎
来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位熟
客带着朋友来买山货。“他们
每样都要了点，价钱很便宜。”
王延福和妻子守了大半个上
午，只等来了两拨人，仅卖出
60多元钱。

王延福每天上午9点多用
自家的面包车把山货拉来，摆
开摊子，下午四五点回家。看
着摊子上依旧很满的山货，他
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常，一天
能卖两三百元就行。”对于上
午的收入，他也知足。他的苹
果2元一斤，山鸡蛋10元一斤，
核桃五六元一斤，虽然售价不
高，但除了自己摆摊叫卖，王
延福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
销路。

眼前的省道327，是通往
锦绣川水库的主路，经过的
车辆不少。在王延福摊位后
不远，是一处小广场，当地政
府为方便农户销售农产品设
起了农贸广场。不过眼下鲜
果还未成熟，村里大多数人
都到城里找活儿干了，广场
上空无一人。“周末来玩的人
多，广场上热闹得多，村里能
有上百户来摆摊的，那时候
卖的东西多。”

记者发现，王延福篮筐里
的苹果看起来已不太新鲜。

“愁销路啊，这些去年的苹果
都开始烂了，还没有卖出去。”
当然，也有贩子来收果，但他
不愿意以每斤两三毛的价钱
贱卖。“没法浇水，我们的果长
得小，人家不愿意要，卖不上
价钱去。”王延福说，济南市区
苹果最便宜也要卖到 2元一

斤，但在南部山区，最大最好
的苹果批发价才能卖到2元一
斤。

缺资金
虽然守着水库
果树却“看天吃饭”

“能给树浇上水，管得好
了收入能翻番，越管得好了越

好卖。”王延福说，由于一些农
户种植的果子卖相一般，渐渐
地，外地来这里收果的车也少
了。

王延福知道增收的要诀，
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投入。“守
着水库，照样没法浇水。”王延
福指了指右前方的锦绣川水
库，又向身后通往核桃林的山
路直摆手。村民可以用水库的

水灌溉，但没有提水设施，要
浇水只能靠人肩挑背扛和三
轮车拉，耗费的人力太大，成
本太高。买个大型水泵得花十
几万，王延福家年收入只有3
万元，刚够一家人生活所需，
根本负担不起。除了水泵，打
井也不是普通农户所能承受，
南部山区海拔高，想要打到
水，水井要打200多米深。

南部山区的多数果树都
只能“看天吃饭”，今年清明节
的一场大降温，让众多果树受
了冻害。“村里的樱桃和核桃
都冻坏了，几乎没有收成。”

“济南一直在加大力度保
护南山生态环境，环境是保护
了，但是怎么来提高村民收入
呢？”对南部山区的绿水青山
怎么变成金山银山，王延福充
满了疑问。

搞转型
不再养殖畜禽
尝试种植食用菌

2016年8月，南部山区管
委会正式成立，突出绿色保
护 、绿 色 发 展 ，不 再 考 核
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
经济指标，济南把 2003年开
始的“南控”发展战略放到了
更重要的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也成了南部山区随
处可见的宣传语。保护绿水青
山已经成了村民们的共识。同
时，村民们的生活如何改善提
高也成了保护南部山区的必
答题。

这道必答题几乎每天都
在考验着南部山区管委会生
态保护局局长刘继明。这个局
不仅负责生态保护，还有农
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发展等
职能。去年整治畜禽养殖时，
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村民们
支持政府不再搞养殖，但最后
工作人员到现场帮助村民销
售和处理剩下的养殖鸡时，村
里很多妇女都眼泪汪汪的。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刘
继明对这一幕记忆深刻，村民
们为南部山区的保护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她们的眼中有泪

水，更有期待，期待政府能给
出民生改善的答案。

村民们提出不在棚里搞
养殖，政府能不能提供技术支
持，指导他们种植食用菌和木
耳。这个思路提醒了刘继明，
可以借助山地适时发展林下
经济，现在部分村民已经开始
尝试种植食用菌。“但是一家
一户种植效益比较低，需要规
划和引导。”

在南部山区做农业工作
已20多年的杨任（化名）感到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前南
部山区发展不一定要靠农业，
但现在不能再进行对环境有
破坏的开发，发展经济主要得
靠农业和旅游业。”

创特色
林下种植中草药
一亩增收4千元

柳埠街道槲疃村的济南
润正中药材有限公司是济南
市7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之
一，是南部山区唯一一家。这
家公司在南部山区并不是最
大的，以前也没有受到多大
重视。而今年，在梳理南部山
区林下经济发展时，生态保
护局发现，公司生产所需的
中草药正可以在南部山区林
下种植。

今年开春，生态保护局的
农业工作人员就去这家公司

“取经”。了解到随着人们对养
生越来越重视，公司的中药饮
片销量连年增加，而且公司
2014年开始在莱芜发展了700
亩的种植基地，提供种苗发展
订单农业，已经带动当地的农
民致富。南部山区和莱芜基地
的山地地形相似，可以学习这
样的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发展
中药材种植。

很快，生态保护局开始考
察适合林下种植中草药的村
子，请专家到村里查看，又带
着四五个村支书到公司和种
植基地实地考察。最终，仲宫
的金刚纂村和高而的核桃园
村与这家公司牵手，成为南部
山区的 2个订单中草药试种
村。现在，两个村里种的黄芩

摆摆脱脱““提提篮篮小小卖卖””
教教种种植植户户做做电电商商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南部山区的很多优质农
产品还停留在田间地头卖、马
路边卖、“提篮小卖”的阶段。

“酒好也怕巷子深。”南部山区
管委会主任王道忠曾向南山
的干部们说，南部山区要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探索“公司+
基地+农户+科技+互联网”的
新模式。

为了帮助村民们拓宽销
路，4月初，生态保护局组织
了一次为期2天的电商培训。
这次培训特别要求参加者是
45岁以下，有一定计算机操
作基础的种植户。西营街道
葫芦峪村的崔殿科第一个报
了名。“前年我从西营降甘村
流转了20多亩地，扩大猕猴
桃种植，去年种苗，现在还在
生长期。规模变大了，也要想
想怎么卖了。”

崔殿科在葫芦峪村有100
多棵20年树龄的猕猴桃树。7
年前，原本口味一般的猕猴桃
突然变得可口，有生意头脑的
他用三轮车拉了一车到市区
里卖。“那时候市场价是两三
元一斤，我感觉我的比他们的
好，就叫6块一斤。”虽然卖得
比市场价贵了一两倍，但他的
猕猴桃口感好带来了销量，一
个下午六七百斤的猕猴桃就
销售一空。

此后崔殿科开始潜心研
究种植技术，自费去陕西、四
川学习，回来之后，他把猕猴

桃管理得很好，不仅个头大而
且还好吃。“这样我就不用运
到城里卖了，我们村附近就有
九如山风景区，每天都有很多
人开车来玩，我的种植区又是
去九如山的必经之地。我就一
条板凳摆路边，立个猕猴桃采
摘的牌子，销路自然就来了。”
崔殿科的猕猴桃卖得不便宜，
采摘一斤15元。“有人嫌贵，也
有人觉得行。我感觉品种好
了，口感好了，总会有人喜欢。
而且这边种猕猴桃的很少。”

尝到农业种植的甜头后，
崔殿科主动拆去了自己私搭
的农家乐，在流转成本更低的
降甘村扩大规模，种植猕猴
桃、樱桃、葡萄和桃子。“很多人
不理解，现在大家都放弃了农
业种植，去城里打工，不理解
我怎么还放弃了农家乐，主动
扩大规模搞种植。”崔殿科不
觉得亏。“原来不懂行，现在我
已经有技术有管理经验了，不
这么做我才觉得是亏了。”他
不仅自己种猕猴桃，还主动传
授经验给其他村民一起种植。

“这个不存在竞争，农业需要
一定的规模才能做出名气。”

九如山旁的猕猴桃好卖
离不开风景区的高质量人流。
崔殿科准备把自己的园区也
打造成风景区，大片的桃树开
花，四季都有水果采摘。“线上
线下的结合也很重要，这次电
商培训对我启发很大。每次培
训都开拓了眼界，有不一样的
收获。”

■南山怎样变金山·产业

和丹参已经长出了嫩叶。
“以前村里也有想种中草

药的，但是苦于没有技术，种
不出来。现在有了公司的种
苗，还有技术员来指导，就种
出来了。”金刚纂村村支书马
广业曾带着村民用11年时间
打通了从村里向北通往济南
的盘山路，而在增加农民收入
这条路上，村里种的旱地西红
柿也曾因山高路远遇到销售
难题。现在有了中草药订单，

村民们都很踊跃。
“我们提供苗木和技术，

检验人员验收合格之后，全部
进行收购。”济南润正中药材
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赵奎峰
说，中草药是在果树或核桃
树下种植，村民们投入六七
百元的种苗费用，根据今年
的价钱，丹参干货卖到8元一
斤，一亩丹参能产 5 0 0斤干
货，一亩能增加4000元的收
成，而且免去了自找销路的

风险。
“核桃是南部山区最主要

的农业种植作物，也是村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因为种植
多年，品种不太好了，去年出
现了滞销，五六元一斤还卖不
出去。”杨任说，核桃园村的林
下中草药也是在调整种植结
构，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这
样的调整在逐步进行，核桃不
能全部放弃，还要尊重村民们
的意愿。

仲宫金刚纂村里，今年刚种下的中草药已经发芽，村民当年就能有

收获。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王延福和妻子在省道327旁卖自产的山货。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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