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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

济南新闻视频事业中心：85196729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3871
健康新闻事业中心：85193857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318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事业部：85196380
文旅新闻事业中心：85196137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果然视频新闻中心：82625465
大数据中心：85196418
数字营销事业部：82625458
新媒体产品营销中心：82625456
战略合作事业中心：82625446
音频事业部：85193623
智库产品运营部：85196280
品牌运营中心：82625474
用户运营中心：85193700
齐鲁志愿服务中心：85193041

为打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

境，近期，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

街道城管委联合区城管局针对重

点路段的沿街商铺出现的店外经

营现象进行整治。

工作人员以宣传、服务、劝

导、管理为抓手，开展专项治理，

推进“门前五包”责任制落实。同

时街道城管巡逻队联合区执法局

十六里河执法中队坚持错时值

班、不间断巡查，持续加强市容环

境秩序管理维护。

(许婷婷)

十六里河：错时值班，

助力“门前五包”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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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陶春燕 郝忠诚 聊城报道

土里种出“软黄金”
蝉苗每克至少20元

“你看这一根，这一段破皮的部
分是卵区，上边很光滑的地方就没
有卵，知了用它的尾针刺破卵枝，把
卵产到上面。”眼下，金蝉的出土时
间已经进入了尾声，但撒蝉苗这一
工作还将会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乔延伟的基地里当前存放着上百万
根金蝉卵枝，每天，他都会在卵枝上
收集被称为“软黄金”的蝉苗。

“卵枝上白色的这些，就是已
经出来的蝉苗留下的壳，就和咱孵
小鸡是一样的，壳落上边，蝉苗落
下来。”不到一分钟的工夫，乔延伟
就从罩在卵枝下方的收纳布上收
集了掉落的蝉苗，一旁的电子秤显
示，这些蝉苗重量在5克左右，数量
有近2万只，在市场上，每克蝉苗能
卖到20元左右的价格，“蝉苗的价
格一直在涨，最近，还有要涨价的
趋势。”乔延伟说。

收集好的蝉苗，先撒到装了湿
润松散泥土的盒子里放置，随后来
到旁边栽种了榆树和柳树的林子
里，将树下的泥土刨开打散，把盒
子里的蝉苗撒在树下，这些蝉苗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往土里钻，
不一会儿就全都没了影儿，蝉苗的
成活率在10%左右。“这就是我们
每天的工作。”忙完这一切，乔延伟
笑着说。

算算时间，今年已经是乔延伟
做金蝉养殖的第11个年头，他坦
言，选择做这个行业也正是看中了
金蝉养殖管理起来相对简单，几乎

不受土地状况影响，只要保障好水
利条件，让林子里容易灌溉也容易
排水，剩下的，需要操心的并不多。

林下摸蝉火爆
需要排队预约

“金蝉卵枝分为梨树、桃树、杏
树、白蜡、法桐、杨树等，目前常用
的是杨树卵枝。杨树卵枝的卵区
长、卵粒多，出的蝉苗也就多。”乔
延伟称，基地里的卵枝都是附近上
了年纪的老人捡拾送来的，自己按
照4毛钱一根的价格收购，这些卵
枝，有的被捆扎起来存放，有的被
编成帘存放，树枝编成帘，还要多
付给老人们一些手工费。“编织起
来的卵枝更好管理，捆扎起来的内
外温度不太均匀，出苗的周期长，
编织起来的就较为均匀，出苗相对
多一些，喷药、加湿更好管理，占用
的地方也小。”乔延伟介绍说。

虽然养金蝉比较省心，但入夏
以来，想好好歇息依然是乔延伟的

“奢望”，他每天都要接听无数个电
话，铃声响个不停，这些电话，一部
分来自想要购买金蝉卵枝的客户，
一部分来自晚上想要来林子里“摸
金蝉”的周边市民。

晚上7点，夏夜的天光还存有
余亮，一辆小货车驶进了乔延伟的
基地，乔延伟和司机师傅赶紧忙着
搬运卵枝上车，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装货，在快速暗沉下来的夜色中，
这辆小货车将驶向潍坊。乔延伟
说，基地卵枝的销售方向主要是安
徽、江苏、河南、河北等周边省市，
有的大客户会一次性订购一百万
根金蝉卵枝，当前市场上，每根蝉
卵枝价格在0 . 5元到1元不等。

晚上8点多，天彻底黑了下来，
林子也逐渐热闹起来。乔延伟觉得，
今年夏天打电话来林子里摸金蝉的
人尤其多，有人一晚上能摸到1000
多只。由于来林子的游客越来越多，
林子里的金蝉也供不应求，为了让
游客更有体验感，乔延伟就做了预
约机制，来林子需要事先打电话预
约，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游客自己
摸索到这里。“有好多人都是从大老
远来的，也不想让人家白跑一趟，能
进来的就都让进来了。”

在金蝉养殖愈发火热的当下，
无论是蝉苗、卵枝还是成虫，都不
愁销路，乔延伟粗略估计，今年亩
产能在1万元左右。随着养殖方式
不断成熟，夫妻俩也越来越能看到
金蝉养殖的好前景，如今，这也成
了他们现下的唯一生计，每年夏
天，夫妻俩都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在
这上边。“一天24个小时，有近20个
小时头脑都在转，白天收卵条，晚
上抓金蝉。”妻子赵杰说。

从撒蝉苗到金蝉出土需要两年
时间，一些出土慢的则需要三年。一
年的冬季、春季、秋季三季管理好，
才能迎来第二年夏天好的出苗率，
出苗更多，更壮。“这个季节是忙碌
的季节，听到这个蝉叫，我就会想，
它把卵产到哪里了……”坐在蝉声
欢鸣的林子下，赵杰笑着说。

沙土地劣势变养殖优势
小金蝉成就大产业

在茌平区肖家庄镇，周边的土
地多为沙土地，粮食产量低，村民
收入少。乔延伟所摸索出来的金蝉
养殖这一模式，恰好破解了这一难
题。周边的老百姓纷纷向他“取

经”，乔延伟收取每亩地1000元的
租金，免费教学，带动周边的百姓
共同养殖，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远超
租金，大家都十分欢喜。

每年，乔延伟都要收集1000万
到1500万根的卵枝，这些卵枝都是
村子里上了年纪、劳动能力弱的老
人们捡来的，基地给老人们提供高
枝剪，捆绳。“每一根现在是4毛钱
左右，大爷大娘们有的一天能捡
1000根左右，收入很可观。”这笔账
算下来，乔延伟每年要支出三四百
万元给村里捡卵枝的村民。

今年，在市、区、镇政府相关领
导支持下，乔延伟的金蝉自留基地
扩大到了400亩，再加上周边一起
做的老百姓，面积总共超过了1000
亩，金蝉的产量每亩地在100斤、
10000只左右，今年行情最好的时
候，一只金蝉能卖到一块六左右。
金蝉的蝉蜕还可以药用，对于村民
又是一笔收入。

此外，记者了解到，肖家庄镇
金蝉养殖基地使用柳树种植金蝉，
亩产效益在1万元左右，今年新种
植芦笋300亩，使用芦笋地种植金
蝉，芦笋每亩收益在1万元，两项叠
加综合收益达到每亩2万元，24个
月预计年产值400余万元。

沙土地的劣势变为金蝉养殖的
优势，林中蝉鸣，鸣出了致富好“钱”
景，乔延伟的心里，也有了越来越多
的打算。他想着，等400亩基地全部
投入使用后，要把金蝉深加工这一
块儿做起来，延长产业链，到时候吸
纳村里的年轻人回来创业，再雇村
里的老人们做一些除草浇水的轻松
活儿，金蝉养殖行业眼见着越来越
火热，大家的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
红火。

夏天的夜晚，总是少不了
嘶嘶蝉鸣。打着手电筒，钻进小
树林“捉金蝉”，是不少聊城人
的童年回忆。慢慢地，野生金蝉
数量不断减少，金蝉人工养殖
这一产业愈发火热。连日来，茌
平区肖家庄镇落角园村金蝉养
殖基地负责人乔延伟的电话响
个不停，向他咨询购买金蝉卵
枝的商家络绎不绝，听着林子
里整日不绝的蝉鸣声，乔延伟
的夏天，过得忙碌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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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延延伟伟在在收收集集蝉蝉苗苗，，这这些些蝉蝉苗苗撒撒到到土土里里就就能能长长成成金金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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