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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九台区东湖街道的梅林禾润花卉基地温
室里的三角梅已经绽放

近日，绿意盎然的长春市九台
区东湖街道梅林禾润花卉基地温室
内，三角梅等花卉已经绽放，绣球花
等花苗正茁壮成长，工人细心地拔
去杂草。

“一个温室里有两万株花卉，种
类有七八种，这边是康乃馨花苗，这
是倒挂金钟，目前长得都挺好的。”
每天早上来到基地，技术员夏玉雪
首先就会来到温室里，查看花卉长
势。

花卉种植对温度、湿度的要求
都很高。基地是如何做到在数九寒
天还能花开不断？“我们的温室有不
少独特的设计，这是温室用棉被，可
以有效提高室温。”夏玉雪带笔者来
到室外，指着温室上的一层覆盖物
说。温室配有卷帘机，白天将棉被
卷起，晚上放下。此外，棉被上还有
一层防雨膜，一方面可以防雨雪，另
一方面可以提高棚内的温度。

“除了棉被，温室的建设角度也
有讲究。”夏玉雪说，基地温室搭建的
角度都是西偏南15度左右，“因为在
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角度日照
温度最高。温室内还有吸光纸，让光
照更充足。”

在精心打造的“精装房”里，花卉健康成长。在
梅林禾润花卉基地里，有 18 栋这样的温室。“我们
一年能产两到三茬花，这批花大部分将于四五月份
上市。”

高标准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模式、覆土增厚墙体
日光温室模式……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进日光温室
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为农业生产提供最优化的
现代装备和集成技术，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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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大棚：村民致富的“聚宝盆”
□ 宋晓林

听说集安市头道镇东
村有人承包扶贫大棚种柳
蒿增收，笔者便赶到东村。
承包人王安的妻子徐静告
诉笔者，柳蒿已经卖了两
茬，第三茬也即将上市，前
两茬柳蒿已经销售了大约
2000 斤。按 12 元一斤的批
发价算，这些柳蒿带来的销
售额就得有 2.4 万元，这还
不是她家从大棚里获得的
全部收益。

东村有 10 栋由市住建
局牵头援建的扶贫大棚，但
没人承包，一直由村集体直
接经营，人工成本高。甜瓜
种植是东村的传统产业项
目，前年秋天，驻村第一书
记周鹏涛利用扶贫大棚搞
起了冬季甜瓜种植试验，准
备在春节和元宵节前夕各
推出一茬甜瓜，卖个好价
钱。消息传出来，不少人都
持怀疑态度，因为东村从来
没在冬天种植大棚甜瓜。
这个试验，王安的岳父徐治
国一直在关注，隔三差五就
往大棚里跑。

冬天光照时间短，本应
90天成熟的甜瓜用了4个多
月才成熟，自然卖不上高
价。周鹏涛的试验没能取
得预期成效，他个人承担
了试验的成本，
村 民

们也议论纷纷，觉得试验失
败了，可徐老汉却对周鹏涛
说：“周书记，人家都说你这
个试验失败了，我觉得你成
功了，咱们东村以前从来没
人能在冬天种出来甜瓜。”

没过多久，王安找到周
鹏涛，想承包两栋扶贫大棚
种甜瓜。就这样，他们夫妻
俩用每年 7000 元的价格承
包了一栋暖棚和一栋冷棚，
签了为期5年的合同。他们
夫妻俩从山东买回几千棵
绿宝甜瓜苗，在大棚里种下
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到去
年6月10日前后，王安种的
甜瓜上市了，口感非常甜，
别人家的瓜一斤卖 3 元，他
家的瓜卖到了6元。

“我那瓜种得晚了，但
还是跟别人家的瓜一起下
来的。”说这话的时候，王安
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他
说，他的瓜口感好，除了东
村的土壤条件适合种瓜外，
大棚里温差大、没有雨水干
扰是主要原因。至于效益，
王安没有细说，村里有人
讲，王安卖瓜最少卖了 4 万
元。去年秋天他和妻子
又在大棚里种
起了

柳蒿。这么算下来，不算现
在大棚里的第三茬柳蒿，从
去年 3 月到今年 4 月，他们
夫妻俩创造的毛利润不低
于6.4万元，去掉承包费、水
电费、种子、人工等成本，纯
利润3.5万元。而且，种地、
打工、采摘山野菜这些事情
都没耽误。

在东村的田野里，笔者
见到了正开着拖拉机平整
耕地的王安。笔者问他，为
什么他会主动承包别人都
不愿承包的大棚，这个平时
就喜欢钻研技术的中年汉
子回答说：“这不是有周书
记在这么，咱们种完了人家
还帮着卖，心里踏实。”

王安承包的大棚去年
得到了升级改造。徐静说，
改造后的大棚温度提高了
10度，原来的暖棚现在冬天
都不用供暖了。很明显，有
了这样的条件，今年她家的
效益还会进一步提升。说
起今年的生产计划，王安表
示：“眼下种瓜有些
晚了，具体
种

啥还在琢磨，反正咱不能让
大棚白白闲着。”

看到王安成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村民王勇也
通过竞标承包了村集体的
4 栋花卉大棚，他和妻子王
淑雯负责生产，集体帮助
销 售 并 按 30％ 的 比 例 提
成。他们一家可以增收，
而村集体则降低了管理成
本，干部可以腾出工夫抓
其它项目。如今，王勇承
包的大棚里种着各种花卉
28 万株，通化和集安两地
的城市绿化部门提供了技
术支持，一朵朵娇艳的小
花开得招人稀罕。

周鹏涛告诉笔者，从脱
贫摘帽到乡村振兴，东村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党和国家
的政策再好，也需要群众解
放思想跟上步伐，王安的成
功，给东村人带了个好头
儿。

本报讯 李伟洪报
道 春日曈曈，桦甸市永吉街道东崴

子村蔬菜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暖意
融融。一棵棵反季种植的芽葱绿意盎
然，社员们忙着分拣装箱，一个个喜笑颜
开。

东崴子村沙土地比较多，适宜种
葱。多年来，一些村民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在大田里种葱，收入比种植普通作物
要高不少。一般情况下，是春种秋收当
季就卖，冬天就在家猫着了，图一轻闲乐
呵。

2018 年初，村里成立了蔬菜种植合
作社。12户村民加入合作社，每户都是
两口子，年龄最大的 61 岁，最小的 58
岁。“像我们这么大年龄，到外面打工，人
家都不要了。冬天闲着也实在是闷得
慌，总得干点啥吧。所以，我们一合计，
决定反季种芽葱，闯一闯市场！”今年60

岁的合作社社员王树香说。
当年应季的葱该卖还是卖，余下的

晒干了，待到秋天种到温室大棚里，一茬
接着一茬卖芽葱，这样一来一年四季都
有钱赚。一个冬春季下来，合作社算了
一笔账：应季卖葱，每斤 0.7 元；反季卖
葱，均价每斤3元……

去年，合作社预留了 10 万斤应季
葱。10 月初，24 名社员就开始忙起来。
据介绍，种芽葱其实很简单，干葱剪去枯
叶，剩下10厘米左右，栽到温室大棚里就
能活，不用上化肥，也不用打农药，25天
左右即可长成上市。芽葱长成后，每斤
要比应季葱增重3两多。

“从去年秋天忙到现在，一直没闲
过。每天要出葱300斤—500斤，最多时
能达近千斤。我们这个合作社是桦甸市
最大的芽葱种植基地，抢占了当地35%左
右的市场份额。”合作社社员张显华乐呵
呵地介绍说，粗略算一下，这个冬春季，
合作社能生产芽葱近15万斤，收入40

多万元。

东崴子村

葱芽反季种
社员赚钱忙

“像我这样种大棚的，哪是
现在开始春耕？是一年四季忙。”
近日，磐石市福安街道磨盘山村
的西红柿产业大棚种植户杨春红
一边忙着掐尖打蔓，一边回答着
笔者的问题，在场的人都被她这
话逗乐了。

“仅仅靠两栋大棚生产的西
红柿，杨春红一年就能挣四五
万，忙得有时候一个礼拜也见不
上她一面。去年她又新装修了
房子，日子过得让周围人羡慕。”

福安街道的宣传干事刘诗琪介
绍，没种大棚之前，杨春红家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供孩子上学
都成问题。

“疫情虽然可怕，但生产不
能落下。今年过完年。街道就
给我协调种苗、肥料、农药、农膜
等物资，我卖西红柿走的是农产
品‘绿色通道’。”杨春红喜滋滋
地说，“想当年，我也是春天贷款
备春耕，忙到秋收，卖
了钱还了贷款，

剩不下几个，一到孩子交学费，
我就愁得满地瞎转。如今好了，
自从有了这两栋大棚，一年忙下
来少说也能多收入好几万。这
两棚西红柿采摘完，到月底最少
也能挣2万元。”

说起今年的种植安排，杨春
红告诉笔者，5月10日以后，她要
在西红柿的基础上，增加一棚豆
角，这两样就让她能忙到7月底，
从8月开始到11月底，她准备种
一茬甜瓜，又能收入几千。从12

月到来年2月，她在大棚里种菜，
供应元旦和春节市场。扳着指头
算一算，杨春红一年的费用不到
两万元，剩下的就是纯收入。

一年到头不闲着，是农业科技
让杨春红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而
像杨春红这样的大棚，磐石市一共
有2530栋，总面积2300亩，通过种
植蔬菜、草莓、水果、食用菌，这些大

棚年收入超1亿元。
(磐宣）

磐石大棚种植户一年忙四季

近年来，大安市始终将发展棚膜产业作为农民致富的
一项重要举措，结合种植业结构调整，引领农民转变生产
方式，在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等方面为农民做好服务。不
仅打开了农民的增收致富之门，也成为农民的“绿色银
行”。目前，大安市834栋日光温室大棚中，78栋用于蔬菜
生产，重点选种菠菜等抗低温、生长期短、产量高的速生蔬
菜；651栋用于育瓜苗、菇娘苗和蔬菜苗。 林英春 /摄

与往年一样，今年刚
入4月，舒兰市平安镇金星

村的学明水稻种植家庭农场
就开始了水稻播种。

育秧大棚里，一台水稻大
棚播种机在铺设好的铁架上来

回播撒稻种，机器走过之处，稻种
均匀洒落在秧盘中。

为何学明农场的水稻播种得这
么早？

“传统播种的过程是包衣、浸种、
催芽，播完两天之内就出芽。我用的是

干籽丸化播种技术，可以自己控制出芽
时间，出芽时间可以控制在半个月。”农
场负责人李学明对这个技术赞不绝口。

干籽丸化技术，是遵循原生态的
生长方式，秧苗抗病能力强，根系发
达，每公顷能增产10%左右。“这个
技术已经用了3年，带动了周边50
户农户使用，节省了不少成本。”
李学明说。

今年，李学明没有扩大种
植规模。“今年农场种植面积
还是 127 公顷，其中有机水
稻 43 公顷，其他的都是绿
色水稻。”李学明说，再有
四五天水稻播种能结束。

虽然种植规模没扩
大，但李学明要比往年
更加忙碌。农场里，
2.5米高、500米长的

空中观光栈道正在施工，
预计4月25日前完工。

“我琢磨着今年在稻田
里养些螃蟹，放些鸭子，也搞
个观光农业。”李学明说，稻田
养鸭的有机农业模式不仅能给
水稻田除虫、除草，鸭子的粪便也
是很好的有机肥，对提升土壤肥力
很有帮助。到了收获的季节，稻田
不仅收获水稻，还能收获稻鸭稻蟹，
带来一笔额外收入。

再过一个月，农场的观景台建设开
工。“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农业观光
项目，观景台设计 13 米高，带有 200 米
的观光长廊，预计7月中旬完工。”李学
明说。

到了夏天，登上观景台，漫步栈
道，稻浪飘香，鸭群嬉戏，鸭稻共生
的田园风光，足以令人心旷神怡。

李学明告诉笔者：“就是要把
我们的水稻基地按照花园的方式
来建设，既能养鸭、养蟹、种植水
稻，也能休闲观景。”

不只是观光农业，水稻
育秧结束后闲置下来的大
棚，李学明也想好了用处：
共 计 6000 平 方 米 的 大
棚，种植甜黏玉米和有
机蔬菜，搞采摘农业，
这又将成为农场增收
的新方式。

育秧棚里话“钱”景
□ 黄祺峰 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