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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国栋）入秋以来，气温适宜、雨水
充沛，高密市柴沟镇中草药种植基地的丹参生长得格外茂盛。日前，郝家村
村民邱爱华和其他村民一起正在基地内忙着除草。
　　“中草药种植基地建成以来，附近的村民在农闲时可以在家门口打工，
平均一天能挣100多元钱，既能赚钱补贴家用，又不耽误照顾孩子，每天都充
满干劲。”邱爱华一年四季都在基地里打工，收入非常可观。
　　产业要发展，特色种植最关键。近年来，柴沟镇充分发挥土质、水质、
气候等优势，发展中草药种植产业，依托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补链强链，
叫响了“中草药小镇”品牌，让中草药种植成为富民强村新产业。“这里的
土质适合，水源充足，种出来的中草药品质优、产量高，在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基地发展得越来越好。”山东瑞鸿康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子布
说，三年前，企业几经选择，发现柴沟镇北部村庄土地肥沃，非常适合中草
药种植，遂将种植基地落户在这里。
　　目前，该基地发展了丹参、板蓝根、密柴胡、大青叶、黄芩等多个中草
药品种，种植面积达到60余公顷，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打工机会，而且每年的土
地流转费也让当地村民有了稳定收入。
　　“基地以每年每亩800元的价格在我们村流转了600多亩地，在给村民和村
集体带来稳定收益的同时，也给农闲时来这打工的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郝家村党支部书记范永钦说。
　　多年来，柴沟镇坚持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振兴，先后成立柴沟中草药联
合社、三得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平台，打响了柴沟密柴胡、两埠岭金银
花、郝家村板蓝根、油料牡丹等一批特色中草药品牌。同时，该镇以山东瑞
鸿康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为依托，延伸拉长产业链条，努力固链、
补链、强链，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让龙头企业既能吃饱又能吃好，形成了种
植、加工、生产成品药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为扩大中草药品牌效应，柴沟镇还依托“中草药文化节”“密柴胡文化
研讨会”等形式，放大中草药产业效应，加快推动中草药种植生态化、加工
现代化、产业集群化、产品品牌化。柴沟镇党委书记高健表示：“我们将坚
持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农业产业调整的重要抓手，积极融入潍坊国家农综区建
设，创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田托管’模式，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多
方增收的良好局面，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国栋 通讯员 刘刚）眼
下，正值板栗成熟季，诸城市昌城镇的万亩板栗已经进入采摘旺季，串串
栗蓬绽放，农户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我们村历来有种植板栗的传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树，咱们的板栗口
碑好，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来自河北等地的客商都会来这里收购。”10月6日，昌城
镇芦河村的栗农陈焕军剥开板栗的“毛刺”外衣，向记者展示色泽亮丽的栗果。
　　据了解，目前昌城镇板栗种植面积670余公顷，有百年以上的古树8000多棵。
经过多年精心培育，板栗已成为当地带动群众致富，促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与采摘现场一样火热的还有收购现场，栗农们扛着大袋大袋的栗果装车，
额头冒汗，脸上带笑。由于昌城板栗甘甜软糯，一直是全国客商的抢手货。
　　收购商李梓秋已经“驻扎”在昌城镇潍东村5天，在他眼里，黄澄澄的栗
果正是金秋收获的最好象征。“我们每年都来收购板栗，这里水土好，板栗品
质高，经常被一些大型加工企业当做高端产品的原材料，我已经收购了近80
吨，新鲜板栗流通很快，根本不用担心销路。”李梓秋说。
　　小小板栗成了群众的“致富果”。为进一步鼓起群众的“钱袋子”，昌城
镇结合唱好“股份合作三步曲”，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新模式，
通过村党支部引领成立合作社，栗农以板栗树、土地入股，合作社与外地龙头
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统一收购加工，让小农户拥抱大市场，提高了农户
的议价能力，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抱团发展，使板栗的销售价格增加10%以上。同
时，合作社还统一进行田间管理指导，集中开展古板栗树保护，提高农户的种
植技术和收益。”昌城镇芦河村党支部书记李晓明对记者说。
　　小小板栗在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也孕育了一条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流
通的一整条产业链，农业实现了“接二连三”，效益节节攀升。潍坊奥升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产业链节点上的代表性企业，板栗粉、板栗果仁、板栗辣
酱、板栗粗粮面……在企业产品展厅里，由他们自主研发的30个品类的产品、
15种礼盒套装琳琅满目，中秋前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产品供不应求。
　　“凭借原材料和技术工艺优势，我们迅速打开市场，像板栗果仁，来自百年古
板栗园，配料表只有板栗，无任何添加剂，深受年轻人欢迎。”该公司负责人陆洪
勋说，“下步，我们计划与村里的合作社深化供应关系，打造专属原材料基地，争
取尽快通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认证，跻身板栗加工领域的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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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草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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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昌城镇芦河村的板栗喜获丰收。 郝家村的村民在中草药种植基地内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