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马莎莎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  2024年9月4日 星期三06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金秋时节的乡村，瓜果飘香。9月2日上午，
记者走进寒亭区朱里街道会泉庄村的“老苗采摘
园”，甜美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个个成熟的梨子挂
满枝头，甚是惹人喜爱。
　　“今年雨水好、光照足，梨子个头都很大。”
72岁的“老苗采摘园”负责人苗旭智说，他种植
“早酥红梨”已有12年的时间，目前种植了10亩，
亩产3000公斤，每公斤能卖到10元。
　　看着梨树上丰硕的果实，苗旭智打心眼儿里高
兴。苗旭智说，当地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早酥红
梨”这个品种的梨树生长，结出的梨子清新爽口，甜
度恰到好处。苗旭智一边介绍，一边摘下一个梨让记
者品尝，咬上一口，酥脆在舌尖打转，甘甜流入
心底。
　　为了这片“早酥红梨”树，苗旭智和老伴高传香每天
早出晚归，不顾风吹雨打，经常汗洒田里，经过多年的精心
栽培和管理，他们家的梨不仅丰产，还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为了提高梨子的品质，我们采用生态种植栽培法，坚持给
梨树施有机肥料，给梨套袋。”苗旭智说，为规范梨园管理，实
现梨树种植提质增效，他应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将果肥按照
一定比例溶于水，通过特制的水罐装置流入灌溉水渠与灌溉水融
合，再借助压力系统或地形自然落差使水、肥一体灌溉入梨园。
　 苗旭智介绍，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模式，实现了水、肥的同步
管理，不仅节省了劳动力，而且能够使果肥营养均匀地补充到梨
园的每一寸土地，打破传统施肥模式肥料高耗低效、浪费严重的
弊端，大幅提高水肥利用率，减少了农业资源的投入，有利于农
业增产增收。
　　特色梨产业的不断提质增效，不仅为果农带来丰厚收益，还
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问题。盛果期随着用工量增大，能带
动周边十余名农户务工，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这些年，我们村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结合实
际，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致富。我们将扩大种
植面积，使其成为一条集观光、采摘等为一体的发展路
径，不断增加我们的人气。”会泉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孙进东介绍。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来，
朱里街道依托近郊区位优势，结合各村产业特
点，深耕细作，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推动种植产业
特色化、高效化发展。同时，推进旅游与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打造了会泉早酥红
梨、朱里樱桃、朱里草莓、狮子行
村欣冉农业西红柿等农业品牌，
构建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
“采摘游”“近郊游”“生
态游”成为激活乡村
发 展 的 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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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
媒体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朱军 刘娜

　　初秋时节，广袤大地翻开了丰
收的篇章，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

发展中心六股路村，五谷丰登，处处洋
溢着古朴纯美的味道，彰显北方农村秋收

丰满的一面，既丰富着农民丰收节的经纬，
又唤醒了人们的乡愁记忆。

　　农村秋收，往往离不开玉米这个主角。9月2
日，六股路村的大片玉米地里，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王光太正指挥联合收割机收割早熟玉米，一
个个玉米“金光闪闪”，煞是喜人。“我们这里种

得最多的还是玉米，以前能解决温饱，现在是致富
粮。”王光太告诉记者，他也是一名种植大户，流转
了750多亩土地，夏收小麦，秋收玉米，现在收获的是
早熟玉米，后续有晚熟品种，前前后后要忙活半个
多月。
　　与喧嚣的玉米收割现场不同，附近一块棉花地里，六
股路村村民侯秀云正静静地采摘棉花，雪白而饱满的棉花
诉说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记者了解到，棉花与寿北农
民渊源颇深，作为耐盐碱作物，它鼓起了当地村民的钱袋
子，也把人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
直是人工采摘，种棉花管理简单，但采摘费力费时，这些
年价格总体稳定，每公斤保持在8元钱左右，风险小、不愁
卖。”侯秀云说。
　　寿北特殊的地质条件，造就了某些特殊的作物，在六
股路村的耐盐碱农作物中，除了棉花还有谷子。据王光太
介绍，盐碱地上种谷子，加工出来的小米口感好、营养
足，村里种谷子有几百年历史了，原先分散种植，现在是
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涌现出了一些种植大户，当下是谷
子的加速成熟期，金灿灿、沉甸甸，只待收获了。
　　“现在水利条件好了，我们这里不但谷子种植延续
下来，而且有种水稻的，培养了不少家庭农场和种植大
户。”王光太自豪地说。
　　侯秀云所在的棉花地南侧，是一块花生地，地上
绿意盎然，地下果实累累，田间铺设着滴灌设施，
凸显种植的现代化和精细化。作为当地的传统农作
物，花生仍然保持着一定种植规模，与之相比，
同样步入丰收季的红薯已成为配角，仅仅是为了
满足人们的味蕾而存在了。
　　记者采访当天，恰逢一场秋雨刚刚结
束，六股路村碧空如洗，空气清新。阡陌

纵横间，以这美丽的幕布为背景，人们
或用手工或用机械，收获着五谷丰登

的喜悦，感受着生活的甜蜜多
彩……

  苗旭智在采
摘“早酥红梨”。

联联合合收收割割机机收收割割玉玉米米。。

▲刚采摘的棉花雪白而饱满。

“早酥红梨”惹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