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秦德梅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  2024年9月6日 星期五05
 临朐县石家河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蔡峪村

种植甜枣 荒山变成花果山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穆春宇）寿光市文家街道高家官庄村
的耕地中，有一部分是黑土地，非常适合山药
生长。秋收时节，大田山药喜获丰收（上
图），且价格不错，村民心里乐开了花。
　　“今天早上我们家又卖了一批山药，每公
斤5元多，虽然比前几天低，但也不错。”9月
5日上午，高家官庄村的裴德凤告诉记者，自
己种大田山药多年，总体上每年价格都不错，
高的时候每公斤8元钱，低的时候每公斤5元钱
左右，亩产基本保持在5000公斤，并且村里就
有收购市场，从来不愁卖。
　　据村党支部书记高子强介绍，山药和韭
菜、芹菜都是村里的主导产业，目前山药种植
面积200多亩，每年秋天上市后，销往全国各
地的大型超市。因为是在黑土地上种植，加上
有村里的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加以引导，种
出来的山药甜度和黏度都很高，确保了品质，
因此一直供不应求，种植户们都挣了钱。
　　“为了打时间差，卖出更好的价钱，我们
村有的种植户开始尝试在大棚里种山药，效果
不错。”高子强说。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9月4日，走进临朐县石家河生态经
济发展服务中心蔡峪村甜枣基地，一片片圆润水灵的甜枣缀满
枝头，摘下一颗咬一口，酥脆甘甜、细嫩多汁，让人忍不住再
吃一颗。农户们正在采摘、挑选、搬运……田间地头一派丰收
的喜人景象。
　　“我们是用酸枣树嫁接的，皮薄肉厚，核小汁多，甜而不
腻，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甜枣还未大量上市，市场供不应
求，昨天刚给上海客户发了快递。”当天一大早，种植户张广
芹就在自家甜枣园里忙得不亦乐乎。
　　张广芹种植甜枣已经18年了，近年来依托山区自然资源优
势，不断考察学习，引进优良品种进行嫁接，枣的口感特别好。
甜枣采摘期从现在持续到9月中下旬，张广芹一边采摘一边介
绍，每斤甜枣卖到2.5元到3元，今年甜枣预计产量18000斤。
　　“听说蔡峪村的枣成熟了，我今天来摘一些，回去给亲朋
好友分享一下，剩下的枣蒸熟了存放起来，能吃到来年新枣成
熟。”前来采摘的市民刘女士说。
　　“我每年都来这里收购甜枣，今年收购价格不高，一天能
收4000斤左右，能收到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吧，整体收益还是很
不错的。”来自沂水的收购商王先生说。
　　据了解，蔡峪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立旭宁果蔬专业合
作社，统一为果农提供优良种苗、生产资料、技术服务、统购
统销，先后联系到了多地的采购商，大规模种植的甜枣在销路
上没有了后顾之忧。
　　“石家河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与村党支部经过外出考察
学习，因地制宜，引进了优良品种嫁接成枣树，通过示范带动
将万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现在全村有200多户种植甜枣，一
年收益能达400多万元。”蔡峪村首席代表王玫征说。
　　近年来，石家河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依托山区自然资源
优势，采取“党建+产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积极培育发展
甜枣种植等特色主导产业，全力打造高标准、规范化、现代化
万亩甜枣基地，着力打响石家河甜枣特色品牌，提高销售单
价，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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