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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

让大田村振兴的“露天订单蔬菜”
■ 杨丽华

羊奶果树是一种喜欢长在山林中的灌木，它的
茎秆有点发黑，但是结出的果实却是晶莹剔透的，且
味道酸甜，鲜嫩多汁，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非常受
消费者的欢迎。羊奶果的经济效益越来越高，那么
羊奶果树的高产种植技术有哪些呢？

生长习性。羊奶果树需要种植在低温地区，这
样才能有利于它的生长。生活中常见的果树大多生
长在热带或温带环境中，而羊奶果树恰恰相反，它的
耐寒性较好、抗热性较差，只要气温不低于-8℃，就
不会死亡。

温度。羊奶果树生长适温在24~34℃，这个温
度区间有利于它的生长，但是也要注意温度不宜过
高，夏季时气温炎热，高温暴晒极易晒伤植株，所以
要将其种植在一些阴凉的地方。

土壤。羊奶果树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在普通的
土壤环境下都能正常生长，但是在后期，中性、酸性
的土壤更有利于羊奶果树生长。

光照。果树生长离不开阳光，尽管羊奶果树比
较喜欢在阴凉的地方生长，但是叶片必须进行光合
作用以储存养分，如果光照不足，植株生长就会缓
慢，产量也会减少。

水分。有阳光就需要水分的
施加，充足的水可以起到
一定的降温作用，这样
羊奶果树在后期才
能生长更好、产量
更高。但是要注
意积水情况，土
壤积水过多可能
会引起果实还没
发育好久就死亡，
造成减产，影响收
益。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唐维银）近期，南川区大观镇
科技种植户余立伦种植的120余亩香芋迎来了大丰
收，10多个村民正忙着割香芋叶子，从土壤中挖出手
掌般大小的香芋，熟练地抖落根须和泥土后，一个个
香芋便呈现在大家眼前。

余立伦是大观镇石桥村人，此前长期在中心城
区工作。2020年回乡后，他发现，村里修起了宽敞
的水泥路，而且直通家家户户门口，但因为村里外出
打工人员较多，导致部分田土撂荒。根据他多方走
访调查了解到：“市场上的香芋不多，但需求量较大，
如果种植香芋，还有专门的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收
购。同时，大观境内土质不差，用来发展种植业前景
一定不错。”于是，在2021年3月，余立伦购进了第一

批香芋种子，在大观镇石桥村、中江村流转120亩土
地开始发展香芋。

据余立伦介绍，从开荒到翻土、栽种香芋再到日
常管护、最终收获，每天需要10多名工人，他们每人
每年能工作120天，一天工资70元。靠着满山的香
芋，村民受益了，余立伦也走上了致富之路。香芋销
售可以从每年11月卖到第二年3月，价格每公斤7~
12元。据余立伦估算，除去成本，每亩地最低能收益
2000元。

香芋发展上路了，下一步，余立伦还想扩大种植
面积并采用机械化耕作，让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形
式共同发展香芋，让更多村民享受香芋发展带来的
福利。

多方合作 发展订单农业

近日，在秀山县的母亲河梅江河岸，妙泉镇大
田村广袤的田野里，绿油油的大白菜长势喜人。
农田旁边停着货车，村民们正在抢收个大饱满的
大白菜，精拣、分类、装车有条不紊，一派丰收忙碌
的景象。

“涂老板，我家菜砍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称秤
装车？”

“我们正在瞿仕兴白菜土头装车，装好了就马上
过来。”

“好的，我在土头等你们。”
……
前来收菜的菜商老板涂孝成一边不停

地接电话，一边忙碌地在菜地里称重。
大田村露天蔬菜为何卖得好，得归

功于驻村第一书记赵茂兴的发现。来
到大田村后，赵茂兴发现这里气候昼夜
温差大，利于蔬菜作物养分的积累，且
村民们种植蔬菜经验丰富，生产的露天
蔬菜品质优良、绿色无公害、营养丰富，
具备“露天订单蔬菜”种植产业发展的
条件。

因此，大田村就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公司”的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订单
蔬菜”，公司指定蔬菜品种，并负责收购和销售，合作
社培育蔬菜苗和提供技术支持，农户照单种植。目
前已与重庆高洞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
作协议，打消农户们的种植顾虑，坚定了农户发展的
信心。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大田村已经形成了以大白
菜为主，上海青、菠菜、萝卜等多种蔬菜为辅的大片露
天蔬菜基地。

订单多了 村民笑了

2021年10月，秀山县露天农产品进粤港澳大湾区
起运仪式在县工业园区举行，首批16吨来自秀山各乡
镇（街道）的露天种植蔬菜、农副产品正式发车运往粤
港澳大湾区。

据介绍，2021全年秀山县共种植了近500亩的露

天蔬菜，露天蔬菜种植以“绿色食品”为发展方向，让
蔬菜种植产业提质增效，通过菜农种植，企业包收包
销的方式，让菜农搭上销售“直通车”，奔向小康路。

“我家的早熟白菜已经卖了6000余斤了，卖了
5000多元。”提及去年种菜的收入，大田村村民瞿

仕兴告诉笔者，他家种了六七亩白菜，长大后一棵就
有一二公斤，全家仅通过白菜一种农作物就能实现创
收1万~2万元。

67岁的瞿宗强和老伴在家照顾三岁的孙子，从去
年9月开始，他在家陆续种植白菜、上海青、菠菜、生
菜等共7余亩，预计收入一两万元。“以前给人家干
活，有一天没一天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现在在家
自己种菜卖，方便照顾家里不说，挣得也不少。”提及
自己家里的变化，瞿宗强高兴地说。

大田村将继续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
精品化方向发展，打造优质蔬菜品牌，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实现产、购、销一条龙的发展目标，带动群众持
续增收。

改善村貌 围绕“景”做文章

大田村大力发展“露天订单蔬菜”，让村民看到了种
蔬菜的希望。同时，大田村还将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示范村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绘
就一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幸福画卷。

下一步，大田村不仅要围绕“菜”字做文章，还要
围绕“景”字做文章，在保持原有自然地形、地貌和原
生态完整性的基础上，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微型盆
景”，将特色产业加入观光、休闲、旅游和养生健康等
因素，走出一条生态观光旅游和特色农业互利共生、
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拓展大田村的经营内容，拓宽大
田村村民收益渠道。

眼下，正是萝卜、包
菜、白菜等冬季露天蔬菜
大量上市的时候，在秀山
县妙泉镇大田村，菜农的
蔬菜还长在地里，订单就
已经“送”到田头，有“市”
又有“价”，田垄间到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大田村
露天蔬菜为什么不愁卖，
都是订单农业发展带来的
福音。

干净整洁的綦江
区赶水镇铁石垭滨河
公园，几位游客正在
拍照。

据了解，这里过
去是垃圾遍野的荒山
坡，该镇自开展乡村
振兴和城镇品质提升
工作以来，将许多滩
涂、荒坡、边角空地、
废弃地块等充分加以
利用，打造出多个供
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南川：香芋“香”满山，致富路更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