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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延津县石婆固镇南秦

庄村，一场雨后，空气格外清新。走

进大棚，甜瓜的香甜气味弥漫。

“再有一周就熟了。”国泰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秦太国说，4月20日开始

上市，比一般的甜瓜早一个月。

一个“早”字，说起来轻飘飘，可

对于种植户来说，却是沉甸甸的：早

一个月上市，每斤售价8元左右；晚一

个月上市，每斤售价只有2元左右。

甜瓜还未成熟，秦太国就陆续接

到订单，待正式上市，零售商、社区团

购商、精品水果店老板等更是纷纷前

来抢购。

秦太国指着甜瓜说：“每根藤上

3 个瓜，总重 2 斤左右，连结瓜位置

都基本一致。”对于种植技术，他非常

有经验。

每到采摘季节，秦太国和当地种

植户都会在大棚里精心挑选，“出棚

的必须是熟瓜。”

对于许多瓜果来说，由于储存、

运输等环节，即使成熟度不够，也能

够在消费者购买时变成熟的。

赶早的秦太国，并不会蹭这个

“早”。

多年的种植经验让秦太国明白：

“就薄皮甜瓜而言，放熟的风味没问

题，但口感就差一点，很有可能闻起

来香，吃起来没味儿。”

□许金安 王井田

4月 11日，“洛阳故事——侯震美

术作品主题创作展”在洛阳市涧西区

西苑邻里中心开幕。30余幅恢宏巨

制，带领观众穿越古今，寻访洛阳波澜

壮阔的发展历程。

69岁的侯震，是洛阳市文化馆研

究馆员、中国美协国家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委员会委员、洛阳市美术家协会

名誉主席。

在洛阳工作的42年间，侯震创作

了许多关于洛阳历史文化的大型绘画

作品，用雄浑的艺术风格、具有生命张

力的艺术语言，将发生在洛阳的重大

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一幅幅经典

画卷，成为弘扬“千年古都”历史与文

化的重大艺术实践，为观众讲述了振

聋发聩的洛阳故事。

一幅幅承载历史变迁的洛阳画卷

令人叹为观止：大禹治水的智慧与勇

气，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壮观与磅礴，周

公营造洛邑的远见卓识……画作不仅

是对历史的再现，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

侯震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洛阳的文化繁荣：孔子

入周问礼乐的场景，李白、杜甫的历史性相逢，许慎、蔡

伦、张衡等文化巨匠的风采，还有《广陵散》的绝响、衣

冠南渡的悲壮……在他的作品中得以生动再现。

本次画展中，令人震撼的要数《解放洛阳1948》和

《开凿隋唐大运河》两幅各20米的历史长卷。

《解放洛阳1948》分“攻克—胜利—欢庆”三部分，

将战争画面、胜利场景及人群欢欣鼓舞的热闹景象全

部展现出来，通过长卷形式完整、真实再现洛阳解放的

整个过程。整体画面，动静结合、层次分明、恢宏震撼。

《开凿隋唐大运河》用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再

现古代勤劳勇敢的洛阳人民用双手成就不朽史诗的

伟大场景。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兴盛了六七百年，

为隋唐时期中国的商品运输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

据了解，画展将持续至7月11日。侯震说：“洛阳

是个伟大的城市，洛阳站在历史和现代的高纬度上，展

示着一个城市的尊荣与魅力，无愧于我们对历史的回

眸和对未来的期待。要继续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

品，表达挚爱的情怀，讲好洛阳故事。”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过了清明，在卢氏乡

村，群众成群结队捋连翘叶、挖蒲公英，“一天收入一二

百元不成问题。”4月13日，记者了解到，连翘叶的收购

价达到一公斤16元。

在地处深山区的卢氏，漫山遍野的连翘，长出片片

嫩叶；山坡上、田野里，到处是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

如今，这可是群众取之不尽的财源！

百草变成“绿金”，缘于卢氏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内一家专事中药材萃取的企业——三门峡市瑞之恒药

业有限公司对中药材的收购和加工。公司董事长唐鹏

介绍说：“今年厂里生产需要原料9000余吨，主要是连

翘、蒲公英、板蓝根、丹参、杜仲等5种中药材。”

在瑞之恒药业萃取车间，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车

间内，14座萃取罐一字排开，每个容积6立方米，一次

性可对8.4吨连翘叶进行萃取。所谓萃取，就是通过一

定浓度的乙醇等溶剂，对中药材的有效成分进行溶解、

提取、纯化。

“目前，我们可以萃取 200 余种中药材的有效成

分。”唐鹏说，“全国涉及中药材萃取的企业有2000多

家，专门从事萃取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也有40多家，我们

公司从产能上讲，应该能排进全国前五。”

卢氏县是全国十大中药材生产基地县，盛产1225

种中药材。瑞之恒药业大规模的萃取生产，为卢氏乡

村群众带来了福音。目前，瑞之恒药业通过县内多家

中药材生产合作社广泛收购连翘、蒲公英等中药材，把

以前弃之不用的“草叶”变成了宝。

唐鹏从事中药材萃取行业已经10年，2021年投资

1.3亿元建设的瑞之恒药业，自2023年9月试生产以来，

已取得国家相关部门40个生产批号。今年3月22日至

24日，瑞之恒药业承办了第四届卢氏连翘花季，其间举

办了全国中药材萃取高峰论坛，400余名专家学者和企

业代表与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推广最新生产工艺。

日前，瑞之恒药业还与山西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了

中药萃取研发中心。“要引领中药材萃取事业发展，为

群众创造更多的收入。”唐鹏说。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程正锋 张思思

“偶然的机会得知，养殖水蛭效益好、利润大。起

初咱也不信，就上网查资料，了解之后，感觉这个项目

有前景。”4月12日，濮阳县八公桥镇北王庄村党支部

书记王玉威，说起当初决定养殖水蛭时的情景，仍然

历历在目。

北王庄村是传统的农业村，产业基础薄弱，群众收

入不高。经过多次尝试，产业发展也不见起色。镇党

委、镇政府和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如何突破困局，蹚出一条符合实际又有特色的产

业发展之路？

找准一个好的切入点是关键。2022年春节刚过，

得知养殖水蛭能致富的消息后，王玉威第一时间召集

村“两委”班子成员商讨。面对未知事物，班子成员意

见也难以统一。

“行还是不行，看看别人怎么干的，赚到钱了没

有？让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镇党委书记何璞敏一

语点醒梦中人。在镇党委的帮助下，北王庄村“两委”

班子前往濮阳县白堽乡管庆村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实地参观考察，了解市场需求和收益后，大家

坚定了信心，一致认为该项目见效快、收益高，符合村

内实际。

说干就干！回村后，王玉威带领村干部投资30万

元，搭建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王玉威一边

摸索一边学习，逐步积累养殖经验，第一年收益就达到

了21万元。

看到收益后，村“两委”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进行商

讨，让群众入股，扩大养殖规模，成立北王庄村水蛭养

殖农业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

2023 年，北王庄村水蛭养殖面积扩大到 12亩，

净利润达44.7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 25.7万元，

村内公益事业投入 3.6万元，剩余 15.4万元用于群众

分红。

“水蛭有‘软黄金’之称，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很

高，销售十分紧俏、供不应求。”王玉威介绍，“下一步，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在养殖池内套养泥

鳅、鱼类等水产，把水蛭养殖发展成多元化产业，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永安 陈鹏旭

3月 29日，在鲁山县赵村镇南阴村的一个果园里，

鸿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信昌正和果农胡春

国一起为果树疏花。

“俺们这道沟原先很荒凉，这几年，在李信昌的带

动下，建成了一个个果园。”胡春国说，“几年来，他可没

少为大伙儿办实事、好事。”

李信昌今年55岁，2013年返乡创业，成立鸿润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南阴、白草坪、关岈、寨子沟4

个行政村600余户群众种植10余万棵果树，使这道狭

长的山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山区耕地少、地块小，当初看到有些山岗地被闲置

时，就萌生了流转土地种果树的想法。”李信昌介绍说，在

山岗地栽树特别费劲儿，如何保障苗木成活是个难题。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李信昌决定先在南阴村创建

一个林果种植示范园，免费为大家提供苗木和技术服

务等，承诺在保证成活的前提下，每棵苗木每年补贴10

元，连续补贴三年，三年之后收益归果农所有。

这项措施，大大调动了当地群众发展林果业的积

极性，有的农户一年就领了2万多元补贴。几年下来，

李信昌累计补贴农户约30万元。

目前，当地栽种的第一批3万余棵果树已进入盛果

期，近两年栽种的7万余棵果树和风景树也在山沟里扎

下了根。依靠种果树，胡春国、李拴定等5户果农年均

综合收入达到4万元，杨道光等3户果农年均综合收入

达2万余元。

“合作社给果农发补贴，也不收取果农卖果实的提

成，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这儿的乡村旅游业做起来，让

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李信昌介绍，2023年，由他的

表弟、深圳鲁山商会会长时军伟出资，合作社将9吨甜

柿和酥梨，捐赠给广州、深圳的环卫工人。

荒山沟成了“花果沟”，逐渐吸引了一些游客到此

游玩。为给游客提供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李信昌以

每年 5万元的租金，盘下了南阴村集体兴建的民宿酒

店，又带动了几名村民就业。

赵村镇党委书记张学敏介绍说，李信昌不仅带动群

众一起致富，还经常参与和支持公益事业。他先后为学

校和敬老院捐赠价值30万元和40万元的物资，出资50

余万元支持家乡修路、保护古树等。此外，他还连续10

年向鲁山县慈善协会捐资1万余元帮助困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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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扶沟县政协委员樊建国（中）在黄瓜种植大
棚内指导菜农疏果。目前正是蔬菜生产的关键时期，扶沟
县政协组织农林界的政协委员深入大棚“问诊把脉”，向菜
农传授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谷志方 摄

□本报记者 董豪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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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厌旧？不，市场才是最高标准！

赶早就是赶效益
提前一个月上市，一斤能多卖6块钱

□本报记者 董豪杰

种植新品种，是农业生产提高

效益的好办法，但绝对不是唯一

办法。

就农产品而言，新品种的新只

是表象，新品种、新产品受到青睐，

究其根本，就是迎合了市场和消费

者的需求。

新是表，市场才是里。新品种

也好、老品种也罢，适应市场的就是

好品种。用科学的种植技术，种植

熟知的老品种，提前上市以适应市

场，秦太国给广大种植户带来一堂

“人无我有”的生动教学，这也是主

动迎合市场、适应消费者的一次生

动实践。

深受“吃瓜群众”喜爱的麒

麟瓜，学名 8424，是 1984 年选育

的品种；被称为西瓜红的甘薯品

种，品种名普薯 32，其审定已是

十余年前……品种、产品优劣，

无关“新旧”。

任何农产品，最终都要由消费

者评判，消费者用眼睛、鼻子、舌头

来观其形、嗅其味、品其口感，并不

关心其品种新旧。

一味追求新品种，对于种植者、

销售者来说，确实能博得一时眼球，

但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消费者有自

己的评判。以新来满足市场的好奇

心，刺激消费者的尝鲜欲，这本身并

没有错，但从长远来看，只有不断满

足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才

是关键。

无论是老品种用上新技术，还

是新品种带来新体验，不变的是育

种者、种植者、经营者对市场规律的

遵循、对消费者的负责。

每到 4月底，新乡、郑州的不少

消费者，就能品尝到好吃的甜瓜。不

少消费者开玩笑说，这个时间，谁没

吃过南秦庄甜瓜。

一个品牌可以带强一个产业。

小有名气之后，秦太国对品牌有了更

深的认知。今年，他注册了南秦庄甜

瓜商标，要在水果店、商超挂上牌子，

让消费者吃了瓜，还知道吃的是哪儿

的瓜。

打造品牌是个漫长的过程，秦太

国对于品质自然更加注重。他说：

“无论是种植户，还是监管部门，对食

品安全同样重视，我们按照生产技术

和农药施用规范，采用绿色病虫害防

控技术，严格保障产品质量。”

对安全负责，同时也对口感负

责。南秦庄甜瓜种植户，普遍采用了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措施，

种出的甜瓜甜度普遍在 15左右，超

过市场上一般的甜瓜。在合作社的

带领下，种植户也达成了共识，“甜度

不达标，坚决不出棚”。

现在，南秦庄不少种植户摒弃

了“一年两茬番茄”的传统模式，

纷纷改为“春瓜秋菜”的新模式，

收入大大增加。

再过一周时间，南秦庄甜瓜将迎

来销售旺季，除了合作社的销售外，

秦太国还会帮助更多的种植户开拓

销路。

“我们卖得越好，南秦庄甜瓜就

越出名，品牌就会更响亮。”秦太国

说，除了帮忙销售外，更希望种植

户主动开拓销路，促进产业越来越

壮大。

啥是好品种？这是众多果蔬种

植户的一道必答题。

在种植户不断追求新品种、以

“新”求出彩的当下，秦太国用另一种

思路打开了市场：种老品种，用新技

术，新老结合，同样出彩。

十几年来，秦太国种植的都是一

个品种——绿宝。但敏锐的他发现，

5月中旬左右，是薄皮甜瓜的一个价

格分水岭。

4月 20日到 5月中旬，市场上大

多是外地暖棚甜瓜的尾货，本地冷棚

甜瓜还没有大量上市，这个“空档

期”，被秦太国“捕捉”到了。

但如何让甜瓜“早熟”，甚至提前

一个月？

保温性更好的暖棚是一个不错

的办法，但对于秦太国来说这并不现

实。当地以冷棚为主，且暖棚建设投

入过大，种植户难以承担。

在四处求教后，秦太国得到了省

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省农科院专家

的技术支持，以“现有冷棚+技术提升”

的方式，将甜瓜成熟时间提前一个月。

秦太国说：“提早上市，最主要的

就是大棚温度。”他指着棚顶说，这大

棚看着其貌不扬，可这棚膜可不一般。

秦太国介绍说：“与一般的棚膜

不同，这种棚膜是分正反面的。朝外

的棚膜，表面光滑，而朝内的棚膜，表

面不光滑，这种棚膜叫散光膜。就是

说，阳光正常进入大棚，在反射的时

候，会有一个扩散效果，可以提高温

度，这是一种高保温膜。”

在苗期，为了保障棚内温度，秦

太国甚至会给大棚安装“暖气”，采用

地源加热技术。“每亩成本增加1000

元左右，但效益就大大提高了。”秦太

国说。

保温就是保收益

塑品牌就是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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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出一个“花果沟”

11年前，首次将薄皮甜瓜引入延津进行大
棚种植的秦太国，成为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现在，他带动周边三县100多户，种植甜瓜
近700亩，叫响了南秦庄甜瓜品牌。

在新品种备受青睐的当下，种植者纷纷谋求
以“新”出彩，秦太国却另辟蹊径，种老品种、用新
技术，巧打时间差获取高收益。

产业化不能单靠一人，而是众人拾柴火焰
高；品牌打造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拿出恒心和韧
劲。秦太国正从南秦庄出发，带领广大种植户走
上一条甜瓜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新路。

种老品种种老品种 用新技术用新技术

秦太国让南秦庄甜瓜更出彩秦太国让南秦庄甜瓜更出彩

炼得百草成“绿金”
唐鹏

李信昌

用上新科技，老品种也能焕发新价值

强品质创品牌，铸就强村富民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