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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芽只需要每天定时浇水，6
至8天就可以收获一茬，每斤能卖到15
元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菜’。”近
日，武邑县韩庄国英家庭农场里，李治
国正在采收花生芽，他身后的一排排
的架子上整齐有序的摆放着花生苗、
香椿苗、豌豆苗等各种芽菜，长势喜人。

“芽菜种植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化
肥农药，完全是靠种子自身的力量生
长，是一种绿色健康的蔬菜，肯定会有
市场”李治国介绍说，经过市场调研后，
2019年，,李治国购买了生产设备，成立
了国英农场，在武邑县农业部门引导
下，开始了芽菜种植。经过2年多的发
展，李治国的农场可日产各种芽菜达
千斤，产品进入市区各大超市并纳入
很多单位采购目录，还组建专业电商
团队，注册“鑫绿雅”商标，产品销售遍
及全国各地，效益非常可观。

在富起来的同时，李志国积极参
与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组织参加了武
邑首届芽苗菜种植培训，免费教授学
员芽菜种植技术，积极参加中央党校
扶贫产品展、衡水扶贫展、北京农展馆
扶贫展等扶贫展销活动，扩大产品知
名度，提升扶贫带贫能力。目前，在他的
带动下，全县已有50多户贫困户通过
发展芽菜种植脱贫致富。

同村村民张秀梅参加了芽苗菜种
植培训后，也种起了芽菜。“芽菜种植技
术简单、管理方便，占地少、很适合家庭
种植，而且投资小、周期短，几天就能收
一茬，一个月能增收2000多元。”张秀
梅开心的说，在家种芽苗菜，不耽误种
地和照顾孩子，还能增收，觉得日子过
得可有盼头了。

对于未来，李治国说：“带领大家
致富最重要，今后将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把芽菜种植做成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搞好产品创新，延长产品链条，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冯丽娜

小芽菜敲开“致富门”

5 月 28 日，2021“邑人制
造”电商节暨品牌战略发布会
上，“圣咸蔬”老咸菜摊位前，
聚集了一大批人，人们纷纷用
牙签插起一块块芥菜条、红薯
条、洋姜条，口中还不时说着

“ 对 对 对 ，就 是 小 时 候 的 味
道。”武邑县冀京有味蔬菜加
工园负责人袁长春在一旁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

袁长春是武邑县大紫塔
乡前律寨村人，2014年从北京
回到家乡，成为发展壮大“家
乡老咸菜”的创业者。其实，从
2010年开始，袁长春就在北京
自己进行咸菜的初加工。经过
3年的经验积累，2014年，袁长
春在老家承包了 300 亩地，发
起并建立了冀京农专业合作
社，示范种植了 100 亩优质芥
菜（品种为日本光芥和二道
眉）。

袁长春大学的专业是和化
学相关，所以在荠菜种植阶段
出现的问题，他都注重探索化
学原理。9月底是荠菜发生软腐
病的高发期，一旦治理不及时，
荠菜将出现病斑，致内部腐烂。

“以前的方法就是一遍遍用药，
但是微生物变异很快，不能从
根本上抑制。”后来，其他种植
户听了袁长春的意见，一定比
例下用药，一次性根除，控制住
了芥菜软腐病和其他病虫害的
发生。

老咸菜有着浓浓家乡味，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袁长春自
己探索的一种“无水腌制自然
发酵”的新腌制方法：将芥菜
表面附着上一定低比例的食
盐后进行自然厌氧发酵。提到
人们亚硝酸盐的顾虑，袁长春
解释说，亚硝酸盐在食物内有
一定的期限，而他腌制的咸菜
经过一个冬天，长时间的腌
制，老咸菜中就不会有亚硝酸
盐。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他又
开发出几种休闲产品，将无水
腌制的咸菜制成“密制咸菜
脯”，成为休闲、旅游时的伴餐
小食品。

袁长春和妻子还经常到外地
进行学习培训。“不仅是‘取经’，更
是增长见识。下一步，我们打算
扩大规模，利用武邑电商平台、
微信小店，打开老咸菜市场，让
它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田静云

老咸菜焕发
“新”生机

“现在我们村的人均年收入将近3万
元，人居环境是人人称赞。脱贫致富咱是
先锋兵，谁还记得以前那个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说起现在的好日子，武邑县审坡镇
贾寺院村的村民们骄傲满满。

这一切，都得益于那遍布村庄的400
余亩蔬菜大棚。

贾寺院村，曾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
全村90多户，耕地700多亩，一直以传统
种植为主。2008年，村支部书记贾三虎带
头示范，领着大家走上了一条棚菜种植的
特色发展之路。看似简单的种大棚，可没
那么简单。没资金、没技术、没销路、不会
管……一切的一切，村里都包了。村里成
立了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搭建购销平
台，还建了大型冷库作为百姓地头上的固
定销售点。

随着合作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
地客商纷至沓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王俊奎是最早加入合作社种
菜的建档立卡户，“多亏村支书带着我建
起了大棚，这才摘掉了穷帽子走上了致富
路！”

大棚种植远不止于一种单一模式。
村北，一排排向阳而生的“蓝色向日

葵”——光伏板与蔬菜大棚相依相伴。这
是新建不久的光农互补扶贫产业园，占地
220亩，既能发电又种植了上百亩的西瓜、
蔬菜，每年每户分红就有4000余元。一旁，
新建的智能温控日光暖棚，正为为迎接游
玩采摘的客人做最后的整修。以乡村亲子
游、研学等为主要内容的贾寺院耕读小
镇，已展开笑颜……

今天的贾寺院村，正充分发挥农业
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始向集农事体验、国
学教育、乡村记忆、观光采摘、亲子拓展、
绿色餐饮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特色示范区
迈进。 本报记者 焦明瑞

大棚里腾起的致富梦

武邑县“羊倌”石铁梁每天在网络上
直播养羊，成为拥有近 10 万粉丝的“网
红”，也因此发了“羊”财。

来自保定的80后石铁梁是一名退役
军人，在老家自主创业养羊，是行内有名
的“养羊能手”。2014年，被武邑鑫悦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白爱萍高新聘请过来，负
责养殖和销售。

石铁梁主要养殖澳洲白、杜泊、杜寒
一代杂交母羊、澳杜寒三元杂交羊。在养
殖方面，他善学习，讲科学，能折腾，不怕
苦。引进优良品种进行繁育，并注重品种

改良。实行科学养殖，注重营养均衡，驱虫
防疫、产后护理样样拿手。多年来，他在羊
的品种、养殖技术、营养搭配、疾病防治、
市场预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2011年，刚走上养殖业的石铁梁就利
用互联网优势，建立了QQ群和自己的网
站，还学会了百度推广，宣传推介并销售
自己的羊。后来玩转微信，如今又从快手
中嗅到“商机”，靠拍摄短视频和直播方
式，推广养殖经验、售卖羊以及养羊所需
的相关产品。通过快手平台，石铁梁吸引
了9.6万名“铁粉”，在全国各地积累了许

多固定客源，更让他年收入超百万元。
“最好的一只种公羊能卖到1.8万元。

一只母羊一年可产五六只羊羔，一只羊羔
三到六个月就能出栏。我们家的羊刚怀孕
还没等出栏，客户就交了订金。”石铁梁有
些得意地说，网络帮他把羊卖到更远的地
方，每年都有很多新疆、黑龙江等地的客
户通过网络向他订购。“很多客户都是不
来人不看羊不讲价，直接打款。”石铁梁
说，就冲客户这份信任，他会把“羊事业”
做得更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本报记者 张洪宁

“羊倌”变“网红”退役军人直播养羊发“羊”财

连日来，武邑县龙店镇后王曹村村
民杜国强种植的30多亩金银花进入采摘
季，一串串含苞待放的金银花成为杜国强
心里的“宝贝疙瘩”。

金银花浑身是宝，不仅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还可以制作花茶，同时也是牙膏、
饮料、化妆品以及多种中成药的重要原
料。杜国强种植金银花已有 6年时间。
为确保金银花产品质量安全，杜国强采用
绿色种植方式，不打农药、不打除草剂，利
用粘板除虫，依靠人工或机械除草，施用
生物有机肥。“园区安装有先进的溯源监
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控金银花的种植过
程。”杜国强说。

杜国强种的金银花，除了批发零售
外，还加工包装成花茶销售。2020年，杜
国强成立了衡水市乡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并与武邑沃森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合作，注册了“邑人制造”品牌，借助电商
平台推广销售包装好的金银花茶。

“目前花茶一两能卖30元，每天可以
销售100多单，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杜
国强笑着说，通过县里的政策扶持和技术
引导，目前他的产业园已经形成集金银花
苗木培育、生产种植、生态加工、市场销售
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如今市场对金银花的需求量比较
大，杜国强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带
动更多农户参与金银花种植，带领大家共
同致富。“接下来，我计划在金银花地里，
散养鸡、鸭、鹅，不仅肥沃土壤，也能帮助
消灭害虫，一举两得。”对于未来的发展，
杜国强充满信心，目前他正考虑与衡水以
岭药业进行对接，为他们提供原材料，扩
大金银花的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张玲玲

绿色种植金银花 线上线下不愁卖

本报讯（记者王鑫浩 徐学聪）5月
28日，2021“邑人制造”电商节暨品牌战
略发布会在武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圆满举行，中共武邑县委网信办有关领
导、武邑沃森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河北麻唐优鲜商贸有限公司等20
余家企业代表出席发布会。

2021“邑人制造”电商节暨品牌战略
发布会由中共武邑县委网信办主办，武
邑沃森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以
提升武邑县县域公共品牌“邑人制造”的

知名度和辨识度，让县域品牌“邑人制
造”更好的服务本县企业为目的，让更多
的农产品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搭上“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的“专列”特开展此次活
动。

活动期间，作为网红主播的“河北麻
唐优鲜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少军为电
商企业讲解直播带货要领。他讲到直播
带货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新业态，历
经起伏沉淀与规范管理，行业进入“成熟
期”的同时也迎来了“全民直播”时代。尤

其是新个体经济利好政策的推行，更是
激发了大众发展直播事业的热情。武邑
电商企业要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助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自己致富的同时，更要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到乡村振
兴工作中来。

据了解，“邑人制造”作为“生态、安
全、绿色”为内涵的武邑县县域公共品
牌，与武邑县其他企业商标、地理商标
共同组成“母子”商标体系，同步发展，
共同成长。通过培育“邑人制造”公共品

牌，与企业品牌互动营销，提升武邑县
农产业及绿色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通
过把”邑人制造”打造成全省、全国的知
名商标。培育销售收入过千万、过亿的
龙头企业，带动电商创业，提供更多就
业岗位，充分发挥“邑人制造”公共品牌
的带动作用，建立完善的创业创新发展
市场机制，力争到2022年实现武邑县农
产业综合产值提升、电商销售大幅提
升、销售额占比提高，进而带动更多农
户增收。

2021“邑人制造”
电商节暨品牌战略发布会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