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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走进巧家县大
寨镇海口社区现代蓝莓
产业园，一眼望去，一颗
颗饱满诱人的蓝莓挂满
枝头。你可别小瞧了它
们，这是巧家蓝莓产业
的“金招牌”，不仅全身
科技感满满，而且还是
托 起 群 众 幸 福 生 活 的

“致富果”，每市斤可卖
到 80 元 。 而 每 一 颗 蓝
莓背后，都凝聚着王勇
的艰辛付出。

今年 42 岁的王勇，
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
独生子家庭，初中毕业
后的他独自一人选择外
出打工闯荡。直到 2013
年，他凭着一腔热血选
择来到巧家创业，开始
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王勇的母亲孙洪敏
说，她来巧家已 20 多年
了 ，之 前 做 过 水 电 工
程。值得一提的是，孙
洪敏将她辛辛苦苦积攒
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了
儿子王勇的创业项目中，
并一直跟随帮助管理。
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望子成龙的梦
想，也是一场关于母爱和奋斗的守望。

2013 年，王勇来到巧家县马树镇，
开启了他人生的蓝莓种植“创业路”。
一干就长达 10 年。其间，他知晓马树
海拔太高、气候太冷，每年春天还有倒
春寒，到 4 月份蓝莓开花的时候，花受
冻，一年产量很少。

有着永不放弃精神的王勇，在母亲
的支持下，请专业人士对位于白鹤滩水
电站旁的大寨镇海口社区的土质、气候
等进行踏勘，形成分析报告后，认为这
里非常适合种植蓝莓，并在 2022 年 12
月成功种植了 35亩蓝莓。

“现在蓝莓收益挺好的，几个品种
都很甜，我们也不打农药，种一些良心
的蓝莓，采摘了就可直接吃。”孙洪敏
今年虽已 60 多岁，但她身体健朗，在大
棚里边采摘蓝莓边说。

王勇种植蓝莓的初衷很简单，蓝莓
卖得起价而且巧家的气候日照充足，非
常适合种植蓝莓。“加上现在市场环境
很好，我也想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王勇并不是盲目蛮干，而是提前做了很
多“功课”。他去外地考察蓝莓现代化
种植、调研蓝莓的市场前景，经过考虑
风险、展开规划、深入学习后，决定走
现代化种植的路子，以无土栽培的种植
方式来打造一片蓝莓园。

为了让工人或游客识别熟透的蓝
莓，孙洪敏在一旁耐心提示。“我们这
三种蓝莓都不打农药，熟透的蓝莓果蒂
没有红色，口感才好，又甜又糯。”

“农业要摸着良心做。”据了解，该
产业园引进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水
肥一体化下水设施，最大程度保证蓝莓
品质，产出绿色健康无公害蓝莓果实，
成熟的蓝莓呈暗蓝色，甜度高，有香
味，硬度好，口感脆甜，香气浓郁。在
过去的十多年里，王勇经过无数次技术
改良，终于实现了巧家本土化蓝莓的高
产稳产，一举填补了巧家无高端蓝莓产
业的空白。

“现在我们的蓝莓主要有线上和
线下两种销售途径，线上有自己的主
播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带货，线下发到
深圳、东莞、上海、成都等一线城市供
给果商，还供应巧家及四川宁南的各
大商超连锁店。同时，当地群众也会
自发过来购买，供不应求。下一步，
我们计划发展剩下的 100 多亩闲置土
地 ，在 未 来 3 年 把 它 发 展 成 蓝 莓 产
业。”王勇说，遗憾的是老父亲在去年
因病已去世，再也看不到儿子的甜蜜
事业。

蓝莓果实中富含常规营养成分，被
誉为“浆果之王”“水果皇后”等称号，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尽管价格偏高，周

边的群众还是趁着晴好的天气，带着孩
子来到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尝一尝新
鲜的果子。

目前，王勇的 35 亩蓝莓走俏市场，
蓝莓鲜果可以从年初持续采摘至 5 月，
实现全年 5 个月不间断领“鲜”上市。
这不仅给他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带动附
近村民务工增收，每天有近 10 人在基
地内忙着摘果、分拣、包装、运输等。

“我家离蓝莓基地很近，拔草、摘蓝
莓 ，一 天 能 挣 100 元 ，还 能 照 管 到 家
里。”正在采摘鲜果的杨朝强大姐开心
地说。

“目前，巧家县蓝莓种植面积约
1000 亩，种植模式以露地种植为主，
产 业 发 展 空 间 巨 大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加 强 与 专 家 和 种 植 户 的 沟 通 联
系，从品种选择、种植管理技术等方
面 加 强 指 导 培 训 ，促 进 蓝 莓 产 业 健
康 发 展 ，打 造 具 有 巧 家 特 色 的 富 民
产业。”巧家县热区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谢治群说。

小 蓝 莓 已 结 出 振 兴“ 致 富 果 ”。
如今，王勇这个“80 后”新农人怀揣梦
想，不远千里从黑龙江到巧家扎根希
望的田野，打造出了集鲜果采摘、蓝
莓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
让人们看到了蓝莓产业所释放出来
的无限潜能。

南林村分地块轮种牛心甘蓝（莲花
白）、马铃薯，文潭村二套二高箱起垄种植
玉米、马铃薯，官寨村、后山村猪肥羊壮，
和平村、新店村万亩花椒树正吐出绿油油
的嫩芽，六井村忙着栽种天麻、云参，万和
村起烟苗栽烤烟……春耕时节，我们在永
善县莲峰镇看到，乡村干部群众忙碌着，
大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一村一品”的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画卷徐徐展开。

莲峰镇位于永善县中南部，面积209平
方公里，平均海拔 2200 米，距县城 100 公
里，因莲峰集镇后五莲峰山山峰兀立、五峰
并峙，形似五瓣莲花初绽，故名“莲峰”。莲
峰镇辖9个村（社区）145个村民小组，拥有
汉、回、彝、苗等民族人口20000人。

根据特殊的地形环境，莲峰镇党委、
镇政府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地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做实农业产业发
展规划，在二半山区发展玉米、马铃薯“二
套二”高箱垄，高二半山区种植牛心甘蓝、
天麻、云参、当归等特色农产品，在江边河
谷地区发展青花椒、枇杷、樱桃、烤烟等经
济作物。

人勤春来早，三月正春风。最近，记者
到莲峰镇采访看到，莲峰水库边的几面小
山坡上，已经披上了金光闪闪的白色飘带，
远远望去，像层层浪花翻滚，很是壮观。

走进一块平地，刚种下一周的一株株
牛心甘蓝嫩苗正在茁壮成长。“根据莲峰
镇山区立体气候，我们分期分批要种植近
一个月，采收销售时也要持续两个多月才
能完成，成熟时最大最重的一个有三四
斤。”种植大户陈云说。

今年，陈云在莲峰镇流转土地700亩，
春季种植牛心甘蓝、马铃薯，夏季种植紫
菜薹、荞麦等，一年支付给当地群众土地
流转费10多万元、劳务费80万元左右。今

年已经种下牛心甘蓝 300 亩、马铃薯 120
亩。牛心甘蓝在端午节时将大量上市，主
要销往成都、重庆、贵阳、上海等大城市，
价格上会有较大优势。

“嗒嗒嗒……”循着机器的搅拌声望
去，南林村折耳根村民小组大毛坡的一
块荒地上，几名工人正在用微耕机将羊
粪、牛粪、过磷酸钙等按比例拌在一起，
附近的坡地里，有 10 多个村民正在栽

苗。陈云说：“我们最近每天用工有三十
四人，最忙的时候，一天用工 100 人以
上，人均工资 100元。”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为了更好
地发动当地群众发展农业产业，莲峰镇党
委以党建为引领，加强各村（社区）党委
（党总支）班子建设，突出“软硬”结合，加
大对“土专家”“田秀才”的培育力度，组织
种植大户到邻近乡镇学习牛心甘蓝、花

椒、枇杷等种植技术，激发群众种植积极
性。按照“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动+村民
小组响应+群众参与”的模式，培训了从
事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农民 10 人，创建农
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6个，培育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5 家。让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参
与耕作，使农民获得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
双保障。目前，全镇流转土地累计超 2.1
万亩，解决了 650余人的就业问题。

“我种植花椒 20 多年了，平时也爱看
一些花椒树种植管理方面的书籍，对花
椒栽培管理积累了一些经验，村里大部
分人都是靠种植花椒树致富的。”新店村
卷草湾村民小组 66 岁的村民邓仁银说，

“我家种植了 17 亩花椒，每年毛收入约
20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花椒产业是
莲峰镇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莲峰镇
党委、镇政府因地制宜，抢抓机遇，充分借
助天然林保护工程、乡村振兴等项目，大
力发展花椒产业。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末，莲峰镇花椒产业规模已发展到 3.8 万
亩，投产面积 3 万亩，产量 120 吨，产值
7200万元。

在文潭村岩脚村民小组，“二套二”
高箱起垄种植的 600多亩玉米、马铃薯看
上去十分壮观，机耕道、灌溉管网等基础
设施把各块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为夯
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确保全年粮食丰
收，莲峰镇高度重视种植和管护工作，定
期邀请市、县两级农业专家、种植大户到
现场教授村民种植管理技术，从查苗补
种、病虫害防控到培育壮苗，再到粮食抢
收与后续储存，确保在每一个环节都做
到落实好各项技术措施，实现有效管
理。莲峰镇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实行
技术指导“一对一”教学，做到村民有问
题，干部有答案。

农业兴则农民富，仓廪实则百业兴。
2023 年，莲峰镇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产值
1.42亿元。今年以来，莲峰镇已种植玉米、
马铃薯 3万亩，以牛心甘蓝为主的冷凉蔬
菜2000亩，天麻、云参、当归等中药材7800
亩，计划新植枇杷 300亩、杂粮 5000亩、皇
菊500亩，实现高原特色农业种植规模化，
让农特产品带动当地群众致富。

镇雄青年周春成，通过 5年的学习、探
索和实践，掌握了从菌种研发到菌棒栽培、
再到菌菇生长的羊肚菌成熟种植技术。今
年，他在雨河镇乐利村“种出”了镇雄县最
大的羊肚菌。

“对，不要扯，要割，齐口割，专割大的，
不要把口割烂了。但是这种小的，你们每
个人都提一只桶，就专门收这种，归类，因
为它是长不大的了。全部收起来，不要让
它烂在地里。”

周春成在乐利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共
有 85亩、136个大棚。3月中旬正是采摘羊
肚菌的时节，周春成正在大棚里指导工人
采菌。

实际上，这时候的头茬菌采摘已接近
尾声，地里白茫茫的一片是这几天连续采
割后留下来的菌桩，但是在采割的过程中，
二茬菇已在不断地冒了出来，菇秆壮实，菌
朵肥硕，长势十分喜人。

这些天，工人每天可以采摘 1.5吨羊肚
菌。按照当前的长势来看，每亩地平均
可以采收生菌 300 公斤，这个基地的羊肚
菌生菌总产量可达 25.5 吨，按照每公斤
120 元的市场价计算，基地年产值超过
300 万元。由于品质特别好，这些羊肚菌
的一部分生菌刚采摘，县内外的商家直
接到现场收购，另一部分则在当地的烘
烤房中烤成干菌后，再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现在已经有人提前下了很多订单了，
货好，不愁销路。

周春成告诉笔者：“我们这里种植羊肚
菌的很多种植大户，都是在外地购买菌种
及营养袋，但是现在我自己已经全面掌握
了羊肚菌的菌种研发技术，从原材料的选
取到配比，再到消菌、杀菌、灭菌，做到菌种
的最优化，从生产到出菇的每个环节，都能
从技术上保证羊肚菌最好的生长，我们种
出来的羊肚菌质量、产量都特别好。”

前段时间，每天要有 30 名工人才忙
得过来。羊肚菌种植基地在乐利村成功
落户，给了当地大部分留守在家的老人
和妇女就业的机会，他们每人每天可以

在 这 里 获得 100 元的
务工工资。

69 岁的村民姜新
蓉就在羊肚菌种植基
地务工，她说：“我这么
大的年龄，出远门根本
找不到工作，在这里能
挣点小钱，不算累，在
家还可以附带照顾孙
子、喂养牲口。每天有
收入，比种庄稼划算。
我去年在这里挣了两
万多元。”

据了解，从上一年
的 10 月下旬到下一年
的 4 月上旬，从平整地
块到大棚建设、从菌棒
栽培到菌菇收割，周春
成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月均能为当地的群众
提供 500人次的就业机
会，这些群众一年可以
从羊肚菌基地获得务
工收入 30余万元。

成熟的种植技术、
成功的生产基地、质量
特别好的羊肚菌，除了
赢得商家的青睐外，也
吸 引 了 一 些 合 作 者 。
昭通军分区驻镇雄县
塘房镇杉树林村的工作队，就前来考察了
好几次。

“我们觉得周春成的技术十分成熟，下
一步昭通军分区将引进他的羊肚菌种植技
术到杉树林村进行种植，发展产业，带动老
百姓增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驻村工作
队员张瑶说。

“我打算继续提升自己的种植技术，在
未来两三年内，争取在县内把羊肚菌基地
推广扩大到更多的乡镇，面积扩大到 400
亩左右，更好地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
进乡亲们增收致富。”

“ 一 村 一 品 ”壮 大 产 业
——永善县莲峰镇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小记

记者 陈忠华 陈允琪 文/图

莲峰镇春耕生产热火朝天。

十载坚持种好一颗蓝莓
通讯员 张顺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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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群众在基地采摘、装运羊肚菌。

王勇（右）在向客人介绍他种植的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