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农委园艺科副主任王素梅介
绍，全县草莓种植面积达 7000 亩，连
续5年产量都在5000亩以上，多数分
布在姚家镇、大孟镇和官渡镇。2015
年总产量达 1.3 万吨，总产值达 6500
万元，和西瓜、大蒜一起成为中牟县
的支柱产业。

中牟县的草莓品种较全国来
说都是最多的，2015 年 9 月，中国
农业科学院在中牟县建立一个品
种对比实验项目基地。全国只有 3
个这样的项目基地，一个在山东，
一个在四川，一个就在中牟县姚家
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全程培育，
163 个品种，要求同棚，同温，同管
理，从而选出抗病性高，耐寒性好
的品种，并观察每个品种的结果
期、产量和品质等。“中牟县的草莓

品种可以说是全国最全的，而且对
中牟草莓的先进性和品质培育有
很好的推动作用。”李峰说。

品质就是声誉，为提升品质，合
作社将草莓无公害生产技术操作规
程打印成册，向社员印发，一户一
册，并督促指导社员按无公害技术
要求进行生产，有效提升了草莓品
质。2006 年 4 月，合作社草莓通过
了 农 业 部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质 量 认
证，2007 年 10 月“春峰”牌草莓被
评为河南名牌农产品,2009 年被省
农业厅认定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
产示范基地。2012 年通过绿色食品
基地和绿色食品认证，
直到目前，这是河南省
首家拿到草莓绿色食品
证书的机构。

小草莓映红致富路
中牟县春峰草莓专业合作社打造放心草莓,擦亮农业“金名片”

“我们的日子像这大红草莓一样，越
过越红火啦。”宋金海说。宋金海中
牟县姚家镇春岗村人，今年56岁，是
中牟县种植草莓最早的一批人之
一。2001年宋金海开始在自家的大
棚里种植了8分地的草莓。“当时是
俺村的李峰给了我100棵苗，在他的
指导下，头一年8分地我卖了1万多
块钱，在当时1个大棚收入1万多元
都是稀罕事，收入相当可观。”宋金海
说。2010年老宋还盖了3层小楼，
现在生活富足美满。2012年，姚家
镇西岗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
其中草莓种植收益占到85%以上。
村民都说：“这都是李峰的功劳！”李
峰还带领群众在春岗村成立了“春峰
果蔬专业合作社”，被评为“中国十大
草莓生产基地”。
中牟播报 郭倩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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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里的草莓

农户在卖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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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牟县的草莓，不得不
说 一 个 人 ，他 就 是“ 草 莓 大 王 ”
李 峰 ，李 峰 是 中 牟 县 姚 家 镇 春
岗 村 人 ，1993 年 以 前 一 直 在 外
打 工 ，做 过 很 多 行 业 。 1993 年
回 家 发 展 ，回 家 后 看 到 祖 辈 传
下 的 日 出 而 作 、日 落 而 息 的 生
活 方 式 ，收 入 微 薄 。 为 了 改 变
这 种 生 活 ，李 峰 暗 自 憋 了 一 股
劲 儿 ，一 定 要 用 土 地 改 变 家 里
的 生 活 ，在 土 地 上 改 变 个 人 命
运 。 先 后 尝 试 西 瓜 种 植 ，大 蒜
种植等先进技术，并取得成功。

199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
峰有了种植草莓的念头。“那天
我 去 河 南 农 大 ，遇 到 几 个 外 地
人 在 说 草 莓 ，说 一 斤 能 卖 几 十
块，一亩地收入三四万元，当地
还 没 有 人 种 ，市 场 前 景 估 计 不
错 。 听 了 这 话 ，我 想 起 来 电 视
台播出的一个小品。说的是一
个卖草莓的老大娘和买草莓 的
中 年 男 子 的 对 话 ，老 大 娘 说 ，
现 在 买 草 莓 的 不 是 给 怀 孕 的
就 是 给 小 宝 贝 的 ，中 年 男 子
说，我买草莓是让俺 80 多岁老
娘 吃 的 ，老 娘 还 没 有 吃 过 ，我
觉 得 草 莓 是 个 稀 罕 物 ，有 市
场 。”当 时 李 峰 就 下 定 决 心 ，一
定 要 种 出 草 莓 。 第 一 年 李 峰
从浙江农科院以 3 块半一棵的
价 格 买 回 100 棵 种 苗 ，当 年 繁
育 了 3000 多 棵 ，种 植 了 半 截 4
分 地 ，卖 了 4600 块钱。“一季细
算 下 来 四 分 地 卖 了 4600 多 块 ，
是种小麦的 10 多倍，大蒜的四
五 倍 ，大 棚 辣 椒 的 两 三 倍 。”李
峰 高 兴 地 说 。 几 年 下 来 ，大 棚

草 莓 种 植 给 李 峰 带 来
数十万元的收入。

2006 年，在李峰的推动组织下，
中牟县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春峰草莓专业合作社成立，并注册了

“春峰”牌商标。统一种植品种、统一
购买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生产标准、统一产品商标、统一销售
产品。

2010~2014 年合作社争取新建
了由政府补助的 1787 座钢构大棚，
14 座日光温室，扩大了发展规模,提
高了设施农业抗风险能力。“这大棚
一改进，再也不用大雪出去扫雪，大
风出去固定啦。”草莓种植户宋红
梅说。合作社购置电脑开设了草
莓销售网站，不但降低了成本，也
打破了丰产高产及销路瓶颈，山
东、辽宁、北京、天津等地的客商通
过网络争相订购。

郑成是江苏徐州人，20 年前来
到河南焦作市发展，一直做生意。郑

成告诉记者，他们老家也有很多种植
草莓的，但位置远，而且口感不如这
边的好。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朋友谈
起草莓生意，郑成决定试一试，2010
年他在网上看到中牟县有一个专门
的草莓基地，并实地进行了考察。“当
时看了这个规模和棚里的果子，立马
就签订了合同。中牟的草莓外观好，
而且中牟都是沙土地，含硅肥多，长
出的草莓口感好。”郑成说。据了解，
郑成每天都要来中牟采购草莓，一天
1000 斤，最多的时候一天拉 4000 斤
草莓。他拉的草莓销往焦作的各个
水果摊，超市等地方。郑成说：“我现
在什么生意都不做了，专业卖草莓，
生活奔个小康是没一点问题。”

李峰还根据生产实际，开发了 4
层棚膜覆盖、蜜蜂传粉、边梗边载、大
棚套种等新技术，使每亩地收益提高
到3万元。

成立合作社，草莓成为支柱产业

品种全，品质优

“草莓大王”李峰

草莓种植户和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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