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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春好处 春耕正当时
登封凝心聚力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2月23日，记者在颍阳镇李洼
村农田里看到，一棵棵核桃树排列
整齐，村民们正在撑起树下的遮阳
棚，给地里种植的羊肚菌浇水遮
阳。“菌丝已入地，这次浇水非常重
要，能够催生菌丝生长产菌。”颍阳
镇益民农业园技术员张政浩说。

核桃树下一张张地膜覆盖
的羊肚菌菌丝像刚从睡梦中醒
来，伸着“懒腰”，舒活着“筋骨”。
20余名村民正在帮助菌丝“掀
开被子”，美滋滋地享受着雨露
的甘甜，尽显生机勃勃的样子。
“掀开地膜时，小心点，菌丝刚露
头……”张政浩在田地里来回穿
梭，指导村民浇水撑棚，传授羊肚
菌种植方法。

“李洼村大部分田地都种植了
核桃，去年省农科院的专家来颍阳
调研，建议我们发展林下经济，既有
效利用土地资源，又能增加收入。”
张政浩介绍，通过市场调查和外出
参观，李洼村决定在核桃树下种植
羊肚菌。于是村里成立了合作社，
并流转了70多亩核桃林地开始尝
试种植羊肚菌。

据了解，羊肚菌生长周期为 5
个月，因对温度和湿度有较高的要
求，喜温差较大的时节，在每年的
春季和秋季容易生长，头年11月份
种上，第二年清明节前就能收完，
不仅不耽误核桃生长，且有利于提
高核桃产量。

“雨水有雨时节好，春种秋收
遍地宝，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正

在给羊肚菌浇水的李洼村村民李
彦录看见了收获的希望，内心喜不
自胜。“这两年核桃树下都没种植
其他作物，感觉很可惜，去年村里
说要在核桃树下种植羊肚菌，我的
10余亩核桃林地都流转给合作社
了。现在我不仅能领着流转土地
的钱，还能来这里干些活，一天挣
五六十元。”李彦录在给羊肚菌浇
水的同时，嘴里还哼起“洼洼地里
好庄稼”的小曲。

林下种植忙，蔬菜抢制种。在
于窑村，村民霍光勋一家齐上阵，
在田地里忙着播种萝卜。一个个
“小白胖子”被送到刨好的“土房
子”里，封土、浇水后，静等萝卜开
花结籽。

“去年因为疫情、两次倒春寒
等原因，每亩地收入在3000多元，
今年我扩大了种植面积，种了 10
亩白菜、8亩萝卜，种植技术也更
加成熟，打算每亩地收获 5000元
以上。”霍光勋说，由于今年天气干
旱，已经有所影响了，现在得抓紧
时间把萝卜种上，要不时间耽搁了
就会降低产量。将近下午1点，霍
光勋一家仍在田地里劳作着。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播正
当时。灌溉小麦、春耕备播、田间
管理……登封市春耕生产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田间地头到处呈现一
派繁忙景象，一幅“人勤春早”乡村
画卷正在登封大地徐徐展开。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文/图

过节更思来年事，莫使金樽误春光。当大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在登封市的田
间地头，村民们已为春耕备播忙碌起来。

永远抹不去的“登封记忆”之一

即将消失的登封烟叶？
□刘曙光

烟叶，也叫烟草，明代万历年
间传入我国。有文字可查：1939
年，登封开始有人种烟烤烟，但大
规模种植烟叶却是从1966年开
始，当年种烟16万亩。

除了闻名天下的少林寺，
登封烟叶和卷烟也曾辉煌了几
十年，20世纪 70年代登封烟叶
就已打入国际市场。2019年秋
收后，烟叶种植才退出了登封
的历史舞台。

登封的种烟和登封的卷
烟虽已成为历史，但已是永远
抹不去的“登封记忆”之一。

培育烟苗要做好两个方
面。一是在冬天选好育苗地，
育苗地要通风向阳。毛畦宽
1.5米，实际用苗床1米、长约10
米。施足底肥，每畦施三担大
粪，施肥要匀，土要深翻，待进
入正月浇三遍水，保证底墒充
足。二是在腊月二十左右，将
准备育苗的烟籽在清水中洗两
遍，去除表皮的油质，然后装在
瓦盆里盖严实。每盆装一斤烟
籽，装好后，放入温缸，温缸四
周用麦秸或棉被包裹取暖，一
般都放在土窑洞里。如果育苗
少，也有将烟籽装在贴身的衬
衣口袋里，用体温暖其生长。

经过这样处理，烟籽 10天
后开始生芽。每斤烟籽可育40

畦的苗。元宵节过后，把发芽
的烟籽和筛过的细土掺均匀撒
在苗床上，再撒上两层很薄的
细土覆盖，然后用“竹弓子”撑
在畦沿上，并覆盖白塑料薄膜。

10天左右，绿茵茵的烟苗
就透现出一派生机。然后，找
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揭开塑料薄
膜拔除杂草，剔去过稠的株苗，
用“喷雾器”喷洒清水浇灌。待
嫩苗长出3个叶时，要注意通风，
一个月后需晾苗一周。谷雨之
后，开始栽种。每亩栽种
1300~1500株，最多不超过1700
株，行距1米，株距40厘米。栽
烟和栽红薯基本类同，要窝深、
肥多、水足，区别是栽烟需要连
根带土移栽。

烟叶与庄稼不同，它适宜
中等地和薄地，土地太肥沃是长
不出好烟叶的，地过肥，烟叶会
“黑曝”。烟苗栽植后不宜追肥，
可锄草松土两遍。20世纪70年
代，轻工部烟草研究所对登封烟
叶化验鉴定：色泽金黄，气味芬
芳，厚薄适中，吃火力强。这成
了登封好烟的标准。

烟叶前期病虫害多，需喷
洒农药，若发现缺肥，可少施肥
并喷洒“磷酸二氢钾”。烟农有
谚语说：新叶绿，老叶黄，不是
缺肥是缺墒；老叶绿，新叶黄，

烟苗生长是正常。
农历五月中旬后，进入烟

叶采摘期。一般 3天左右采一
次，每次每棵采摘 3~5 个叶
片。成熟的烟叶有4个特征：叶
色落黄，上部叶应起黄斑；烟叶
主脉和支脉变白发亮；叶面茸
毛脱落，叶尖下垂，茎叶角度增
大，叶面较平；易于采摘，采后
断面平齐。烟叶采摘大体上分
“脚跟烟、中部烟、上部烟”三部
分，立秋之后采摘基本结束。

烟叶长得好，只是个基础，
想卖个好价钱，关键在炕烟。

炕烟可是个技术活儿。烟
叶采回后，用细麻绳和竹竿把烟
叶系好，竹竿约1.5米长，然后等
待装炕。烟炕一般长度为 5米
左右，宽度4米即可。烟炕地面
上用薄土坯盘“火龙”通道，主道
连接烟炕门，另一条或两条与主
道贯通。墙壁上穿木杆，上下穿
5层，每层3排，底棚距“火龙”通
道约2米，上下棚间距70厘米。
炕房顶设置天窗，坑墙底边设地
洞，墙壁上置小玻璃窗用于看温
度和湿度，炕门上要挂棉帘。

装炕后，天窗、地洞、门帘
均盖严，保持炕温36℃一天；烟
叶有八成黄时，起火 42℃至
45℃一天；这时，天窗、地洞全
打开排湿；两天后，盖好天窗堵

严地洞，
起 大 火
72℃至 75℃，
烘干灭火一天
后，开始出炕。出
炕一般在早上四五
点，因为这时有潮气，干
燥的烟叶不易被弄碎。

烟叶炕好后，接下来是分
拣。分拣烟叶是要有眼力的。
烟叶收购是按级别收购的，不
同等级的烟叶，价格也不同。
以 1983年为例，登封烟叶的等
级共分5个等级18小类。

卖烟季节，收烟站里车水
马龙，人山人海，如赶大会。进
了收烟站，人人都在忙，卖烟者
忙，收烟者也忙；卖烟者乐，收
烟者也乐；卖烟者累，收烟者也
累。从清早忙到黄昏，从黄昏
忙到半夜。1985年全县烟叶收
购达到最高值，共收 18067万
斤，每斤收购均价1.73元。

种烟叶富了农民。 1981
年，登封收购烟叶2429万公斤，
每公斤均价1.778元，仅此一项
全县人均收入 94元，户均收入
501元，全县6.8万户烟农中，收
入万元的就有3户。

1969年，登封立足优势，创
建了“登封卷烟厂”，当初设计
规模为 1万余箱。登封卷烟厂

前
后 共 生
产 12年，产品畅
销 17 个省份、13 个大中城
市，最后恢复生产的一年，月月
超产，还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登封卷烟厂虽然只存在了
12年，但它所生产的香烟牌子
仍留在登封人的记忆中。这些
牌子主要有：锦旗、嵩岳塔、大
塔、中岳、少林寺、嵩山、玫瑰、
颍河、报喜、八一、嵩竹、可可、
春风、支农、海桐等。

几十年来，登封的烟叶品
种主要有：大金星、庆胜二号、
红花大金元、许金八号、金黄
柳、潘元黄等。2019年，由于登
封烟叶极零星种植的现状，不
再收购烟叶。

登封烟叶是否会成为一代
记忆？将来还能在市场的大潮
中走多远？我们期待花开，拭
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