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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产业发展都是从一粒种子开
始，都有成为产业“大树”的无限可能。
官渡草莓特色产业发展，曾带着脱贫的
希望破土而出，从播种生根到拔节生长，
郁郁葱葱。进入发展新阶段，厚植产业
基础、巩固脱贫成果，让人期待“果园”
花更美，果更红。“脱贫攻坚主要是解决
‘面’上的问题，乡村振兴更需要培优做
强优势产业，在产业升级上实现突破。”
该镇负责人说。

在田庄村一座草莓大棚里，种植户
宋小勇、任巧枝夫妇热情地招待着客

商，“去年我种了两个大棚，收益相当可
观，今年计划再增加一个，每年稳稳收
入 10万元！”宋小勇伸手比画着数字，
神采飞扬。

“3年前，我们村的草莓种植面积就
上千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
上，形成了规模效益。”田庄村妇女主任
吴利娜介绍。

中牟收购商王小坡说：“田庄村草莓
种植规模相对集中，品种丰富，我每年都
会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陆续把货发往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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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上午，记者走进官
渡镇党庄村“高架无土栽培”草莓
大棚基地，红、白、绿三种清新的
色调映入眼帘，给人一种心旷神
怡之感。一排排干净整洁的白色
种植架整齐罗列在大棚内，架子
上红宝石一般的草莓在碧绿叶子
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娇艳欲滴，像
极了身穿红裙的少女，有的悠闲
地靠在架子上，有的俏皮地藏在
叶子中，还有的肆意伸展着曼妙
的身躯，似乎急切想让人们品尝
自己的甜美。“有人称我们这里是
‘空中草莓’，可是我觉得这里更
像是一个超市，这种植架就像货
架，采摘草莓就像从货架上拿东
西一样简单方便。再也不用因为
采摘草莓而把腰弯得酸疼，还弄
得满鞋的泥土了。”正在品鉴草莓
的王全力巧妙贴切的比喻赢得采
摘人员的高度赞同，大棚内洋溢
着欢声笑语。

官渡镇党庄村位于中牟县城
东 8公里处，属于风沙盐碱地，乡
亲们世代以种植大蒜、花生、红薯
等传统农作物为主。2018年，何
新海来到该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负责脱贫和乡村振兴工作。经过
走村串户调研民情民意，又邀请
专家进行土质详细测试分析后，
发现该村土质特别适合种植草
莓。何新海和村干部、党员开会
研讨后大胆决定，号召鼓励群众
种植大棚草莓。经过两年的发
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今年49岁的村民许少魁刚卖
完草莓，满脸喜悦地说:“我目前种
了两个草莓棚，一个大棚一年收
入至少也有4万多，以前种花生红
薯一年下来才卖个四五千块钱。
特别感谢村‘两委’给我们开发了
这么好的项目，接下来我还要投
资再建一个草莓大棚。”

俗话说得好，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干起
来就更有底气。

党庄村目前共有草莓大棚
100多个，集中在郑开大道附近，
交通便利，方便草莓运输和观光
采摘。已形成了市场与气候，每
天都有来自万邦市场、电商运营
商等商家到田间地头进行收
购。村民们足不出村就把草莓
换成了钱。

何新海说:“自从开发草莓种
植产业以来，目前村民整体人均
收入比2018年翻了一番还要多。”

看到大棚草莓种植为村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何新海和
党庄村委干部党员也充满了成就
感。但是他们没有就此满足，停
滞不前，而是多方考察，继续寻找
能更好提升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他们先后到山东寿光、潍坊等地
考察时发现了“高架无土栽培”技
术的优势，并意识到高效农业发
展的良好势头，便当机立断引进
这个项目。“高架无土栽培用的是
稻糠+营养液替代土壤，用粘虫板
代替农药杀虫，通过二氧化碳气
体肥料的挥发，让草莓通过呼吸
施肥，不污染土地，真正做到了纯
粹的绿色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环
保。”何新海说起无土栽培的好
处，俨然像个农业专家。“由于这
种大棚造价比较高，我们这边技
术也不成熟，贸然推广还怕农户
受损失。初期召集党员积极分子
先行一步，筹资做试点。经过年
前至今的试种，不管是采摘方式
还是口感颜值，都备受客户欢迎，
一个大棚预计收入 15万~20万
元。试验已经成功，接下来就要
做大力推广，进一步提升乡亲们
的收入。”何新海说这些话时目光
坚定，胸有成竹。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办咱
咋办”的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乡
村振兴，靠的是新一代农民的科学
创新、大胆创业的干劲和胆识。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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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镇党庄“空中草莓超市”风景独好
在“货架”上轻松采摘的草莓大受欢迎

“现在官渡镇草莓种植面积有 8000
余亩，培育更多龙头企业以及专业合作
社、壮大产业规模、拓展销售渠道，才能
让这些致富的好路子越走越宽，乡村振
兴的步子越迈越大。”该镇农办主任田彦
明说，“镇里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双轮
驱动，扩大视野，放眼未来，育得‘青山’
在，引得‘凤凰’来，乡村振兴靠人才的智
力支撑，并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后劲。”

“‘输血’只能解困，‘造血’方为根
本。播‘种’育‘苗’、筑巢引凤，才是乡村
振兴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年逾七旬的
田庄村草莓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广丰对
于乡村振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我认
为，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既需要吸引一批
农业科技领军人才、有技术有能力懂管
理的返乡人才，也需要培养一批土生土
长的乡土人才。用感情留人，以乡情乡
愁为纽带，大力支持和保护回乡创业的

各类人才，让他们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家
乡建设；还要坚持用事业留人，聚焦产业
链打造人才链，围绕事业发展激发人才
活力，让广阔的乡村天地成为人才干事
创业的热土。”

军人出身的孙中岭当年就是带着一
股干劲儿回到家乡，如今是村支书、是公
认的“双强书记”、带富一方群众的领路
人。“在创业实践中培育善经营、懂技术
的领军人才，提升年轻人的收获感、成就
感、幸福感，才能把更多人才引向农村、
留在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他深有感触地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产业离不开
人才，村庄更需要“头雁”。今日的官渡
镇，是有志青年干事创业的热土，一批像
孙中岭、宋小勇一样致富能力强、带富能
力强的领军人物正在官渡镇乡村振兴之
路上劈波斩浪，直指未来。

草莓特色产业发展 为官渡群众带来“真金白银”

动能培育 握指才能成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