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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满枝头，秋风送
爽果飘香。8月19日，走进黎
城县黎瑞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苹果种植基地，连片的苹果
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陆续成
熟的苹果品种“嘎啦”压满枝
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
令人垂涎欲滴。货运车辆来回
穿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
拣、搬运、装箱，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

“黎城的苹果果质、口感都
很好，还便于贮藏，每年这的苹
果成熟后，我都会开车过来批
发，销量特别好。”长治水果批
发商张天贵一边往车上装苹果
一边说。

黎瑞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位于黎城县洪井镇莽山脚
下，占地面积1000余亩，昼夜
温差大、光照充足，为果树种植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地
种植的苹果个大饱满、口感脆
甜、色泽鲜艳，深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刚到采摘季，就已经有
不少客商前来采购。”公司负责

人张志勇自豪地说。
黎瑞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特
色林果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公
司依托黎城县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引进优质果树品种，采用
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
确保了苹果的高品质与高产
量。基地配套建设物联网水肥
一体化智能滴灌技术，架设
850亩水果采摘园和水果示范
园防雹网，安装“智慧果园”现
代生态种养系统，可以在手机
端随时掌握果树的生长环境、
水肥灌溉、病虫害等情况，不出
家门即可管理果园。

“‘嘎啦’品种的苹果比普
通苹果早上市半个多月，不仅
更好卖，收购价也高。目前已
进入盛果期，预计产量能达到
50万斤，现已有30多万斤被
提前预订。”张志勇说。

苹果产业的蓬勃发展，进
一步带动了季节性用工，让当
地群众在农闲时有了一份稳定
的收入。

一直以来，黎瑞农业生态
发展有限公司立足自然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大力发
展水果产业，着力打造城市的

“果园子”。利用苹果上市时间
差，发展早、中、晚熟苹果，引导
果农科学化种植、现代化管理，
促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为果
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目
前，基地苹果种植面积750亩，

早熟苹果100亩。
如今，苹果种得好，还要卖

得好。小苹果，如何对接大市
场？冷库储存、智能选果、自动
分装，个性化设计、小型化包
装，错峰销售、精准销售……插
上现代科技翅膀的“晋黎牌”苹
果，驰骋市场，声名远扬。

在电商冷链物流分拣中心
冷库，选果线开足马力精选苹

果，经过分拣等程序后，一个个
苹果沿着各自的通道依次归位，
工人们麻利地把分级后的苹果
摆放至果箱内，进行统一包装。

近年来，黎城县把培育壮
大特色林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不断加大政策扶
持与技术投入力度。通过精准
的市场导向策略，引导果农调
整种植结构，优化品种布局，以
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同时，
建立了一批高标准、现代化的
苹果示范园，以点带面，辐射带
动周边果农提升种植管理水
平，助力乡村振兴。

小苹果，大产业。“我们将
抢抓机遇，依托当地独特资源
优势，全面做好苹果的采收工
作，保证苹果的新鲜度和品质，
全力满足消费市场需求。同
时，还要线上线下齐发力，积极
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晋黎’苹
果品牌，实现更大收益，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展望未来，张
志勇目标明确。

“智慧果园”结出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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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葱香四溢。不
知不觉到了早熟大葱上市的季
节，在潞城区翟店街道西天贡
村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
的大葱油亮饱满、长势喜人。

近日，种葱大户孙伟的
200亩钢葱大量成熟，一台台
起葱机正穿梭在葱田间，将一
排排大葱连根拔起，村民们紧
随其后，将大葱进行分拣、捆
扎，整齐地码放在田间，准备搬
运上车。

孙伟是山西鑫熬兴综合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他介
绍说：“这是我们种植的大葱品
种——钢葱，这个品种产量高、
葱杆儿硬、抗风、抗病、抗倒伏，
葱杆儿大概有40厘米长，现在
已经被安徽、武汉、江苏的采购
商们订购完了。”

今年，孙伟根据气候条件
和市场需求，精心规划了大葱
的种植时间，大葱的错峰提前
上市有效延长了销售周期，避
免了集中上市导致的价格下滑
问题。同时，由于各批次大葱
的种植和管理措施各不相同，
其品质和口感也各具特色，满
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进一
步提升了潞城大葱的市场竞争

力。“我种植了大葱400亩，分
两批种植，第一批种植是钢
葱，今年4月 20日定植，现在
已经开始上市，价格 1.8 元左
右，总收入380余万元。第二
批种植的是另一个品种‘长
白’，种植面积200亩，现在长
势非常好，计划九月下旬上
市，分批种植可以增产增收，
增加效益。”对于今年的收成
孙伟信心满满。

不仅要在种植时间上想方
法，更要在土地上“淘金”。多
年来，孙伟在大葱种植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深知土地
资源的宝贵和农业发展的潜
力。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他不断尝试新的种植模式
和作物轮作方式，通过引进新
品种、机械化种植、科学管理和
拓展销售渠道等措施，不断提
高大葱的产量和品质，力求在
同一块土地上创造更多的经济
价值。“种植的第一批大葱收了
之后计划种菠菜，第二批大葱
收了之后种小麦，多种农作物
的轮作种植，既可以倒茬，又可
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效益，
实现一地双收。同时还要根据
市场需求引入更好的大葱品
种，让潞城大葱产出好质量、创
出好品牌、卖出好价钱，以产业
的扩面提质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孙伟说。

“98斤酸枣，2元一斤，共计196元。”一大早，在
襄垣县善福镇韩村中草药收购点挤满了前来售卖中
草药的村民，收购点负责人陈改英边称重报秤，边向
村民支付现金。

“我是杨家咀村的，特意把中药材拿来韩村售
卖。我带来的有柏子、柴胡、槐米、酸枣等，大概卖了
150元。”善福镇杨家咀村村民杨敏售卖自采的中药
材已经3年，和其他村民一样，这个从小就会的技能，
不仅让他们多了些对中草药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
经济收入。他说，“农忙时节种地，空闲时采草药，一
年下来中药材就能给我带来上万元的收入，可以补
贴家用。”

善福镇韩村中草药收购点成立已有10余年，前
来售卖中草药的村民，除了有善福镇各村的，还有来
自周边乡镇的村民。每年中药材大量采收的时节，便
是中草药收购点最忙碌的时候。山西韩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红卫一边细数着店里大大小小的
各种中药材，一边介绍，“我收的中药材有20余种，价
格从几分到几十元一斤不等，一年四季都在收，我们
销路不愁，由于质量好，很受市场欢迎。”

此外，为了摆脱单纯收购药材的束缚，安红卫筹
集资金，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和厂房，创办了山西韩
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收购、种植同步发展。

中药材的成功种植，吸引了当地村民纷纷加入
规模种植中药材行列。企业统一给大家提供种苗发
放、技术指导、放种到户、保价回收和药材采挖托管
服务，形成了“企业+村集体+农户”发展模式，从根
本上解决种植、销售等难题。

如今，善福镇韩村中草药特色产业年创效益800
万元左右，从最初的收购，发展成集“种植、管理、采
摘、加工”一体化，不断推进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链条化方向发展。该村中药材产业正
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跨越，药材产业的优势正加
速释放。

襄垣县善福镇韩村

“苦药材”种出“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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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区西天贡村

种葱大户孙伟的高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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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县

苹果喜丰收，果农笑开颜。

村民们将大葱分拣、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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