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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

大产业

从56棵到30万亩

在乡间公路上穿行，碧野千顷，万树叠翠，沉甸甸的冬
枣压弯了枝头。成熟的冬枣，黄绿色逐渐被赭红点染，像女
娃羞红了脸蛋，美丽又可爱。

丰收时节，记者来到冬枣主产区沾化采访。道路两旁冬
枣专业合作社、冬枣专卖、冬枣包装、冬枣苗木的门市随处
可见，黑色的包装箱整齐堆叠在街边……这里的一切都和冬
枣有关。到了下洼镇，车水马龙，各地客商像候鸟般从四面
八方赶来，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下洼是沾化冬枣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下洼镇党委书记魏
书柱说，“家家户户种冬枣。”

这话并不夸张：全镇耕地 10.3 万亩，种植冬枣 9.8 万
亩，种植面积占沾化区冬枣种植面积的近 1/3。在整个沾
化，冬枣种植面积为 30 万亩，今年产量达 5.7 亿斤，产值超
50亿元。

小小冬枣，已成为富民大产业。而最初，冬枣只是散落
在农家庭院里兀自生长。

故事要从1984年说起，那时的沾化区还是沾化县。全国
林业普查中，技术人员在某个农家庭院发现一种枣树，不仅
树形好看，果实品质也属上乘，但当时全县仅有56棵。

“俺们下洼镇就有20多棵，其中最老的一棵树龄超过600
年。”70岁的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精神矍铄，和冬枣打
了一辈子交道。

56棵老枣树的发现，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林果专家的
重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当地独有的果品，如果作为
产业发展起来，市场前景一定不错。

然而，要把农家庭院里的几棵“稀罕树”发展成一项富民
产业，谈何容易。对千百年来习惯种粮种棉的沾化农民来说，繁
育技术像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冬枣树生长秉性特殊，十
分娇贵，不像一般枣树那样插枝就活、衍苗就生，需要精心养
护。用一位老枣农的话说：“得像照顾子女一样照顾冬枣树，丝
毫马虎不得。”

政府站了出来。从发现优质品种，到组织科研力量攻关
苗木繁育，从建起全国第一家以嫁接法繁育冬枣树的苗圃到
大面积推广、吹响产业化号角，足足用了9年。

壮大一个产业，比技术问题更难的，是一张蓝图绘到
底。推广繁育和养护技术、建立和完善营销网络、推动产品
更新换代……一茬接着一茬干，56 棵沾化冬枣树开枝散叶，
终于繁育成30万亩的致富果。

“冬枣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支柱
产业，沾化冬枣也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我们最亮丽的
一张县域经济名片！”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说。

田间地头有能人

30万亩枣园，谁家的冬枣最好吃？
每年冬枣成熟时，沾化有个保留节目——评“枣王”，这

一传统已延续 16 年。经过乡镇（街道）初选，今年共有 80 名
枣农进入决赛，分别角逐原生态冬枣“枣王”和“沾冬二号”

“枣王”。
想评上“枣王”不容易。“经过16年的评审，机制已经比较完

善，前期统一采集样果，并进行食品安全监测，再编号盲审。”评
审专家之一李福友介绍。

决赛中，冬枣的果形、色泽、口感，从里到外都要比一番，还
要用专业仪器检测硬度和糖度。“前10名差距很小，实力接近，

‘枣王’越来越‘卷’了。”李福友说。
“枣王”有多“卷”？记者慕名来到黄升镇大姜村枣农姜竹廷

的枣园。姜竹廷在区里是个名人，他种的冬枣，曾参加过2019年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拿了优质果品大赛银奖。

枣园边上狭窄的水泥路停了不少车。大棚里，姜竹廷正
和老伴在树陇间忙着采摘。

“你猜，我这1斤冬枣卖多少钱？”68岁的姜竹廷问记者。
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记者此前在市场了解过。没等回答，老

姜自己交了底：“我这是‘沾冬二号’，新品种，50元1斤，这种套
了无纺布袋的100元1斤，还不愁卖！”看着记者惊讶的神情，老
姜笑得更欢了，“拿银奖的就是这种套无纺布袋的冬枣。你尝
尝！挑半红的，口感更好！”

吃一颗，果然皮薄肉脆、细嫩多汁、酸甜可口。

“这么好吃。怎么种的？”记者问。
“根是母亲，果是孩子，母亲身体结实，孩子就长得好。”中

医出身的姜竹廷有一套自己的种植理念，“俺这盐碱地多，想让
枣树长好，先得种草、施肥改善土壤结构，这叫‘养地种草，绿色
环保，青蛙遍地跑，到处呱呱叫’。”

滴灌管道、喷淋设备、黏虫板、杀虫灯、诱虫罐、无纺布
袋……“‘沾冬二号’比老品种金贵，怕热怕冷，怕涝怕旱，很难
管理。”姜竹廷说，“养种普通的冬枣树，像照顾子女；养种‘沾冬
二号’，得像疼孙子。”

姜竹廷也走过弯路。“10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忙活一年
下来，只挣了10元钱，很心酸。”他回忆说，“县里、镇上聘
请专业人才精准指导，又给升级品种、补贴改建大棚，这才
走上正轨，现在我的6亩枣园一年能收四五十万元。”

姜竹廷现在已是高级农艺师，带的好几个徒弟也成了种
枣能手。姜竹廷这样的“土专家”“田秀才”，如今成了这片土地
上冬枣产业兴旺的重要力量。

黄升镇大新村村民纪秀梅今年拿了“枣王”称号。这几年，
她还忙着另一件事——培育新品种。记者在她的枣园见到几棵
新品种的冬枣树，叶子比“沾冬二号”更细，果更大，形似蟠桃。

“单果重五六十克，最重的有200多克。”纪秀梅说。
这个品种被山东省农科院专家暂时命名为“鲁蟠一号”。

2010 年，它被眼尖心细的纪秀梅在自家近 20 亩枣园里发现
时，只是一个嫩芽。于是，纪秀梅给嫩芽系了根红绳，耐心
等待、观察。

两年后，结果 6 颗，形状与其他品种比，大不相同。
纪秀梅很欣喜，着手嫁接、精心养护。“现 在 已 经 培 育 了
200 多棵，产量比较稳定，准备把它分享给更多枣农。”纪秀
梅说。

种枣不看天

产业振兴不仅有土办法，也有新科技。
走进沾化冬枣研究所智能阳光温室，一块大屏幕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时间、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土壤温度、土壤
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实时显示。

“我们配备了全自动化智能设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
边缘计算等技术，打造‘1+3+7+N’冬枣高效栽培模式。”于洪
长解释道，这种模式就是部署1套智慧冬枣一体化管控平台，
对冬枣全种植过程的苗情、生长环境实时监测，对棚内温
度、湿度、光照进行调控；制定3种农资管理方式，通过手机
远超控制、设备自动控制、算法智慧控制，应对冬枣生长不
同阶段对环境需求的差异；采集棚内7种环境指标，全方位实
时监测冬枣生长状态；研究冬枣生长的 N个指标组合，实现
冬枣高效栽培。

这套智能化栽培模式，已经走出试验田。
在下洼镇西孙村村民丁太平的大棚里，种植“沾冬二号”

所需要的视频监控、气象监测、虫情监测、土壤监测、水肥
一体化监测、棚内环境监测等智慧物联网设施设备一应俱
全。“可以随时掌握棚内温度和土壤湿度，需要浇水、施肥
了，智能设备会及时提醒，缺什么补什么。”丁太平说，“这
都是专家经过论证定下的方案，比靠自己摸索更科学。”

在沾化冬枣研究所，于洪长还建了冬暖式大棚、棉被延
熟棚、钢架春棚、普通防雨棚等，探索不同的种植模式。现
在，沾化冬枣从 7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均可成熟，加上 3 个月
冷藏保鲜期，每年冬枣鲜食时间长达 8 个月，改变了“看天吃
饭”的局面。

一个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加强
配套体系建设。从“单一卖枣”到“全身变宝”，在冬枣研究所
展厅，冬枣花蜜、冬枣原浆酒、冬枣芽茶、冻干冬枣、枣
木雕刻、冬枣盆景等产品琳琅满目。一颗小小的冬枣，实现
了从种植向食品加工、生态旅游等领域的延伸拓展。

科技傍身的冬枣，配上逐渐完善的产业体系，让枣农看
到了更好前景。袁志勇表示，科技研发和品牌培育是冬枣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继续培植龙头重点企业，拉长产业
链，建立完善的产业生态圈，让沾化冬枣成为一张更有特色
的当地名片。

记者从冬枣研究所出来时，经过那棵有600年树龄的沾化
冬枣“嫡祖树”，只见其枝繁叶茂、琼珠串串，生命力依旧旺
盛，一如这片热土和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民。

（贾海宁参与采写）

沾化盐碱地里长出的致富果——

又 是 一 年 冬 枣 甜
本报记者 康 朴

眼下，正是冬枣成熟的季节。
脆甜可口的冬枣，不仅中国人爱吃，在

海外也颇受欢迎。前不久，4万斤冬枣从山
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大高镇玉华果蔬进出口公
司坐上货车前往青岛港，随后转乘货轮，驶
向荷兰。这是沾化冬枣首次销往欧洲。此
前，沾化冬枣已进入美国、加拿大、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市场。

“今年已经拿到2000吨的海外订单，每

天有十几辆货车从公司装货出发。”玉华果蔬
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牟新安说，“这几天很多客
户还在追加订货。”

沾化是中国冬枣主产区之一。这里地处黄
河下游，多盐碱地，一度“种一葫芦收不了半
瓢”。偏偏这地里长出的冬枣，营养物质丰富，口
感独特。当地把冬枣作为富民产业来抓，种植规
模快速增加，在市场上闯出了品牌，还得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一颗小冬枣，做成一个大产业，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把冬枣的致富经念得红红
火火、有声有色。正在收获中的冬枣，不
仅吃起来甜，也让枣农的生活过得甜。

回顾沾化冬枣的种植历史，因地制宜
制定政策、科技指导种植、枣农的辛勤劳
作等因素叠加在一起，造就了现在种植规
模达30万亩、年产值超50亿元的产业。从
沾化冬枣的致富经中可以得到很多启迪。

沾化多盐碱地，种粮条件差，但种冬枣
十分合适。当年县委、县政府制定各项政策，
涉及种植、育种、产业等多个方面，甚至将冬
枣树确立为沾化的“县树”……正是持之以
恒的政策鼓励和扶持，让沾化冬枣名声大
噪，现在还远销海外。可见，在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区
位优势综合施策，不盲目跟风、在不具备条
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项目，最后可能“水土不
服”，浪费宝贵资源。

自古以来，农业看天吃饭。但是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自然因素对农业的影响
逐渐减小。沾化冬枣的种植越来越多地采
用智慧农业技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等，实时监测冬枣的生长过程。缺水能报

警，手机一键浇水；缺肥会提醒，电脑操
控施肥……农业科技给冬枣当起了“保姆”，
全天候悉心照料。同样，科技还不断运用
在培育新品种上，冬枣种植耗费人力物
力，还不易成活、结果。但在农业科技助
力之下，冬枣依靠嫁接等技术，果实质量
越来越高，种植难度不断降低，规模化种
植更加容易。

乡村产业发展关键在人。农民辛勤劳

作，才能换来丰收，农业和农村才能向
前发展。沾化冬枣能够闯出名堂，创立
品牌，离不开广大枣农的辛苦付出。每
年沾化都要评“枣王”，这不仅展现出沾化
冬枣的品牌效应，更是对枣农一年辛苦
劳作的褒奖。一颗颗果形饱满、果色好
看、果实甜脆的冬枣，凝结着枣农的汗
水，也意味着枣农将有不错的收入。现
在，枣农还参与培育新品种，让冬枣质

量再上新台阶。在推动产业兴旺的过程
中，要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和鼓励
农民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体，这样产
业发展才可持续。

沾化的冬枣产业不满足于此，致富经
还要朝着延长产业链继续念下去。乡村是
一片希望的田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乡
村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致富经，奏响产业兴
旺的新乐章。

一 颗 冬 枣 里 的 致 富 经
张一琪

一 颗 冬 枣 里 的 致 富 经
张一琪

▶ 冬枣大
丰收，枣农喜笑
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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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区玉华果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工人正在分拣冬枣。

◀ 在第十六
届沾化冬枣枣王
争霸赛上，评委
正给冬枣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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