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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上午，在位于保安镇冯庵

村的燕山农场里，身穿统一工装的职工

们小心地将水蜜桃采摘下来装筐搬进

分拣车间，另有职工将水蜜桃拆袋精

心挑选，逐一称重，分别装入不同的托

盘，再将不同托盘的桃子装入不同的

礼盒……

该农场客服中心的展台上展出了 6

种礼盒，价格从 120元至 300元不等；最

上方还展示有单独包装的单个大桃子，

价格在 40元至 50元……

“我们今年的桃子不再论斤卖，全

部 装 进 礼 盒（托 盘），销 售 形 势 很 平

稳。目前来看，我们蹚出来的精品农

业之路是可行的。”该农场创办人屈昂

欣慰地说。

起步
—— 接 过 父 母 手 里 的 5

亩桃园

燕山农场有水蜜桃 300 亩（1 亩≈
666.67平方米），其中 5亩树龄差不多有

10年了，正是丰果期。“这就是我起步的

地方，从父母手里接过来，由此踏进精

品农业探索之路。”屈昂抚摸着一棵水

蜜桃树感慨道。

冯庵村紧邻风景秀美的燕山水库，

土地贫瘠。本世纪初，屈昂与村里其他

年轻人一样外出务工，后来在苏州创办

了一家公司，员工有上百人。

苏州当地精品农业在国内领先，从

国外引进的水蜜桃很受欢迎。多年前，

屈昂的父母到苏州探望他时，提及想在

村里种点水果，于是屈昂就将水蜜桃苗

带回了村里。

水蜜桃树 3 年后挂果，因为口感

好，桃子不出园就卖完了。

“我品尝后确实口感不错，便起了

发展精品农业的念头。”屈昂回忆道。

他开始分析可行性：燕山水库是国家大

型水库，库容量大，水域面广，正好在此

形成了小小的独特气候，很适合种植水

蜜桃……

“水蜜桃也具备发展精品农业的多

项优点。”屈昂说。水蜜桃口感好但保

鲜期短，产品辐射半径不能超过 200

公 里 ，不 具 备 长 距 离 广 泛 地 域 辐 射

性。他认为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一

方面，远处的高品质果子进不来，给

自己渐进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

面 ，随 着 精 准 扶 贫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开

展，农村交通、通信等设施日益完善，

尤其是投资 11亿多元的叶县 1号公路沿

村而过，为游人和外送产品的车辆提供

了方便……

“于是，我便将向外拓展业务的规

划转向了家乡。”屈昂说。他通过挑选，

在家乡流转土地陆续种植水蜜桃 30

亩、50亩直至 300亩。

形成
——精细化管理才能产

出精品果

种好果子，品种固然重要，但土壤

也是关键因素。屈昂测量桃园土壤后，

购置了每吨 3 万多元的国外优质有机

肥来改良土壤，又花 3万元从苏州接回

3个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果农，向他

们学习剪枝的经验。

“果树经这些老果农剪枝后，就能

断定每棵树结多少果子，又有多少果子

能够向阳。”屈昂说。

水库周围的土地属坡坡坎坎，300

多亩桃园分布面广，单凭人巡视，一天

也转不过来一圈，而且也看不仔细。为

此，屈昂在园子里角角落落装上了监

控，电脑里植入了一套果园管理程序，

为每棵树挂上二维码，扫一下就能一清

二楚地知道区域、树龄等情况。

“自挂果开始，每隔几天，工作人员

便会用无人机在果园上空巡查半个小

时。无人机扫描后，会了解到每棵树的生

长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程序就会报警，然

后通过二维码就能精准查到哪个区域哪

棵树。这更便于施肥防治病虫害，避免

重复作业或者喷洒遗漏。”屈昂说。

“今年采摘桃子和挑拣桃子的用工

量少了三分之一，因为我们技术越来越

成熟，桃子采摘时损伤的现象也明显减

少了。”望着车间里忙碌的情形，屈昂

说。水蜜桃虽汁多味甜，但很娇嫩，一

旦采摘时果皮损伤破相，很容易损坏。

于是，从第一年采摘开始，他就培训员

工采摘技术，避免指甲划伤，要求分拣

工在用克秤称重的同时，务必仔细查看

品相，发现有手印的或者碰伤的，即刻

挑出。

他们在每人的采摘筐上分别贴上

可以追溯到采摘人的二维码；同样，分

拣人也要在分拣盘上贴上可追溯的二

维码。管理采摘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

问题，谁出现了问题，输入程序后立见

分晓。

今年已经是该农场水蜜桃挂果销

售的第 4年，农场工作人员熟练程度和

技术水平同步提升。“种植和管理精细

化，才能确保产出精品果。”屈昂说。

展望
——精品销售意识“养”

出精品农业

当天，就在与屈昂交谈的过程中，

一位客商购买了 5 盒特等礼盒和 28 盒

一等礼盒的桃子，一共 7100元。

“要这么算，你每斤划到多少钱？”

记者忍不住问道。

“我这里不是论斤卖的，是论盒卖

或者论个卖的。”屈昂纠正道。

去年，燕山农场的果子最贵的一个

能卖到 40元，今年卖到了 50元；去年最

贵的礼盒一盒（8 个）卖到了 200 元，今

年升到了 300元。“你看，刚才那位客商

是多年的老熟客，今年也没有还价，因

为知道果子不是普通的果子，已经变

成了礼品。”屈昂解释道。他还介绍，

在高端的综合型超市里，他们的水蜜

桃不是放入果品区，而是放入了礼品

区。

“只有不混于一般同类产品销售才

能‘养’出精品农业，确保可持续发展。”

屈昂说。因为桃子的高品质源于精细

化管理，源于高品质投入，这些都要大

大高于一般产品的成本。如果销售模

式一样，价格一样，则会形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那样，精品农业则永远没

有出路。”屈昂说。

经过探索，他们决定采取礼品式销

售模式，区别于大众水果论斤销售。每

个礼盒里，桃子重量几乎一样，大小形

状相似，成熟度也相似……这背后都靠

精细化的技术和管理来支撑。

自去年开始，省内多家精品超市和

大型商超开始上门联系。屈昂为客户

建立信息群，果子生长时期，他就会把

果子生长管理及成熟等信息及时发到

群里。去年，这些超市在成批购置礼盒

的同时，还按每斤（1斤=500 克）5元至 6

元购置些散装的果子，满足各类消费

者；今年，他们全部接受礼盒，因为桃子

的品质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同时，燕

山农场还开启了快递向外省邮购的尝

试。

“随着采摘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也

在不停地探索总结。”屈昂回忆道，早在

果子还没有采摘时，他就申请了燕山农

场的系列商标。自去年开始，他在果园

周围投资建立了游客服务中心，筹划对

SVIP用户提供延伸服务，除接待他们采

购外，还提供食宿及乡村游等一条龙服

务。

“种植、管理、销售这一完整的精品

农业产业链，需要靠专业化公司来运

作。”屈昂说。由于精品农业规模小且

分散，吸引不到专业化公司投入经营，

他凭借自己创业多年的经验，按照自己

规划的精品农业蓝图来实施种植、管理

和销售，今年不受果丰价贱的影响，实

现了果子价格稳中有升，这说明当初规

划的模式是可行的。

今年，燕山农场挂果面积扩至 50

亩，明年 300亩的果园将迎来大的挂果

期。“眼下，我还在精品农业的发展道路

上艰苦跋涉，离实现精品农业的梦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成果怎么样，还得拭

目以待。”屈昂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燕山农场不仅为每棵桃树挂上二维码，而且采摘、分拣也都使用
二维码，可以追溯、精细管理，产出的精品果论个卖、礼品装——

跋涉在精品农业探索之路上

7月 19日，水寨乡蔡寺村村民赵富

豪见到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硕农业）董事长张银垒后，双

方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加盟专业化公

司，一心一意当新型农民，省心了，钱也

不会少挣！”赵富豪说。

今年 32岁的赵富豪是当地一名小

有名气的种植户。今年由于遭遇连阴

雨，一些地方小麦发霉生芽，然而，赵富

豪种植的 60多亩（1亩≈666.67平方米）

麦子则很少生芽，价格卖到了 1 公斤

2.9 元。“每斤足足比别人高出了 3 毛多

钱，是个种庄稼的好手！”张银垒感慨

地说。

天硕农业是一家专业化农业公司，

在叶县流转托管土地4.5万亩，属省内农

业龙头企业。他们今年在包括蔡寺村在

内的两个村共流转土地 800多亩，打造

优质小麦基地，麦子生长良好，获得了好

收成。

“我们想让赵富 豪 这 样 的 新 型 农

民 加 盟 ，共 同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张 银

垒说。

“俺孩儿原本在外地打工拿的就是

高薪，瞅准国家形势后，一心一意回来

种地了。”当天，正在地头察看秋作物长

势的赵富豪的妈妈感慨地说。原来，赵

富豪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之前在江

浙等地务工。由于勤奋好学、踏实能

干，他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月薪一度

拿到了 1万多元。

三年多前，赵富豪谢绝了厂家的挽

留，放弃了高薪，毅然回到家乡。赵富

豪的父母流转种了 60多亩土地，然而，

父母一天天年纪大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也需要父爱，于是，他就接过了父母手

里的“锄头”，当起了现代农民。

在外闯荡多年，又熟悉国内农业形

势，赵富豪购置更新了农机，种植优质

小麦、玉米、花生，仅每亩花生的纯利润

就超过 2000元。他还购置了无人机为

种植户提供植保服务，每年又增收 7万

元；他还添置了花生摘果机，收购种植

户的花生秧做成饲料销售……“去年一

年就挣了 30多万元。”他说。

目前，天硕农业种植了优质高粱，

长势很好，这让赵富豪很是佩服，于是

便 主 动 了 解 天 硕 农 业 的 经 营 模 式 。

他得知该公司在当地扩大流转托管

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后，便产生了加盟

的 意 愿 ，成 为 对 方 一 块 区 域 的 管 理

者，为对方提供植保等农田管理方面

的服务……“这样，我就能一心一意种

田了，也少了投资的包袱，而且收益也

不比单干差。”赵富豪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加盟专业公司 当好新型农民

7月 18日，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在察看高粱长势。

该公司流转 800 多亩（1 亩≈666.67

平方米）土地，示范打造订单农业基地。

麦收后，他们为贵州酒厂种植优质高粱，

目前长势良好。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发展订单农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张茜茜）近日，叶县各学校教职工深

入学生家中，开展暑期学生防溺水

家访活动。“老师每次家访，都反复

告诉我们，不可以去有水的地方玩

耍，因为那里很危险。”7月 19日，叶

县第三小学一年级学生杨明宇说。

叶县境内有 6条大河，大大小

小几十座水库，又是劳动力输出大

县，每年有十几万人在外务工，这

也导致留守儿童多，防溺亡任务

重。为全方位、多渠道营造学生防

溺水安全氛围，叶县各乡（镇、街

道）通过张贴安全标语、悬挂横幅、

小广播大喇叭宣传等方式，大力宣

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党员干部扎实

开展“巡河”“护校”活动；学校还专

门组织家长参与防溺水宣传，家校

共同呵护孩子安全过假期。

暑假期间，老师们走村串巷，

到学生家中走访。每到一名学生

家中，老师们都详细了解学生的生

活学习和身心健康等情况，并叮嘱

家长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

“我们的学生年纪尚小，安全意识

不强，我们流点汗、吃点苦，能为防

溺亡工作尽点力，护佑孩子们的生

命，我觉得是值得的。”家访路上，叶

县第三小学一年级老师李玲玲说。

“老师们的行动，也触动了我

们家长，我会配合学校、配合老师，

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保护好孩

子。”叶县第三小学四年级学生家

长张盼盼说。

叶县开展学生防溺水家访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7 月 19

日上午，任店镇寺庄西村党支部书

记任学伟来到村外韭菜田里察看

韭菜长势。“这茬不用收割了，等着

卖韭菜种子吧。”他说。

寺庄西村位于任店镇东部，属

于典型的农业村，几年前，在该县强

力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下，该村走上了韭菜产业发展之路。

村“两委”拿出流转的 50多亩

（1 亩≈666.67 平方米）土地发展韭

菜种植。然而，种植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先是 2021年水灾，接着是疫

情，韭菜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又一

个坎坷。

“产业培育需要一个过程，这

条产业之路并没有错，克服困难的

过程就是产业孕育壮大的过程。”

任学伟回忆道。随着韭菜产量逐

年提升，镇里在月庄等地上马了韭

菜深加工项目，来任店考察的外地

客商也日益增多。村“两委”干部

统一思想，持续补短板，在韭菜产

业领域深耕不辍。

自去年开始，该村韭菜产业打

了个翻身仗。春节后是韭菜价格

最高的时节，他们为韭菜搭建了大

棚，使得韭菜提前一个多月上市，

地头收购价就达到两元多一斤。

当年，他们共收获了三茬韭菜和一

茬种子。粗略统计，村集体每亩获

得纯收入 2500 元以上，账上一年

多出了十几万元，还吸纳 60 名村

民在韭菜田里务工。

韭菜一茬茬 钞票一沓沓

本报讯（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彭丹）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因洁

而尊，人因廉而正”“看取莲花净，应知不

染心”……7月 19日，龚店镇姜庄村莲花

盛开、荷叶飘香，该镇纪委书记贾韩伟组

织各村廉情监督员赏“廉”景、分享家风

故事，现场观摩交流清廉村居建设。

把“廉”元素融入清廉村居建设，廉

洁文化活动常办常新，是该县纪委监委

深入推进清廉村居建设的一个缩影。龚

店镇纪委深入宣传清廉文化，依托清廉

村示范点创建，开展了“莲花寓清廉，廉

情助清廉”廉情监督员培训，把培训课堂

搬到建设现场，旨在通过文化浸润的方

式，涵养基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姜庄村对昔日荒废的坑塘进行治

理，栽上一池清莲，在旁边的广场上也建

起清风长亭，用“莲”“清”时刻提醒党员

干部要廉洁自律，清清白白做事，被打造

成叶县清廉村示范点。

该镇通过清廉村居建设，打造听风

亭、收音箱、爱莲池、清风廊等，以“小支

点”汇聚廉洁文化“强磁场”，营造风清气

正浓厚氛围。

龚店镇持续推动
清 廉 文 化 建 设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7 月 17

日，叶县“万名学子进千企，百家企

业进校园”融合交流活动启动，60

名叶县籍大学生在团县委的组织

下，参观规上企业、科技创新企业、

特色产业园。

近年来，叶县坚持实施人才强

县战略，大力支持科技创新融合发

展，不断探索产教融合发展新模

式、新方法、新路径，积极开展校企

合作，搭建人才要素对接平台，建

立大学生实习基地，组织开展大学

生进企入园、校园专场推介会等活

动，不断深化“招才引智”工作实

效，提升自身人才承载能级，推进

人才服务数字化转型，打造大学生

就业创业优质发展生态。

“这是我们贯彻县委、县政府

科教兴县战略的一种体现，也是落

实市委‘万名学子进千企，百家企业

进校园’融合交流活动的第一场活

动。接下来，我们将分乡镇、分批

次逐步组织返乡学生走进企业参

观交流，有效提升大学生对叶县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团县委书记魏亚

飞说。

叶县组织大学生参观辖区企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宋爱平）7月 18日晚，燕山湖生态度

假村彩灯闪烁，歌声嘹亮，“走进新

时代 迈步新征程”叶县第二届青年

歌手大奖赛在这里精彩开赛。

燕山湖生态度假村位于保安镇

暴沟村，占地近千亩（1亩≈666.67平

方米），是我市推动农业产业化结构

调整的重点示范单位，也是我市重

点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近两年

来，保安镇重点推进乡村旅游业，加

紧实施豫晨庄园、燕山湖生态度假

村、楚长城等十大项目，全力打造平

顶山南部最佳旅游目的地、叶县乡

村旅游样板乡镇。

保安镇地处叶县最南部，是叶

县的“南大门”，自古就有“南通云

贵、北达幽燕”之称，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被评为“中州名镇”、市级

文明村镇。马头山景区、燕山湖生

态度假村成功创建为国家 3A级景

区，豫晨滨湖田园生态旅游区申报

4A 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达 300 余

万人次；同时，规划 5 个特色民宿

村、13 家民宿农家乐，形成了一条

各具特色、连珠成线、整体呼应的

美丽乡村示范带。

在做好乡村旅游的同时，保安

镇以“一桃一梨创品牌，一山一水

走特色”为切入点，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同步

发力求突破。目前，保安镇有高标

准农田3.36万亩；张武岗红薯、有机

花生、黄金梨、水蜜桃、阳光玫瑰葡

萄等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现有 9条

养猪千头线、164个养羊场。

保安镇：

舞动文旅龙头 唱响发展大戏

7 月 18 日，省人民医院医生刘

瑞星在叶县人民医院为患者检查

眼睛。

叶县人民医院是省人民医院

豫西南分院，省人民医院派出多学

科专家长期到叶县人民医院坐诊，

直接服务患者，有力提升了该院服

务水平。目前，省人民医院已经先

后派出六批共 60 名专家到该院坐

诊。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省医专家坐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