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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优质防线、杀线产品（冲施型）推荐榜

产品咨询热线：020-31603387

【编者按】 近年来，棚室蔬菜由于连
年重茬种植，根结线虫发生严重，植株轻则
萎蔫重则死棵减产或绝产，致使部分菜农
谈“线”色变。线虫防治，重在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然而，市场上防线、杀线药剂种类
琳琅满目，各类防线、杀线产品让人眼花缭
乱，难以选择。本着为农服务的宗旨，北方
蔬菜报筛选出了市场上部分优质防线、杀
线产品，帮助菜农朋友正确认识并合理选
择，早防早治占主动，提高防线、杀线效果，
减少损失，进一步提升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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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一户种地到现代化园区生产
无花果带来新变化

走进千年新四季无花果培育项目
园区，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拱棚与
高温棚。据园区负责人单伟刚介绍，目
前园区的无花果采用了三种种植模式，
即露天、拱棚与高温棚种植。不同种植
模式的上市时间不同，保证了无花果的
持续供应。“今年园区的无花果是第三
年结果，是丰果期。目前拱棚无花果已
经开始陆续成熟了，还有10天左右就
可以集中上市了。预计今年园区总产量
可达到25万斤！”单伟刚说。从8月中
旬“波姬红”无花果开始上市，到11月
上旬结束供应，这一茬无花果供应将持
续近三个月。

园区为何要选择无花果作为主要
种植作物呢？这就要从现代农业园区的
发展模式上谈起了。近年来，随着农业
标准化、集约化的发展，各地兴起了建
设现代化农业园区的热潮。在品种选择
上，各地也逐步摆脱定式思维，依据实
际情况，多方考察，直到选出适合当地
的品种。在这一基础上，逐步打造出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真正发挥出农业园区
的示范带动作用。在该园区所在的羊田
路两侧及北宋家庄子村附近，当地农业
生产既有大田粮食作物种植，也有大棚
蔬菜种植。但以往的种植模式都是分散
经营，种植技术有限，产品单一，抗风险
能力弱。为实现农业的转型，带领农民
走上致富路，营里镇近年来不断强化乡
村振兴产业支撑体系，规划建设了多个
现代农业种植园区，不断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千
年新农业就是进入营里建设、经营现代
园区的企业之一。“经营现代农业园区，
我们要种什么？这是我们开始经营之前
最先考虑的问题。”单伟刚说。一些园区
有技术，有市场，所以选择继续种菜。而
千年新农业是这一领域的新人，既缺乏
种菜的技术，也没有终端市场。经过多
方考察、学习，公司认识到了重要的一
点，既然园区建成后，当地农民都要从
零开始学习现代化种植，那就没有必要
非种蔬菜不可。一些附加值高、市场广
阔的品种也可以进行种植，说不定能走

出一条新路。公司管理层在烟台、威海
等地了解到无花果种植技术掌握快、价
值高、市场广。于是便决定在园区内大
规模种植无花果。营里有适合发展无花
果产业的土壤、气候，这也是公司下定
决心的原因之一。

无论盛夏或严冬
都有无花果向上生长

拱棚内的无花果马上就要成熟上
市了。据介绍，高温棚中的反季节栽培
无花果还会在春节前后上市。露天栽培
无花果自6月末上市，采收至10月中
旬。拱棚无花果采收期可持续到11月
底。高温棚内的反季节栽培无花果则在
寒冬季节成熟。三种模式错峰上市，实
现了四季采收。

单伟刚介绍，无花果的种植比较简
单，前期投资也少。在生长过程中，工人
只需偶尔喷施1次—2次杀菌剂，每年
空果期时施用一次有机肥。基本不需要
再用其他农药、化肥。除了采收无花果
时需要大量人工外，在其他时期，一两
个人就能管理成片的无花果。由于种植
技术简便易学，当地农民很快就能掌握
和传播。

“布兰瑞克”“芭劳奈”“波姬红”“金
傲芬”“紫冰茹”……这些近年市场上销
售的无花果品种，在园区内都实现了规
模化种植。有的品种甜度高，有的口感

软糯，有的适合长途运输，有的适合鲜
食，有的能做成果干、果酱，既能满足不
同市场消费者的口感需求，也为园区多
元化销售提供了稳定的货源。

为销售无花果，园区尝试了多种销
售方式。目前线下销售主要通过与商超
对接。由于品种丰富，供货期长，不少商
超、水果连锁店都会从园区直接采购。
到了寒风凛冽的冬天，反季节栽培无花
果上市，每斤价格超过20元。在线上，
园区与两家供应链企业深度合作，为他
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无花果鲜果、干果、
果酱等多种产品。反季节栽培无花果经
济效益高，种植技术易学，是园区在当
地积极推广的模式。合作农户需要按照
标准种出无花果，然后由园区统一收
购、销售，减少了农户种植的风险。

有鲜果 也有化妆品
无花果产业链改变了许多

无花果的产量从亩均1000公斤逐
年增加，今年总产量将达到25万斤。除
了鲜果、果干、果酱等，园区也引进科研
人员，开发出了多种深加工产品，如以
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果茶、代餐粉、奶
昔、化妆品等等。无花果产业链延长了，
附加值更高了，农户的收入也高了。从
原先的分散式经营到如今的规模化种
植，从“什么都种”到专业化种植，当地
的种植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

现代农业种植的转型。
鲜果产量的增加，为深加工生产提

供了充足的原料。不过，每年无花果上
市时，鲜果总是供不应求的。所以无花
果绝大部分仍是以鲜果形式出售，很少
一部分才投入粗加工、深加工生产。在
鲜果分拣车间，单伟刚介绍道，现在无
花果刚刚上市不久，产量在逐步增加。
无花果采摘后先进入消毒车间，然后再
由工人进行分拣。把破损的、小的无花
果分拣出来，只留下符合市场标准的无
花果。那些被挑拣出的不合标准的无花
果也不会浪费，而是进入了另外的生产
线，成为果干、果酱、果茶的原料。园区
还为一系列无花果深加工产品注册了
品牌。基于无花果自身富含的营养价
值，公司自主研发了二十余款产品，分
为原生态食品、养生保健品和美妆护肤
品三大类，形成了集种植—鲜果供应—
初加工—深加工—技术科研—销售于
一体的闭环产业链。“我们是‘亚洲无花
果协会’的创办单位，在无花果种植、科
研、生产等方向，实现了不断突破创新，
秉承着健康、助农、兴农的发展理念，全
力推动无花果产业的快速、可持续发
展。”他说。随着无花果产业链的发展与
成熟，越来越多当地和周边农户都加入
了进来。他们在致富的同时，也把无花
果种植技术、现代化种植理念传播开
来。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年产25万斤无花果 一条从种到销产业链
现代农业越发展，越要更重视转型升级。从单一的果蔬种植到构建起多元化产品生产体系，从粗放的种植管理到标准化的规

模种植，从种植利润低、市场狭窄的品种到探索附加值高、高品质的品质，这些都是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表现。多年来，“蔬菜之
乡”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菜乡的许多地方，一些有心人也在探索着蔬菜以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在
营里镇就有这样一座无花果园区，不仅在当地逐渐建立起了包含无花果种植与销售、无花果果酱、化妆品在内的产业链，还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种植理念。这座千亩园区，也是营里镇在农业转型升级上的勇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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