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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老味道”、开发新风
味，是当前番茄市场竞相追逐的
新赛道。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山
东省潍坊市临朐蒋峪镇贺家洼村
的农业产业园，只见大棚内一排
排绿油油的番茄苗长势喜人，一
个个红彤彤的番茄果色泽鲜艳，
让人垂涎欲滴。该产业园开发种
植的西红柿，因其口感佳、糖度
高、汁水多等特色，逐渐成为国
内番茄市场备受欢迎的“新宠”。

田家少闲月，三月人更忙。在
大棚里，90后返乡大学生任环美正
忙着指挥几个工人采摘、装筐、打
包、装车。聊起创业初衷，任环美介
绍说：“我原本是学幼教的，跟农业
也不搭边。我父亲种地一直有点

‘犟’，不考虑投入和收成，一心只
管种口感好的品种。不管是种小
麦，还是种西瓜，我父亲那块地都
是口感最好的。看到市场上卖的很
多瓜果吃起来没滋少味，我结婚之
后索性回村盖起大棚，专门种高品
质的水果。”

据了解，贺家洼村瓜菜大棚
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
驱动下，广大村民自发从事大棚
瓜菜种植。自2020年起，蒋峪镇
委专门投入1.2亿元，分三期对该
村1000亩、500多个瓜菜大棚进
行高标准改建提升，打造温室瓜
菜种植区、大棚葡萄种植区、温

室瓜菜采摘区、仓储区、电商板
块区、瓜菜交易区、展销区、科
普教育区8大区域，并邀请农业专
家到镇上进行实地指导，举办瓜
菜大棚管理技术培训班，组织广
大种植户学习引进先进管理技术。

“近年来，国内市场上的很多
番茄都是进口品种。它更注重货
架期、保鲜期，炒菜还可以，但
生吃的话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味
儿。当时，我就想，怎么能让这
个番茄既有货架期，又能找回老
味道呢？”任环美告诉记者。

历经多年探寻，任环美找到
了一个西红柿新品种。这是她远
赴日照选种后改良的，具有风味
好、糖度高、汁水丰富的优点，
极受市场欢迎。因为市场火爆，
该类小番茄的价格在每年初上市
时往往水涨船高。为了追求产量
和经济效益，市面上一度出现很
多良莠不齐的细分品类。对此，
任环美坚持土壤栽培，施的是自
然发酵的天然农家肥和深海鱼蛋
白等生物有机复合肥，不做催熟
让果实天然枝熟，真正种出小番
茄最原始的好味道。

随着种植模式成熟之后，任
环美的大棚初具规模。今年，任
环美共承包了4个大棚，吸纳周边
务工村民10余人。今年的这一批
西红柿，每亩地实现产量 8000

斤，单个大棚收益在 10 万元左
右，目前，产业园的西红柿刚刚
结束采摘，已经栽植好了西瓜。

在临朐县政府及蒋峪镇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任环美充分发挥

“互联网+农业”的优势，申请开通
了电商平台，通过网上收集发布销
售信息等方式，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另外，在直采的基础上，任环美
还依托线上平台，采用订单种植、
以销定采的方式，进一步改变传统
的产销模式，实现增产增收。

“传统生产模式下，种植户大
多是散而不集中，产品质量也是
参差不齐，加之市场价格波动，
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发展壮大。
为了推动种植业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我们积极与农业公司对
接，建设大湾区农产品采配中
心，采集临朐县及周边的名优
蔬果农特产品、特色禽畜冷
冻深加工产品，形成长期
稳定货源产区，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高端消费庞大市
场，将贺家洼村打造成知
名 的 绿 色 果 蔬 生 产 基
地。”蒋峪镇党委书记马
晓文如是说。

近年来，临朐县始终
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不仅将传
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

相结合，还将农业生产与加工、
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相结合，
积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持续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全面助
推乡村振兴。新的一年，任环美
的目标更加清晰：“我们要在种植
理念上加以创新，继续坚持绿色
种植，对农作物进行精细化培植
管理，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
带大家找回儿时的记忆和味道，
让快节奏下的孩子们体验到我童
年时候的乐趣。”

来源：大众网

返乡创业“新农人” 大棚种出“好光景”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花卉产业
规模大、档次高。花卉产业通过
发展设施栽培，不仅拉动花卉品
质快速提升，还促进科技电商和
花卉全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在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花卉电
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
来，当地也涌现出一批花卉电商

“新农人”，他们通过“直播+电
商”的销售模式，把青州花卉

“卖出去”。陈超就是其中一位。
陈超是一名“90后”，自小接

触花卉行业。栽花、卖花，他再
熟悉不过。但是，近年来，他发
现花卉越来越不好卖了。“周边市
场有限，产业同质化明显，竞争
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他
说。对传统行业来说，“互联
网+”的“东风”来得正是时候。

2018 年，在朋友的介绍下，
陈超接触了农业电商，了解到了
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联想到青
州本地花卉产业的良好优势，他

决定试一试。农业电商借助互联
网，让原先“窝”在本地的特色
农产品走上更加广阔的市场，从
网络卖向全国。陈超说：“青州黄
楼街道有着多年种植花卉的传
统，而我从小就开始种花、卖
花，对花卉行业的前景看好。”

当年夏天，陈超第一次尝试
着注册了一个电商淘宝店铺，招
了三个主播，买了一些直播设
备，先试着卖起了多肉植物。

虽说很有行动力，但电商市
场“水深浪大”，陈超处于不断的
试错中。“一开始哪里有人看，我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在网上卖花，
更没法指导主播了，只能有样学
样。别人直播间里怎么做的，我
们就学着做。一边做，一边摸
索，找出适合自己的直播方式。”
他说。“由于经验不足，我也遇到
了不少困难。直播间的人流量很
少，我就想能不能多平台发展，
后期我们又做了快手、拼多多、

小红书。经过五年多的不断学习
与摸索，直播间人数从最开始的
二三十人到现在的5000多人，粉
丝量也从几十个增加到现在的100
多万粉丝。”随着对电商销售理解
的深入，他也学会了如何运用网
络拓展销路了。

近三年，因为受多种因素影
响，当地花卉的线下销售受到一
定影响。陈超在试水网络销售成
功后，也不忘带领乡亲们一起突
破。他对接了黄楼街道的近千户
花农，在自己的直播间为他们宣
传、销售，既帮花农把花卖了出
去，也让自己的电商产业有了稳
定的销售渠道，在自己事业发展
的同时，带动了周边花农共同致
富增收。

“为了保证每一盆花卉的质
量，我们会亲自去农户花棚里面
挑花，挑回来之后送到包装车
间，由包装人员仔细把花包装
好，尽快送达客户手里，保证花

到客户手里时还是完好无损。”
5年来，陈超从“电商小白”

成功升级为“电商达人”。他直播
间的主播都是来自周边村子的年
轻人，既熟悉种花、卖花，也熟
悉网络。“目前我们直播销售的花
以丽格海棠、长寿花、大岩桐为
主，日均销售近千单，搞活动的
时候最高能到近万单，销售额近
20万元。现在我们四个平台近十
个主播，每天直播时长不低于5个
小时。”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运用互
联网思维，陈超走出了一条让花
卉产业提质增效的路子。“这几年
我们的电商做得风生水起，周边
的村民也纷纷前来学习。带着乡
亲们一起致富，我也不藏着掖
着，就把这几年的经验教给他
们。希望大家能抱起团来求发
展，打造出我们自己的品牌！”陈
超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互联网+花卉” 产业富农有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