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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地里种金蝉
大有“钱景”

“一天挖两次，早晨五六点钟和下

午四五点钟各挖一次，一天可以挖100

多斤。”近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侯营镇尚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

棚里，工人正挎着小筐挖芦笋。

“芦笋是一种多年生植物，种上之

后能采收十四五年。”王学磊说，大棚

芦笋一年中采摘期可持续七八个月，

春笋、夏笋和秋笋加起来，每亩产量

5000斤左右，每亩地效益能达到3.5万

元以上。

“不仅如此，明年大棚里的金蝉进

入盛产期，除了芦笋收益，预计每亩

地还能有1万元的金蝉收入，加起来至

少能到 4万元。”说起自己的“种养

经”，王学磊滔滔不绝。这几年，他采

取“芦笋+金蝉”模式经营大棚，取得

了成功。

一开始，他是在露天芦笋地里养

殖金蝉。“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

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

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基本和林下

养殖出土年份一致。”王学磊解释，金

蝉和芦笋都需要通风透光，保持湿润

的环境，在温度和湿度上它们有一定

的共生性。

“露天‘芦笋+金蝉’模式成熟

后，我就想着能不能搬到大棚里来。”

王学磊说，2021年，他开始小规模试

验，没想到一举成功。“大棚里温度

高，金蝉新陈代谢快，生长速度也

快。就拿今年来说，金蝉四五月就出

土，因为早上市，价格比普通的还高

30%。”

附近村民看到王学磊“芦笋+金蝉”

模式效益很好，也纷纷跟着发展起来。

“村民目前大多是采取露天模式，我来

提供苗种和技术，卖不出去还能找我回

收，现在带动了周边三四十户，加起来

有100多亩。”王学磊介绍。

何庄村村民何林同是受益者之一，

今年他实实在在尝到了芦笋地里种金

蝉的好处。“将蝉蚁埋在露天芦笋地里，

第二年就开始少量出金蝉。今年，我一

亩地光金蝉就卖了1万元，加上芦笋每

亩地2万元的收入，3亩地收入将近10

万元。”何林同笑着说。

“下一步，我想建立芦笋加工工

厂，回收更多的农民种的芦笋，针对

市场需求进行加工，拉长芦笋产业链

条。”王学磊说。

从人人喊打到人人追捧

农田害虫的“华丽转身”
在农村，蚂蚱、豆虫和蝉是很常见

的害虫，一直都是农民消灭的对象。然
而，近年来，这几种小害虫不再人见人
厌，恰恰相反，在一些地区，这几种害
虫却成了人们眼中的宝贝。一些思路
超前的农民通过养殖这些害虫，实现
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着实让人羡慕。

别人种豆得豆
他却种豆得虫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山
东省郯城县泉源镇东纪庄村45岁的村民纪
东方种了8亩大豆，不但要豆，还要豆虫。

豆虫，以吃大豆叶子为生，富含对人
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比肉、鱼、植物
类的蛋白质更适合人体需要，而且绿色环
保，生长期内无任何药物污染，具有很高
的开发利用价值。随着人们对豆虫的了解
逐步加深，其市场需求逐年上升。

“我在外打工时，发现养豆虫效益很
好。于是去年我在山地上种了 4亩大豆，
养豆虫，光豆虫这块儿就赚了6000多元。
今年我又种了 8亩大豆，在地里养豆虫，
预计能收入1.5万元。”纪东方告诉记者，
他在江苏打工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
到了豆虫养殖，发现豆虫比较好管理，而
且不愁销路，效益非常可观，于是回乡试
着养起了豆虫。

据介绍，养豆虫省工、省时、省力，
基本属于自然放养。豆虫的生长期在25天
左右，每亩地可放养豆虫卵2万粒，成活
率在 75%以上，平均亩产量可达 100斤，
每斤售价20元左右。豆虫收获后，还可以
收获一定的豆子，就连被豆虫啃食光滑的
大豆秸秆也有养殖场收购，用来加工饲料。

“养殖豆虫虽然简单，但想获得高产，
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纪东方介绍，麦子
收割后，在播种大豆的时候，最好选择种
植大青豆，大青豆叶片多。在放养虫卵
前，地里要撒药，防止蚂蚁偷食虫卵。虫
卵放养后还要搭防鸟网，防止小鸟吃掉豆
虫。

这几天，纪东方已陆续开始收获豆
虫。这批豆虫收完后，他准备在旁边的20
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田内再放养一批豆
虫。

“豆虫不吃玉米和豆夹，只吃大豆植株
的叶子。这个季节，大豆也长得差不多
了，对产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养一批豆
虫算是额外收入。”纪东方说。

大棚内不种果蔬养蚂蚱
效益可观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在古诗的描绘
中，蝗虫曾是带来灾害的象征，所到之处寸草难存。然而，
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龙门街道军仓社区陈庄村，一位名叫陈
海磊的年轻人却专门建大棚养起了蝗虫，也就是蚂蚱。

陈海磊的蚂蚱大棚，拇指粗的蚂蚱四处蹦跶，密密麻麻。
“它们生长周期极短，一茬蚂蚱平均40天至50天便可出棚售
卖。从5月到10月间能收获四茬，每茬每平方米可出成虫1.5
斤至2斤，市场售价在每斤18元至25元之间。”陈海磊介绍。
如今，他已经拥有了7个蚂蚱大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陈海磊与蚂蚱的结缘，始于一次偶然。几年前，他在网
上浏览时无意间看到蚂蚱养殖的信息。起初，他只觉得新
奇。经深入了解后，他发现蚂蚱不仅生长周期短、繁殖能力
强、不愁销路，而且养殖不占用大量耕地。他决定回家乡养
蚂蚱。

然而，创业之路从来都不平坦。首先面临的便是技术难
题，毫无蚂蚱养殖经验的他，只能通过网络、书籍以及向有
经验的养殖户请教，逐步积累经验。为掌握蚂蚱的生活习性
和养殖技巧，他先搭建几个实验小棚，仔细观察蚂蚱的进
食、生长、成活率等过程，认真记录每一个细节。从第一批
养的蚂蚱全部死亡，到后来成活率不断提高，陈海磊最终踏
上了大棚养殖之路。

“别看现在这些蚂蚱个头小，它们可是名副其实的‘大
胃王’。”陈海磊介绍。他专门种植了35亩墨西哥草，作为
蚂蚱们的专用口粮。5亩草供一个棚的蚂蚱食用，草料需不
间断投喂。“蚂蚱对环境和食物的干净程度要求极高，任何
污染和农残都会导致其死亡。之前周边土地进行飞防，不小
心给草喷了点药，当时死了不少蚂蚱。”陈海磊回忆说。为
防止喂养时踩死蚂蚱，同时也为节省人力、提高效率，陈海
磊在大棚里安装了一条轨道。轨道贯穿大棚两端，他还设计
了电动斗车，通过遥控器遥控，每天坐在轨道车上穿梭于大
棚，精心喂养蚂蚱。

为进一步提升蚂蚱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陈海磊还搞
起了蚂蚱半成品加工。大棚旁的铁皮房便是炸蚂蚱生产线，
油炸蚂蚱的香味弥漫整个车间。“半成品每天出货量在1.5万
斤左右，产品销往安徽、江西等南方地区。加工后的蚂蚱一
斤能卖到30元左右。”陈海磊介绍。现如今，陈海磊手握大
量稳定的销路，仅靠自己养殖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为此，
他经常前往省内其他城市和唐山等地区收购蚂蚱，再加工成
半成品销售。

展望未来，陈海磊计划在搞好蚂蚱养殖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发蚂蚱酱等产品，拓展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陈海磊养殖的蚂蚱。

纪东方正在查看豆田内豆虫的生长情况。

□北方蔬菜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