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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进行长裙竹荪栽培村民正在进行长裙竹荪栽培。。

广西民族报乡 村 振 兴

▲韦兰芬和乡亲们一起采摘芋头。。

不久前，荔浦市新坪镇的荔浦芋种植能手
韦兰芬，迎来了属于她的丰收季。荔浦市种植
荔浦芋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早些年因砂糖橘产
业迅速发展，荔浦芋的种植面积一度缩水，且种
植技术较传统。“荔浦芋的牌子，可不能搞砸
了。”因父亲一句忧心的话，韦兰芬有了种好荔
浦芋的想法。22 岁时，她放弃在外发展的机
会，回乡当起了芋农。21 年来，她除了在自家
芋田忙碌，还帮助其他芋农提升种植技术。在
她的带领下，荔浦市东昌镇、修仁镇和青山镇等
多地的村民种植荔浦芋上万亩，荔浦芋亩产值
发展到近2万元，60多户村民通过科学种植荔
浦芋过上了好日子。

2亩芋头地是韦兰芬逐梦的起源。她和父
亲忙碌在芋头地里，从怎么选种、下种到如何施
肥、铺膜、除虫，再到稳产、提质，她每天在田里
劳作，肤色变黑了，手上也长出了茧。最终，2
亩芋头地和一年劳作换来了1.5万元的收益。

小小“开门红”让乡亲们对韦兰芬刮目相
看，也让她干劲更足了。

究竟怎样才能种出高品质的荔浦芋？经过
几年探索和实践，韦兰芬找到了答案：要用科学
的方式，改变“靠天种芋”的传统。

为了提升种植技术，韦兰芬和父亲探讨、看
书学习、报名参加各种种植培训班，并向当地管
护经验丰富的芋农请教。在学习之余，她还进
行着“独家”探索——开展田间对比试验。每
年，她都会调整种植方案、病虫害管理方法等，
并一一记录下来。之后，再进行对比和分析，最
后汇总成新的种植、管护方案。

有芋农从贺州市专门赶到韦兰芬的芋田参
观、考察，当看到一个个个头均匀、单个重量在

1.5-2.5公斤的芋头时，纷纷赞不绝口。“都是种
荔浦芋，为何您种出的芋头个头比我们的大？”
面对提问，韦兰芬笑着回答：“如果想要单个重
量在1公斤多的小芋头，种植株距需保持在25
厘米左右；如果想要单个重量在1.5-2.5公斤的
大芋头，种植株距就得控制在30厘米及以上。”
韦兰芬解释，在亩产量差不多的情况下，种植株
距决定了芋头个头的大小。

“个头同样大的荔浦芋，为何您种出来的更
重？”“这是芋头中淀粉含量的高低带来的差
别。因此，一定要提高荔浦芋的糯性。而荔浦
芋的糯性是由淀粉中的支链淀粉决定的，支链
淀粉含量越高，芋头糯性越好。”韦兰芬介绍，经
过多年的田间对比试验，她已找到了一个可以
提高荔浦芋糯性的方法。“采用科学的配方制成
生物有机肥，用这种生物有机肥种出来的荔浦
芋糯性更高。在管护期间，我们通过使用生态
诱虫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等绿色农业生
产技术，保留和强化荔浦芋的优良特性。”韦兰
芬强调。

据了解，在荔浦市，采用普通种植技术种植
荔浦芋每亩成本不超5000元，而韦兰芬采用生
物防治、人工除草等技术种植荔浦芋，每亩成本
要8000多元。但正是这种科学的管护方式，让
韦兰芬种植出的荔浦芋“闯”出了一片天地。刚
采挖的湿芋头每公斤收购价达10元；放置10天
左右的干皮芋头每公斤收购价达16元，高出同
类产品2—6元，且供不应求。科学管护带来的
高品质，提高了亩产值。

在外人眼中，韦兰芬早已实现了“种好荔
浦芋”的目标。但韦兰芬深知，她的梦想是要
带动更多人种植荔浦芋、做强荔浦芋品牌。韦

兰芬经常热心地向其他芋农分享自己的荔浦
芋管护经验，帮助更多人把荔浦芋种好。“找韦
兰芬”成为不少芋农遇到种植难题时的选择。

2022年，韦兰芬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3
年10月，韦兰芬在东昌镇组织、主持了民间荔
浦芋王争霸赛，吸引了荔浦市100多位芋农参
与，她还自掏腰包，给获一、二、三等奖的芋农
300—1000元的奖励。

“韦兰芬，你也是种荔浦芋的，就不怕别人
超过你吗？”面对乡亲的疑问，韦兰芬回答：“只

要能把荔浦芋种好，让荔浦芋产业发展得更好，
我什么都不怕。”

目前，荔浦市是全国最大的荔浦芋生产、加
工、出口基地。“荔浦芋”品牌被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评估品牌价值为13.02亿元。2024年，荔浦
市的荔浦芋种植面积达5万多亩，产业链价值
超20亿元。

忙碌在芋田，韦兰芬眼里有光，手头有劲。
她坚信，名扬四海的荔浦芋一定会让更多芋农
过上好日子。 (周俊远/文、图)

韦兰芬：“名扬四海的荔浦芋会让芋农过上好日子”

近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苗族乡全安
村集体示范种植的林下经济赤松茸喜获丰收，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组织当地农户抢抓农
时采摘。

在赤松茸产业种植基地，一朵朵赤松茸破
土而出，形态圆润饱满，如同一个个小小蘑
菇伞。该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与农户一
起将已经成熟的赤松茸，采摘装篮出售。

目前，全安村林下示范种植生态赤松茸
4.2 亩，严格按照科学精细化管理，亩产达
1500 公斤以上，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 万元以
上。同时，全安村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带
动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达100余人次，示范
带动20户群众参与合作发展，促进群众增收5
万余元。图为菌种培植现场。

（蒋小兵 卢 莎 刘松林 摄影报道)

环江：林下小小“蘑菇伞”助农增收

近年来，昭平县走马镇以农户为主体，利
用农村庭院、房前屋后零星土地，积极探索发
展以竹荪为主的多种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走马镇东坪村的竹荪种植基地，不仅
是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大亮点，更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场。

走马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创建工作，将竹荪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他们采取“村党支部集体经济+
公司+农户”的模式，打造了50多亩红托竹荪
和20亩长裙竹荪种植基地，为村民提供了广
阔的就业和发展空间。

在这片基地上，村民携手合作、紧密团
结，共同耕耘着希望。基地管理员黄勇介绍，

基地首次尝试种植“长裙竹荪”，这一珍稀食
用菌的栽培过程繁琐而精细，但村民齐心协
力，相互交流种植经验，共同解决技术难题，
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互助精神，共同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及分红等模式增
加了各族村民的经济收入，这种互利共赢的合
作模式，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更增强
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走马镇将继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
工作，加大力度扶持竹荪产业发展，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深度融合。

(曾 琪 刘志鹏/文、图)

走马镇东坪村的“民族团结种植基地”

2月5日，在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村民在鞭炮声中奋力舞龙。当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炸龙闹春活动热闹举行。富川炸龙起源于明万历年间，至今已有400多年
历史。人们通过举办炸龙活动，祈祷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国泰民安。图为村民在鞭炮
声中舞龙。 （黄旭胡 摄影报道）

富川：瑶乡炸龙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