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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在指导药农种植和管理林下草珊瑚。

▲驻村第一书记在直播介绍新品高良姜的种植要领。

▲周陆军在采摘辣椒。

夏日的灌阳县，青山叠翠，林
荫蔽日。在洞井瑶族乡、水车镇和
西山瑶族乡下涧、北江、南江、茶
源等村的林下种植基地里，一株株
灵芝如小伞般破土而出，草珊瑚枝
叶舒展，金毛狮（即金毛狗脊，珍
贵药材） 的绒毛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去年我家种了约 50 亩草珊
瑚，收入2万多元，比外出打工强
多了！”南江村村民姜有祥一边采收
草珊瑚，一边笑着算起“生态账”。

灌阳县地处桂北山区，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为林下经济提供了天然
优势。近年来，当地政府引导涉农
企业和山区农民大力发展灵芝、草
珊瑚、金毛狮等林下特色种植，走
出了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乡
村振兴新路子。

“过去林子闲着，现在可是
‘聚宝盆’！”灌阳县林业局卿熙念
介绍，通过“党建+企业+合作社+
农户”模式，全县已建成林下经济
示范企业 12 个，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6个，种植大户已有50余户。推
广仿野生灵芝、草珊瑚、金毛狮、

板蓝根种植新技术，利用林木遮
阴、落叶腐殖质等天然条件，大幅
降低种植成本。当地龙头企业还与
广西林科院合作，培育出高产灵芝
菌种，亩产值提升 30%以上。目
前，灌阳灵芝因品质优良，已远销
粤港澳大湾区，每公斤售价超200
元。

长短结合，生态产业“立体增
收”。在水车镇合成村坝头上屯，
驻村第一书记陆文发和村党支部书
记盘富忠，正忙着带领瑶族村民管
护林下的黄栀子和沙姜。

“黄栀子要 3 年才可收，沙姜
当年就能获益，但林下种植不占耕
地，还能长短结合，享受补贴。”
陆文发介绍道。据了解，“长短结
合”模式，正是灌阳县的创新之举
——引导农户搭配种植不同生长周
期的作物，确保年年有收益。

此外，灌阳县把林下经济纳入
乡村振兴奖补范围，林间养殖蜜
蜂、鸡鸭，林缘种植中草药等“立
体经营”，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
道。2024 年，全县共对 28 个种植
点进行了奖补，发放奖补资金达

787万元。目前全县林下经济规模
达近 70 万亩，总产值突破 12.435
亿元，带动7.5万人增收，实现人
均年收入超6600元。

与此同时，为破解山区销售难
题，灌阳县搭建电商平台，并推出
注册“尚农林中仙”“桂木竹芝”
等品牌认证。灌阳尚农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高平表示，今年将
投入 2500 余万元完善冷链物流和
初加工设施，同时推出“林下经济
保险”，降低农户风险。眼下，随
着“灵芝茶”“灵芝酒”“灵芝
面”“草珊瑚红绿茶”等新一批林
下产品获得有机认证，深圳某药业
集团已与当地签订长期订单，预计
年采购量达200吨。

暮色渐沉，山林间仍可见农户
忙碌的身影。这片曾经的“沉睡资
源”，正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灌
阳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据
悉，到 2025 年底，全县林下经济
规模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扩大 10
万余亩，有望让更多农民端上“生
态碗”，吃上“生态饭”。

(陆仕臣 文岐前/文、图)

灌阳：林下生“金”富农家

清点、打包、装运……在钟山县
燕塘镇张屋村，只见村部电商直播间
里，五六名工作人员正忙碌着。2024
年至今，张屋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4.9
万元，电商平台累计销售额达 65 万
元，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8000余元，
小山村“长出”近百万的电商产业，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燕塘镇张屋村由 6 个自然村组
成，共有农户682户，人均耕地近2
亩。“以前我们只能在路边摆摊，现
在通过展销中心和电商平台，产品
能卖到全国各地。”张屋村农产品展
销中心工作人员钟诚说。今年3月27
日，张屋村做了电商直播活动，通
过“线上直播+线下团购”模式，累
计销售额近2万元。4月14日的电商
直播活动销售额也达1万多元。今年
以来，多场直播带货活动累计销售
农产品超25万元。

同 时 ， 张 屋 村 组 建 以 驻 村 干
部、村“两委”党员为主的“清风
助农先锋队”，积极开展直播带货、
政策宣讲等活动，示范带动村民参
与。同时，动员驻村第一书记和种
植能手参与电商技能培训，借助

“短视频宣传+直播销售”模式，成
功吸引粉丝超2万人。

“以前我对电商一窍不通，现在

不仅能卖自家的柿子，还能帮村民
卖蜂蜜。”种植能手黎荣标参加了多
期电商技能培训后说。通过培训，
他学会了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等
技能，自种的3亩柿子等农产品销路
大幅拓宽。张屋村作为孵化电商人
才的示范点，通过开展培训教学，
传授学员电商理论知识，在实践操
作中安排学员在模拟电商平台或实
际项目中进行操作，通过实践巩固
所学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同时，张屋村与超市及企业建
立战略合作，共建农产品直采基
地，推动优质农产品进入商超供应
链。组建调研队伍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精准调研，引导农户调整产业
结构，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张屋
村共挖掘培育了本地香芋、马蹄、
西兰花、绿壳鸡蛋等特色农产品2大
类10余种，1500多亩特色农产品多
了一条销往商超的路径。

张屋村“党建领航·电商助农”
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全县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益借鉴。目前，钟山县大
力推动各村特色农产品“出村进
城”，通过实施电商助农工程，培育
更多新型农村电商人才和销售新场
景，全力构建兴农富农新格局。

(陈晓杰 钟 位/文、图)

连日来，柳城县社冲乡社冲村
西盘龙屯的辣椒田里人头攒动。工
人穿梭在翠绿的枝叶间，指尖翻
飞，不一会儿筐里便堆满了螺旋状
的螺丝椒。种植户周陆军擦拭着额
头的汗珠，望着满框的辣椒露出笑
容：“今天又是 1500公斤！” 这片
20 亩的螺丝椒田为他带来可观的
收入。

谁能想到，这位在辣椒种植领
域崭露头角的新农人，曾经是当地
的肉猪养殖大户。“前几年生猪市
场波动太大，再加上各种病毒多，
转型迫在眉睫。” 周陆军回忆道。
2023 年，当外地客商来到社冲流
转土地种植辣椒时，敏锐的他嗅到
了商机。整整一年时间，他像个

“学徒”般跟在技术员身后，从育
苗、移栽到病虫害防治，将辣椒种
植技术烂熟于心。

今年年初，周陆军以每亩 1200
元的价格租下 170 亩土地，开启了
自己的 “辣椒事业”。凭借精细化
管理，迎来丰收季的螺丝椒交出亮
眼答卷：亩产达 3500公斤，亩产值
突破万元大关。这些色泽鲜亮、果
型饱满的螺丝椒，通过运输车，每
日准时抵达柳州市海吉星市场，成
为商户争相采购的 “香饽饽”，

1.6 至 2 元的收购价，让销路不成
问题。

“螺丝椒采收结束，朝天椒接力
上市。” 周陆军指着远处连片的椒田
介绍，150 亩朝天椒即将迎来首茬采
收，采摘期可持续至年末。面对朝
天椒的市场波动，这位新农人显得
从容：“全国行情虽不可控，但把田
间管理做到极致，就是最好的抗风
险能力。” 他分享着种植心得：雨后
必须等土壤稍干再进田，避免脆嫩
的枝条折断；定期喷洒生物菌剂，

从源头上杜绝病毒传播。这些看似
琐碎的细节，正是他丰收的 “制胜
密码”。

从猪圈到椒田，周陆军的转型
之路，折射出社冲村特色农业的蓬
勃生机。社冲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在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方
面发力，鼓励更多农户像周陆军一
样，在特色种植领域探索致富新路
径，让一片片椒田成为乡村振兴
的 “火红引擎”。

（韦晓平 龙玉文/文、图）

夏日的热浪裹挟着清甜果
香，德保县都安乡凌雷村的35
亩西瓜基地迎来丰收。在这片
生机勃勃的土地上，13个大棚
在阳光下泛着银白的光泽，宛
如镶嵌在绿野间的珍珠，棚内
的西瓜藤蔓肆意舒展，一颗颗
圆滚滚的西瓜藏在墨绿叶片
下，透着诱人的光泽，诉说着
丰收的喜悦。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雨
水也充沛，简直是美都瓜的

‘天然温室’！” 基地负责人张
伟擦着额角的汗水，眼里满是
笑意。第一年尝试种植，作为
浙江人的他带领团队移栽13个
大棚，联合几位合作伙伴，将
35 亩 荒 地 打 造 成 “ 甜 蜜 王
国”。当天采收的 10 吨鲜瓜，
按照市场行情能带来 3 万元收
入。为保证品质，每个西瓜都
要经过严格筛选，只有甜度、
成熟度达标的 “佼佼者”，才
能踏上销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大 棚 里 ， 村 民 们 分 工 协
作，动作娴熟。只见他们轻轻
拨开藤蔓，将西瓜稳稳摘下，
装入筐中；称重、搬运、装车
的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汗
水湿透了衣衫，却掩不住脸上
的笑容。村民潘爱美边忙碌边

说：“以前这片地荒着怪可惜，
现在好了，每亩 600 元租金到
手，还能在家门口打工，在这
里做工每天都能得 100 块工资
呢！这西瓜个头大、甜度高，
谁尝了都夸！”

曾几何时，凌雷村因劳动
力外流，不少农田被闲置。荒
草丛生的田埂上，偶尔只有几
只麻雀觅食，寂静又萧条。为
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班子多
次召开村民大会，挨家挨户走
访调研，最终敲定 “引商盘活
土地” 的发展思路。经过 3 个
月的考察洽谈，村里成功引进
外地客商，流转 35亩闲置土地
打造西瓜种植基地。村支书农
定益回忆：“刚开始村民顾虑
多，担心土地租出去没保障，
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周边有成功
案例的村子参观，还请来专家
测算收益，这才打消了大家的
疑虑。”如今的西瓜基地，不仅
为农户带来 8 万元的集体租
金，还吸纳了数十名村民就
业，让大家既能顾家又能增收。

据预计，这片35亩的西瓜
田将产出 57 吨西瓜，创造约
23.4 万元产值，让荒田真正变
成了 “聚宝盆”。

（黎玉聪 冼彦辰）

小山村“长出”百万产业

周陆军：转型成功的辣椒种植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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