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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生沃土，“蚓”出生态循环致富路
养殖户每亩能增收万元，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就业

大众新闻记者 毛鑫鑫

2028年蒙阴蜜桃
全产业链产值达120亿元

枣庄是“中国石榴之乡”，
有着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
全国七大石榴主产区之一。规
划提出，到2026年，全市石榴种
植面积稳定在12万亩，鲜果产
量达到7 . 5万吨，深加工
企业增加到20家，在园石
榴盆景盆栽达到40万盆，
石榴产业总产值达到60
亿元。到2030年，石榴产
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万
元，产业总产值达到100
亿元，形成全要素集聚、
全产业融合、全环节提
升、全链条增值的发展格
局。

我省临清、夏津、无
棣三县（市）的黄河故道
古桑树群，是优质生态
桑黄菌种库，桑黄产业
历史悠久，呈现出多功
能、多价值产业化开发
态势。规划提出，到2026
年，桑黄全产业链基本
形成，桑黄绿色原料基
地达到1 0万亩以上，桑
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占比达到 6 0 %以上，桑
黄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5
亿元。到2030年，桑黄全
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突
破，全球桑黄产业研发
创新聚集区、全国桑黄
产品加工贸易集散中心
初步形成，全产业链产
值实现32亿元以上。

蒙阴县享有“中国
桃乡”“中国蜜桃之都”
之美誉。规划提出，到
2 0 2 8年，蜜桃特色产业
集群基本建成，蜜桃种植面
积稳定在 7 1万亩，年产优质
蜜桃115万吨，蜜桃深加工企
业产值达到 1 5亿元以上，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 1 2 0亿元以
上。

泰山黄精是泰山四大名
药之一，入选国家首批既是
食品又是药品（中药材）名单
目录。规划提出，力争到2028
年，建成产业链条更加完整、
价值链条更加高端、利益联
结更加紧密的黄精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黄精种植面积
达到5万亩以上，产业化企业
达到5家，智能化企业1家，数
字化覆盖率达到85%以上。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泰山
黄精新品种3个以上。争创省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2—4家，黄精全产业链产值
达到2 . 25亿元。

2030年阳信肉牛
全产业链产值达1000亿

乳山市是世界顶级牡蛎产
区之一，著名的“中国牡蛎之
乡”。规划提出，到2028年，建成产
业结构合理、链条完整、要素高
度集聚、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
式绿色、经营体系健全、品牌价
值凸显、辐射带动有力的全国优

势特色产业。牡蛎良种覆
盖率达到95%以上，养殖水
域面积稳定在60万亩，总
产量50万吨左右，“生态疏
养”模式覆盖面积达到30
万亩；培育省级以上龙头
企业达到5家以上，全产业
链产值超过150亿元，带动
2 . 2万人就业，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2.4万元。

阳信县是我国优良
畜种鲁西黄牛、渤海黑牛
的主产区，已初步形成
种、养、加绿色循环肉牛
全产业链条。规划提出，
到2030年，全县肉牛存栏
量2 0万头，年出栏3 0万
头，肉牛规模化饲养比重
达到87％以上；新增省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2—3家，标准化肉牛屠
宰企业达到35家，年屠宰
肉牛30万头，加工进口牛
肉40万吨，肉牛全产业链
产值达到1000亿元，阳信
县成为全国第一肉牛屠
宰、加工、贸易大县，实现
牛在世界养、肉在阳信
产、吃在全中国。

滨州市沾化区为“中
国冬枣之乡”，冬枣已成为
当地最具特色的优势产
业。规划提出，到2028年，
以沾化区为核心，辐射带
动周边无棣县、滨城区、
河口区等环渤海地区发

展冬枣产业，沾化冬枣种植面
积达到60万亩，设施栽培覆盖
率达到30%以上，新品种覆盖
率达到30%以上，培育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30家以上，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200家以上，全产业
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冠县是我国灵芝生产大
县，灵芝产量、交易量、盆景
销量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
最 大 的 灵 芝 种 植 和 贸 易 基
地。规划提出，到2026年，灵芝
全产业链基本形成，建成高
标准灵芝现代农业产业园，
科技装备国内领先。全县灵
芝产业规模稳定在1 . 5万亩，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占比达
到45%以上。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100家以上，重点培育1—2
家覆盖灵芝全产业链的省级
以上龙头企业，全产业链产
值突破100亿元，形成百亿级
灵芝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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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林间几条羊肠小路，在茂密杨树林下的一处并不起眼的地方，是聊城
市茌平区菜屯镇林海新村的蚯蚓养殖基地。一排排黑褐色的隆起，是一垄垄的

“蚯蚓养殖床”。
菜屯镇全镇速生丰产林达2 . 6万亩，在闲置的林下树空，变“粪”为宝进行

蚯蚓规模化养殖，既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也能够改良土质，“蚓”出一条生态
循环的致富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小小“土特产”可以做成富
民“大文章”。为进一步挖掘“土特产”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市、县（市、区）编制了枣庄石榴、黄河故
道桑黄、蒙阴蜜桃、泰山黄精、乳山牡蛎、阳信肉牛、沾化冬枣、冠县
灵芝8个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并于近日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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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蚯蚓养殖
每亩增收万元

“蚯蚓管理起来比较简单，平
时浇浇水，看看它的生长情况就
可以。”养殖户范秀明介绍，蚯蚓
养殖工作省心省力，一次投苗即
可终身收益，只要不清理养殖床，
环境适宜、食物充足，蚯蚓就会一
直繁殖。

“就像买了一头老母鸡，它可
以下蛋，我们把蛋拿走。”养殖户
范秀明笑着打了个比喻。

在他试养的近50亩8000米的
蚯蚓床上，每米投放了大平2号蚯
蚓苗约1 . 5公斤，蚯蚓雌雄同体，
繁殖力很强，每个蚯蚓卵能出四
五条蚯蚓。在夏季，7—15天就可
以采收一次，天气转冷后，25天左
右可以进行采收，每米蚯蚓床能
出1 . 5—2斤左右的蚯蚓，除去人
工、种苗等费用，每亩林下土地每
年增收10000元左右。

“具体效益要根据个人管理
看，有人管理好了可以增收2万
元，也有人管理不好可能只挣
5000元。情况都不同。”范秀明说。

今年是范秀明养蚯蚓的第三
年。在养蚯蚓这件事儿上，范秀明
是林海新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是林海新村村‘两委’成
员，之前我们新村的领导在一块
儿商量，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产
业去带动村民就业，让我们这个
地方富起来。”

有了想法后，林海新村村“两
委”到外地考察过草坪种植、中药
材种植等多个项目，研讨后，大家
都觉得林下蚯蚓养殖更符合本地
实际。因为新村周边林业资源和
粪便资源都极其丰富。

客户上门收购
怎么卖都是“宝”

对于村民们来说，蚯蚓养殖
的前期投入较大，也都没有养殖
经验，血汗钱投入进去不能保证
回本和利润，很多人心里免不了
打鼓。于是，范秀明就先迈出了
第一步。

“这个地是党员示范田，做
这个对我本身也有好处，可以
挣钱，而且也能带动村民就业，
让村民跟着我一起养，后期还
可以用有机肥来种大棚。”回想
起最开始的打算，范秀明如此
坦言。

万事开头难，但范秀明也做
好了迎接困难的准备。

一开始，他什么都不懂，问
了一些养殖户也只是说上了肥
浇了水就可以了，关键的门道依
旧摸不着。后来，他又主动外出
学习、花钱聘请专家来现场指
导，蚯蚓才慢慢养成了规模。

“干这个事情，我们都想着
两年之内不用挣钱，两年以后再
去挣。”范秀明说。

第一年，蚯蚓养出来了，但
没有销售渠道，蚯蚓卖不出去。

“货量不够人家也没办法装车，
而且活体运输一旦出现伤亡客
户就不要了。”范秀明称，自己也
是摸索了一年多，才打通了渠
道，积攒了客户。

如今，一到蚯蚓的收获季，
有客户上门收购，有村民来蚯蚓
种植基地务工，蚯蚓直接在地头
就卖了，村民每人每天工资能达
到130元。

从最初投产的15亩到如今
的近50亩，靠着养殖蚯蚓，范秀
明干出了名头。面对周围慕名而
来的村民，范秀明都是毫不吝啬
地讲解自己的经验，手把手教授
他们养殖技巧。

在市场方面，范秀明也探索
出了三种蚯蚓销售路径。

鲜活蚯蚓供应渔具店，用于
垂钓；冷冻蚯蚓用于饲料加工和
水产养殖；干货蚯蚓用于药厂提
取蚓激酶制药使用。另外，蚯蚓
粪是天然有机肥，可直接粉碎包

装进行销售。
小小的蚯蚓，在范秀明心里

浑身是宝。

地龙钻出沃土
绿色农业成发展方向

范秀明称，全国现在养蚯蚓
的很多，蚯蚓的日消耗量很大，
一天约十万斤。在山东菏泽、河
北、河南等不少地方都有成规模
的养殖。大部分的蚯蚓都销售到
了南方，当下季节蚯蚓最多的是
用于垂钓。

“你看，像这样两指半长，就
能用于垂钓了。”范秀明随手拿
起一条蚯蚓说。

田垄里，数不清的蚯蚓给林
海新村“钻”出了一条致富路，但
范秀明的眼光不只是落在这些
肉红色的蚯蚓身上，“我主要是
要这些有机肥，延伸产业是我目
前看重的，而不只是现在的蚯蚓
养殖”。

蚯蚓又称地龙，属于土壤腐
食性动物，能够有效地改变土壤
环境，提高土壤肥力。造林和蚯
蚓养殖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互
补作用，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双丰收的目的。

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说“除
了蚯蚓粪粒之外没有沃土”，蚯
蚓粪被称为“有机肥之王（肥
王）”。

范秀明觉得，以后的农业都
会向绿色的方向发展，利用蚯蚓
处理完的生活垃圾、粪便，是纯
天然的有机肥，对于发展绿色农
业极其有益。

下一步，范秀明打算注册商
标生产有机肥，也有想要种药材
的想法。因为很多药材对土壤的
要求特别高。

目前，他正在田地和棚地里
的农作物身上做实验，收集每种
作物的生长数据。“这个数据网
络上已经有了，但我觉得还是自
己亲身实验来得更真实一些。”
范秀明这样说。

蚯蚯蚓蚓产产的的卵卵。。

范范秀秀明明在在蚯蚯蚓蚓种种植植基基地地观观察察蚯蚯蚓蚓生生长长情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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