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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运城产业新名片

说起甘蔗，我们脑海中映出的是这样一幅
画面——长长的笔直的蔗体，外面包裹着较硬
的黑色外衣，去皮后露出淡黄色的蔗肉，咬一口
脆甜多汁。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桔不过淮，蔗不过
江。”但这几年，热带水果甘蔗已跨过了长江，开
始零散“落户”运城。特别是去冬今春，细心的
市民会发现，市场上的甘蔗忽然出现了很多黄
皮的“显眼包”，当你购买后，商贩还会贴心地帮
你把甘蔗去皮切块，甚至榨成汁。

2 月 20 日，记者走进位于永济市蒲州镇西
厢村村西的大棚甘蔗种植基地，近距离了解这
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水果。

口感媲美南方甘蔗

进入甘蔗大棚，一片黄绿色的甘蔗林便映
入眼帘。身披黄色或黑色“外衣”的甘蔗挺直身
子、顶着绿叶子直抵棚顶。

“这个棚棚顶有四五米高，现在已经到采收
后期了，大的甘蔗已经采完了，剩下这些中细根
的算是在处理。”甘蔗大棚负责人、临猗县泽璞
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泽璞介绍道。

临猗县泽璞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7 年，主要经营两个业务板块，一是种植各类
水果，一是电商销售。目前种植面积最大的是
樱桃，其次是桃、苹果、大棚西瓜等。去年，合作
社第一次尝试种甘蔗。

“也是探探路，想创新。”张泽璞说，去年 3 月
中旬，他分别在盐湖区北相镇、永济市西厢村种
了 5 亩露天甘蔗和 1 亩大棚甘蔗，露天甘蔗全部
是黑皮甘蔗，大棚甘蔗是黑皮、黄皮甘蔗各一
半。

黄皮和黑皮甘蔗有什么区别？北方甘蔗和
南方甘蔗又有哪些不同？

张泽璞解释道：“只是品种不一样，黄皮甘
蔗甜度会更高，汁水更多，是近几年刚培育出来
的新品种，市场认可度也更高。黑皮甘蔗也就
是传统的水果甘蔗，无丝，口感清甜，同样深受
广大消费者喜爱。”

因南北方气候差异较大，导致南北方甘蔗
种植会有些不同。南方的甘蔗更长，秆也更粗，
产量较高，多的亩产十多吨，可食用部分在 3 米
左右。而在北方，可食用部分只有近 2.5 米，露
天甘蔗的可食用部分平均为 1.8 米，个别的能达
到两米，正常甘蔗像铁锹把一样粗细，产量远远
不及南方。虽然高度差一些，但在北方种出来
的甘蔗口感清甜，质量并不逊色于南方甘蔗。

在我国，甘蔗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水
果食用，二是榨糖，产生的额外甘蔗渣还可以造
纸或者沤成纯天然肥料。

“在本地种甘蔗，主要是让大家吃个新鲜，
虽然咱们的亩产量比南方低，但南方甘蔗从产
地运过来，路上最少需要一周时间，中间还要经
过几手交易，价格往往较高。咱们的优势是甘
蔗刚长出来，大家就可以采摘，新鲜还划算。”张
泽璞说。

采访当天，天公不作美。站在棚内，耳边清
晰地传来狂风吹动棚顶覆膜的“呼啦呼啦”声。
但即便天气不好，棚内依然有不少“蔗粉”前来

选择自己的“心动甘蔗”。
“在抖音上看到这里有个甘蔗园，今天去普

救寺参观，就顺便来体验一下现场掰甘蔗的感
觉。”家住盐湖区东方明珠小区的王先生说。而
站在他身边的家人已经开启了点评模式：“真
甜，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现采的甘蔗，很新
鲜。”

蒲州镇西厢村村民王冬和爱人也来了，王
冬说：“附近村民都知道这儿有个甘蔗大棚，我
们 都 来 好 几 次 了 。 想 吃 就 过 来 掰 几 根 ，很 方
便。甘蔗很甜，家里老人孩子都能吃。价格也
能承受得起。”

距离甘蔗大棚 3 公里远的西文学村村民贾
明英也开着车来了。她说：“我是第一次来，孩
子过来好几次了。孩子喜欢吃，她读初三，快开
学了，今天在家写作业，我就过来给她买几根。”

精细管理收入翻番

大棚甘蔗如此受当地群众欢迎，张泽璞并
不意外，因为去年国庆节上市的 5 亩露天甘蔗，
已经给了他很强的信心。

“露天甘蔗生长 6 个月后上市，亩产 3000
根左右，成品甘蔗 2000 根。上市仅一个月，就
以平均 15 元一根的价格销售一空。相比五六万
元的总投入，最终收入实现翻番。”张泽璞介
绍道，大棚甘蔗生长周期较长，亩产 3500 根左
右，今年春节才上市。个别甘蔗可食用部分达
到了 3 米，秆体像手腕一样粗，一度卖到了 50
元一根。

采访时，张泽璞的大棚甘蔗已经卖掉了一
多半。“一两天就卖完了，多的话一天五六百根
没有问题。”他说。

清甜的味道，络绎不绝的消费者，丰厚的回
报，都与张泽璞的精细化管理密不可分。

采访当天，甘蔗大棚还迎来了 8 名市实验中
学的学生。面对学生们的好奇，张泽璞从甘蔗
的生长环境、种植方式、管理环节、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甘蔗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只要不是极
碱或极酸土壤就都能种，但在成熟期最怕刮大
风。

“甘蔗最上面的才是种子。它的种植方式
不是撒种子，也不是扦插小苗，而是地浇透后，
把两边是出芽点的甘蔗横放在地里，只要一半
没入地里，小芽就会往上长。

“出苗阶段不能打除草药，必须人工拔草，
如果这个阶段草没拔干净，补充给甘蔗小芽的
营养就会被草抢走，影响甘蔗后期的生长。

“前期要特别注意防虫，前期苗小，没长起
来，虫子一咬中间的芯就烂了，苗就死掉了。后
期要注意梢腐病，这种病很容易传染，不注意的
话，整个棚子里的甘蔗就会全部坏掉。

“甘蔗长出 9 片到 11 片叶的时候开始拔节，
此时一定要及时观察，因为拔节的时候，水肥一
定要跟上，三五天内如果水肥没跟上，甘蔗拔的
节就会很短。拔了六七节的时候要开始剥叶，
让甘蔗接受阳光照耀，不然容易生病长虫，但也
不能剥得太勤。”

……

种植甘蔗近一年来，张泽璞每天都“泡”
在甘蔗林中，对各个环节进行精心把控，并总
结出了一套甘蔗在北方生长的每个阶段需要注
意的要点。

他说：“大棚甘蔗和露天甘蔗的管理环节
都一样，最大的不同是在夏天和冬天，要注意
做好大棚的控温排水工作。大棚甘蔗其实 10 月
份也已经成熟了，但只要不冻，它就能继续
长，等到春节上市，也能卖个好价钱。”

南蔗北种持续发力

在甘蔗大棚入口处，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
立着一个直播杆，上面的手机镜头正对准着眼
前的一片甘蔗林。

“他负责种，我负责卖。”张泽璞的爱人、直
播间主播李丹丹笑着说，她平时会使用电商平
台发布一些视频，并与消费者直播互动，直播间
只是展示甘蔗的平台，用来吸引消费者，拓宽销
售渠道。如今，北方的甘蔗市场已经打开，销量
不成问题。

通过这个名为“璞美鲜果园”的抖音直播
间，运城的甘蔗不但吸引来了众多当地消费者，
而且还吸引来了来自陕西、黑龙江等地的不少
客户。

“大家来了后，多数人并不会采甘蔗。其
实，甘蔗不像玉米那样用镰刀割，而是轻轻一
掰就从根部断了。很多人体验的时候，一掰，
听见脆脆的‘咔嚓’声，就觉得很解压。”李
丹丹说。

除了体验现场采摘，还有很多本地和来自
北京、西安一些地方的现代农业园工作人员过
来考察，或者学习甘蔗种植管理技术，或者洽谈
合作。

当被问及今年有没有扩大甘蔗种植规模的
打算时，张泽璞直言“没有”。

去年，合作社只在盐湖区和永济市试种了 6
亩甘蔗。“每个地方接受人群不一样，我不可能
把每一个品种的规模都扩大，只能是试验成功
后，带着大家一起种。”他说，运城这几年零零散
散也有人在种甘蔗，总体还处于摸索期，有的人
种的甘蔗没长起来，有的长起来了但口感不
好，还有的销路没打开。

张泽璞分析道，甘蔗不属于“绿色通道”
政策中鲜活农产品的范围，因此不在高速公路

“绿色通道”免费目录内，而从南方运过来，
除了时间长，中间还要经历批发商、零售商等
几道手。在运城本地种，没有中间商，从地头
直接到消费者手里，利润空间较大，种植前景
广阔。因此，他今年准备在运城成立一个南果
北种合作社，把甘蔗种植技术在全市推广开。
同时，对去年试种的芭乐和百香果等南方水
果扩大种植规模，并增加三四个新品种进行试
种。

运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特
点，让南果甘蔗在这儿落地生根，也为我市“南
果北种”的推进写下了鲜活一笔。

压题图：工作人员在收获甘蔗。
本栏照片均由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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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时节，大地返绿。
在河津市樊村镇西磑村的

广袤耕地上，村民们正辛勤耕
作，为今年农作物丰产增收奠
定基础。

西磑村位于吕梁山南麓，
全 村 共 996 户 2711 人 。 近 年
来，西磑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
抓手，统筹推进硬化、绿化、亮
化、美化等，实现村容村貌大变
样；完善提升养老、教育、医疗
等基本公共服务，让农村留得
住景更留得住人；依托网格化
管理和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实
现“村民线上说事、干部线下落
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
格局；推动产业发展，通过党支
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响应，
不断做深做细文旅产业、做大
做强帮扶产业，实现党建引领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党支部牵头
搭建产业发展平台

西磑村背靠大山，现有耕
地 172 亩，是一个资源禀赋普
通 、经 济 基 础 薄 弱 的 小 山 村 。
村“两委”因地制宜、因势而为，
用心用情做好“特”“精”“融”三
字文章，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
业，打造精品旅游名片，实现产
业融合发展。

提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
村“两委”立足村情实际，多次
前往稷山县翟店镇、河津市南
桑峪村等地学习调研，通过拓
展思路、学习借鉴，确定了以发
展乡村民俗旅游为主线，带动
餐饮、住宿、非遗体验等一系列
产业的发展方向。

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西磑村村东有一处始建于南北
朝时期的镇磑堡和十余座保存
完好的明清老宅。该村利用现
有的文物资源，积极向上争取
政策，对镇磑堡和明清老宅进
行保护性开发，既让村民留住
乡愁记忆，也为产业发展打好
基础。同时，争取巩固衔接项目资金 45 万元，
打造就业帮扶车间，规模制作花馍等非遗制品，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全面搭建多元就业平台。为支持村民多元
化就业增收，村“两委”盘活闲置公房，打造山底
小馆，发展特色餐饮；对接电商平台，组建工作
室，为电商交易提供客户咨询服务；利用紧邻
209 国道的区位优势，谋划“汽车驿站”项目，整
合餐饮、物流、汽修等服务，发展“马路经济”。

党员带头
争当致富增收模范

为带动村民致富，该村党员干部踊跃参与，
结合自身实际，分别认领产业发展项目，通过实
际行动为村民树立致富增收的榜样。

带头运营特色小店。王芳是该村的一名党
员，有着运营饭店的丰富经验。她带头认领了
山底小馆项目，把店内收拾得古色古香，推出猫
耳朵、炸油糕、粗粮面、山底菜肴等特色美食，独
特定位和可口味道吸引了周边消费者前来品

尝 ，目 前 小 馆 平 均 日 营 收 可 超
1000 元。

带头管理帮扶车间。村委
委员马康宁是一名个体工商户，
对 产 品 销 售 、库 存 管 理 十 分 熟
悉。他主动认领了就业帮扶车
间项目，利用自己的销售渠道，
把帮扶车间生产的手工花馍和
硬 面 馒 头 推 广 到 河 津 多 家 商
超。目前就业帮扶车间已带动
30 名村民就业，平均每天加工馒
头 6000 余个。

带 头 开 展 直 播 宣 传 。 韩 二
荣是一名兼职网格员，在村里人
熟地熟情况熟。她主动承担起

“乡村 e 镇”的运营工作，每天通
过线上直播向网友宣传民俗制
品，用网络搭建起“土特产”销售
直通车，成了一名“新农人”。

带头推进产业项目。“汽车
驿站”项目的打造难度较大，面
临建设规模大、投入资金多、回
本周期长等困难，该村党支部副
书记张春科主动认领这块“硬骨
头”。他积极对接自然资源、交
通运输等部门和专业设计团队，
确定了“汽车驿站”的具体选址、
经营范围。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前期方案制订和招投标工作，预
计今年 8 月建成投用，建成后可
提供 100余个就业岗位。

群众响应
构建共创共富格局

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不但用
实际行动打消了村民顾虑，更吸
引了一大批村民积极响应，参与
到村里的就业帮扶车间、电商工
作室、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用
双手铺就增收共富路。

帮 扶 车 间 保 障 脱 贫 增 收 。
村民史喜然是一名脱贫户。就
业帮扶车间开始运营后，她主动
应聘，成为一名保洁员，每月可
增收 1000 元。此外，还有两名情
况和史喜然一样的村民，通过在
就业帮扶车间工作，每月可增收
1000 元左右。

电商工作室助力就近就业。马华是一位年
轻“宝妈”，因照顾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无法外
出打工。在被聘为电商工作室的客服后，她每
天坐在电脑前就能办公，足不出村就能月入
2500 多元。目前，该电商工作室已有 30 余名成
员，大都是像马华一样的年轻妇女，通过担任销
售客服，既照顾了家庭，又兼顾了一份小小事
业。

乡村旅游衍生更多机遇。西磑村民俗旅游
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通过参与手工
制作、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汉服拍摄等感受非遗
文化。游客的到来既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销
量。村民范想科凭借着接地气的拍摄风格、独
特的嗓音，在抖音平台吸引了 7 万多名粉丝。
看到村里游客络绎不绝，他表示要利用抖音平
台，拍摄更多有趣视频，展现传统非遗文化，宣
传推广美丽西磑。

下一步，西磑村将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党支
部、党员、群众联动，壮大帮扶产业，发展乡村旅
游，创造致富机遇，帮助村民就近就业、多样增
收，构建起多元乡村产业体系，蹚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产业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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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声声，敲出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步
伐；鼓点铮铮，奏响高
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2 月 24 日 ，正 月
十五，闻喜县 2024 年
元宵节社火会演在县
城隆重举行。来自全
县各乡镇和县直单位
的 17 支 社 火 表 演 队
伍欢聚一堂，彩车、鼓
车、轮滑、高跷、旱船
等 30 多 个 精 彩 纷 呈
的节目为全县广大群
众奉献了一场年味儿
十 足 的 民 俗 文 化 盛
宴。

“之前，闻喜县组
织了一场‘闻喜小煮
饼勇闯哈尔滨’的活动，我们以此为灵感，推出
了节目《我是闻喜小煮饼》，通过快板表演，宣传
闻喜的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闻喜。”桐城镇党
委组织委员郭鑫说道。

闻喜煮饼不仅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有着“饼点之王”的美誉。社火表演现场，几十名
可爱的小朋友手持快板，用一段脍炙人口的快
板表演，唱响了家乡品牌，而节目《盛世龙腾》，
则以恢宏的气势展现了桐城镇干部群众筚路蓝
缕、接续奋斗，推动高质量发展、铸就新时代辉
煌的铿锵步伐。

薛店镇的节目以该镇特色——中药材元素
为主，由 50 辆中药材皮卡车组成的方队气势恢
宏，约 60 个中药材合作社参与其中，主要向观
众展现薛店镇通过发展中药材产业推进乡村振
兴的美好画卷。

“我们想通过这次社火展演，大力推介薛店

镇，展现薛店镇乡村振兴的成就。下一步，薛店
镇计划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过程中，打
造新的薛店样板。同时，全镇以中药材产业为
主，着力发展乡村文旅产业，让群众更有获得
感。”薛店镇党委副书记佀鹏娟介绍说。

据悉，当天的社火表演现场观众达 6 万余
人，线上直播浏览量 67 万人次。观众热情高涨，
不时拍手称赞，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四个多小时的社火表演，展现了闻喜县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从中也能看出该县实施乡
村振兴的主思路以及各乡镇的产业发展主方
向。新春伊始，社火表演中那震耳欲聋的鼓点，
正激励着闻喜县干部群众把使命担在肩上、把
责任牢记心头，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闻喜新篇章。

上图：《我是闻喜小煮饼》节目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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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社火表演
看产业发展亮点

本报记者 王新欣

游客在大棚里采摘甘蔗。 甘蔗园成为学生新的研学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