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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国内外考察
培育淄博特色优质农产品

淄博，不仅是一座重工业
城市，其农业发展历史也颇为
悠久，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
著作《齐民要术》就诞生于淄
博。多年来，淄博各级政府始
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
中之重。

张汉修是土生土长的淄川
区罗村镇河东村人。对农业的
痴迷，源于对家乡和土地的热
爱。幼年时，张汉修跟随爷爷
去地里扒地瓜，那种靠自己的
劳动吃上农家美味的朴实的幸
福，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
记忆。

2013年，依靠早期创业攒
下第一桶金的张汉修做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用工商资本反
哺农业发展。他承包了家乡一
座满是矿坑无人问津的矿山，6
年投资6000余万元，修路、填
土、打井、通电、引水，建造冷
库，修蓄水池，又将山上7个大
大小小的矿坑建成了鱼池、藕
池，打造成高低错落梯田状的
生态景观。

看着日渐修复的矿坑和绿
意渐浓的山体，张汉修又在心
里谋划起了特色优质农产品种
植。黛青山地处淄川富硒带北
端，适合种植富硒农产品。经
过初步考察，张汉修将目光聚
焦在了营养价值丰富、口味甘
甜多汁的石榴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视石榴为
吉祥物，视它为多子多福的象
征。石榴成熟后，全身都是
宝——— 果皮可入药，果实好似
一颗颗红色的宝石，可食用或
压汁，果实含有大量的有机酸、
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
及钙、磷、钾等矿物质，可补充
人体所缺的微量元素和营养
成分。

在张汉修看来，石榴还具
有诸多宝贵的品格。石榴树的
适应能力很强，一般的灰质土
壤就能成长，耐贫瘠，且喜好阳
光，而这种品格正是人所需要
的。“人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向阳而
生，顽强生长。”

2014年，张汉修先后到安
徽、山西、河南、山东枣庄等省
市考察，几乎跑遍了国内的知
名石榴种植基地，只为寻找最
适合培育的石榴品种。“这一年
几乎没干别的，哪里种植石榴，
我就去哪考察，数不清跑了多
少路。”然而，最初的考察并不
像想象中那样收获颇丰。前期
考察的这些地区，土质、气候、
湿度等自然条件与淄博各不相
同，且培育出的石榴口感普遍
偏酸，始终达不到张汉修的心
理预期。

直到经人介绍并亲自到突
尼斯共和国考察了当地的软籽
石榴，张汉修才渐渐找到了方
向。突尼斯软籽石榴子粒大、

色泽鲜、果色红、口感甜，各方
面都符合张汉修对石榴果实的
要求。更让他欣喜的是，软籽
石榴改变了硬核种仁难以下咽
的缺点，非常适合儿童、老年人
食用，更有助于消食化积，市场
前景非常广阔。

2015年春，在借鉴突尼斯
软籽石榴培育方法的基础上，
张汉修在园区内开辟了50余亩
试验田，正式开始了黛青山特
色软籽石榴的培育与改良。让
他欣慰的是，这一石榴品种对
当地土壤、气候十分适应，长势
喜人。

当年年末，试验田里的软
籽石榴迎来了在淄博的第一个
冬天。张汉修记得，那是近几
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季，最低温
度竟能达到零下21摄氏度。因
为缺乏经验，张汉修没有考虑
到防冻害，2015年冬天，园区
里的软籽石榴没能抵挡住极端
低温天气的侵袭，几乎全军
覆没。

一场冻害，让张汉修一年
的辛苦打了水漂。然而，这个
倔强的淄博汉子不认输，一向
爱学习、好钻研的他带领园区
几名有经验的工人，为软籽石
榴“量身定做”了冷棚。“有了冷
棚，冬天就能将温度控制在零
下七八摄氏度，这个温度，能保
证石榴的正常生长，让石榴免
遭冻害。”张汉修的冷棚设计得
到了专家的认可，园区被授予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冷棚示范
基地”称号。

建成标准化示范园区
以石榴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写
入十九大报告，作为共产党员
的张汉修特别兴奋——— 多年的
苦苦坚持换来了如今的瓜果飘
香、硕果累累，张汉修更加确
信，他干的这份事业虽平凡朴
实，但意义重大。

在张汉修的努力下，淄博
河东富硒石榴研究院正式成
立，他聘请专家研发、繁育优良
树苗，目前园区内培育的石榴
品种已达20余个，种植面积达
500余亩，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对不同口感石榴的需求。不仅
如此，张汉修还先后成立了淄
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和
锦川河富硒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带动周边群众种石榴。“我
们不仅要做山东石榴产业的龙
头，更要带动周边地区共同打
造万亩石榴园，带动周边群众
致富。”张汉修对家乡人民的深
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张汉修一手打造的
山东黛青山富硒生态园俨然已
成为石榴产业的标准化示范园
区。在他的带领与指导下，淄
川区罗村镇大吊桥村、演礼村
都开始了种植石榴的尝试。村
里的石榴树已经陆续挂果，红

彤彤的石榴憨态可掬，让当地
村民看到了依靠特色优质农产
品致富的希望。

除了反哺家乡人民，张汉
修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带有淄博
特色的黛青山软籽石榴走出
去、推广开。近两年，在他的辛
勤奔走下，烟台海阳石榴基地
和四川富硒农产品基地均已成
立。作为淄博河东富硒石榴研
究院院长，张汉修将自己摸索
的种植经验和培育模式毫无保
留地交付出去，实现技术和资
源共享。

从园区种植到面向北方提
供育苗、培训、指导等一系列服
务，张汉修开拓出了一条以石
榴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淄博特
色发展模式。今年以来，淄川
区以全市“百企建百园”工程为
契机，以振兴村级产业为突破
口，吸引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
发展园区建设,形成“一村一品
一园一业”发展新格局，助推产
业强镇、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
建设。张汉修从事的这份事
业，正是淄川区乃至淄博市推
动乡村振兴的缩影。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淄
博市农业部门就对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做了进一步部署。彼
时，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
市农业农村系统工作会议，此
次会议，正值2019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总方针公布之际，也是机
构改革后淄博市农业农村系统
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在这场具
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全市农
业部门负责人提出了明确要
求：“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农
业农村部门的首要职责。”

会上明确提出，要不断加
快培育村有主导产业，根据各
村产业发展现状，划分为产业
发展引领村、产业发展提升村、
产业发展培育村，坚持一业为
主、诸业并进，分类指导，精准
发力，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园
一业”格局。同时，要发挥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引领作用，持续
打造淄川富硒、博山猕猴桃、临
淄蔬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到2020年，淄博市要建成
10个左右特色鲜明、优势集聚、
产业融合的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以“培植一个农业龙头企
业，就能辐射带动一个区域的
发展，就能富裕一方百姓”理
念，带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和专业大户，健全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解决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

在全市大力发展村有主导
产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时
代形势下，张汉修和他打造的
山东黛青山富硒生态园，成为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板
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浸
润下，这块散发着红彤彤石榴
果甘甜芬芳的淄博农业“金字
招牌”，愈发亮眼、璀璨……

文/图 记者 张楠 蒲泫奇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9月12日，位于淄川区罗村镇河东村的山东黛青山富硒生

态园内，张汉修带领全家人和几十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为即
将到来的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做着准备。

园区内成片的石榴树被丰硕的果实压弯了“腰”，秋风轻
拂而过，枝头微微荡漾，撩人心弦。平日里，张汉修喜欢到石
榴园里转转，看着红彤彤、圆鼓鼓的石榴果，一天的疲惫一扫
而光，内心被希望填满。

张汉修回想起一年前，至今仍感觉心潮澎湃。一年前的9
月，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这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齐鲁大
地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农业工作者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习近
平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要
调动亿万农民重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书记的谆谆告诫和郑重嘱托犹在耳畔。“无论在发展特
色农业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我决不能退缩，我要带动河
东、淄川乃至淄博，让废旧矿坑彻底变成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6年来，以6000余万工商资本反哺农业发展，打造以富
硒软籽石榴为主导的现代农业生态园，“中国好人”张汉修正
离建设美丽乡村的梦想越来越近……

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

淄博汉子苦干六年
执着培育本地特色优质农产品

张汉修在采摘软籽石榴。

成熟的石榴。

红彤彤的石榴剥去外皮，看着就很喜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