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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产业之困

调研团队首先来到西河镇
宝泉村，山路崎岖，车辆开到一
半便无法继续前进，耕地被山势
分割成小块，远远看去颇有几分
南方梯田的韵味。

田里的蜜薯已经收获了大
半，瓜秧被统一拨到一边，几名
村民在刨着蜜薯。宝泉村党支
部书记齐圣舜告诉记者，今年是
第一次种植蜜薯，产量在3000-
3500斤/亩，虽然没有达到正常
产量4000斤/亩，相对于种植玉
米、小麦，却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因为没有销路，现在地里
还有很多蜜薯没有挖出来。”齐
圣舜指着身旁的一小块梯田说
道，虽然村里成立了合作社，但
是苦于没有销路，仅靠零售和人
脉关系只能是杯水车薪。

同时，对于引进的新品种，
没有进行统一的科学化管理，技
术上仍沿用老一辈的经验，施肥
没有统一标准，这些短板导致了
部分成熟蜜薯不符合商家的收
购标准，难以被市场接受。

农产品滞销还带来了另一
个问题——— 贮存。蜜薯不同于
祖辈一直种植的地瓜，对储存条
件要求更高。而且，宝泉村没有
适合储存地瓜的地窨。如果这
次滞销的问题没有被解决，那么
等待农户的将是“竹篮打水一场
空”，一旦农户失去了信心，对扶
贫项目的继续推进将会形成很
大阻力。

“种植蜜薯前与济宁一家公

司达成了回购协议，可当蜜薯大
量上市后，对方却借种种理由压
价。”对方的不履约让齐圣舜颇
感无奈，虽然曾多次找对方协
商，但最终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
果。守着富硒土壤、优美的自然
环境、优质的农产品，却无法为
村民带来经济效益。如何走出
困境，一直困扰着西河镇政府和
各村的负责人。

与宝泉村相比，博山区五福
峪没有严重的红薯滞销情况，但
红薯的销售一直沿用传统模式，
产品没有附加值，农民收益不
高，这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政府
和村民。

走进五福峪村，储存地瓜的
地窨随处可见，淄博市派乡村振
兴服务队博山3队队长张文告诉
记者，五福峪共有地窨1200余
个，虽然今年大旱，红薯产量仍
有600多万斤。

汇集各方智囊
服务乡村振兴

为了让蜜薯种植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良性生态链，帮助农民
尽快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10月23日，淄博市派乡村振兴
服务队博山3队与鲁中晨报组织
农产品深加工流通环节专家、规
划专家、技术专家召开座谈会，
并在博山区五福峪村村委会议
室内举行了“服务队博山3队聘
请乡村振兴顾问仪式”。会上，
淄博市乡村振兴服务队博山3队
聘请山东滨州托福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梅林、山东进福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巍、山
东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振
彬、山东宁智寓和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光亮、东营天鹰思创旅
游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营为
顾问，助力乡村振兴。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分别谈
出自己的意见。梅林从红薯的
深加工方面，周巍从生态种植、
土壤施肥和可追溯体系方面，刘
振彬从红薯种植产业化方面，王
光亮从城市高端农贸市场方面，
李营从乡村文化旅游带动促销
农产品方面，共同进行指导，为
实现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简单来说，产业链包括生
态种植-深加工-流通渠道-消
费者4个方面。”刘振彬告诉记
者，他从规划的角度阐述了产业
链对农产品销售的重要程度。
现在的痛点是生产方式原始，无
法达到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
且技术落后。针对这些问题，应
当加强政策的研究和把握，努力
打造“一村一品”，提升品牌效
应，同时，明确产品定位，争取相
关基金的导入，加快产品走向市
场化。刘振彬认为，借助产品自
身优势，融合企业和专家各方面
特长，最终能将农产品的种、产、
销等环节无缝串连起来，实现可
持续发展。

“把冷冻红薯卖到全国去。
不但要解决产品滞销的问题，而
且要提前考虑产业链延伸，增加
产品附加值，助力农户增收。红
薯加工后进行冷冻，可以直接在

便利店制作烤红薯，让终端消费
群体全年可以吃到红薯。”梅林
说，通过利用政府和民间资本，
将工厂引入本地，这样不但节省
了原材料运输成本，而且可以充
分发挥农产品原产地优势。同
时，还应打造品牌，改变传统的
销售模式。以目前的市场反馈
来看，红薯经过加工后，市场需
求旺盛，销售潜力大，应当提前
抢占市场份额。记者了解到，托
福食品是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对
于红薯加工后的销售有一条已
经成熟的渠道。

用技术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刘振彬告诉记者，专业的事
需要专业的人去做，对于种植方
面的技术性问题，周巍绝对算是
行业里的专家。作为生态种植
+智慧农业+可视化农业+可追
溯体系+品牌打造的全产业链
服务体系的资深从业者，他对农
产品种植有着独到的见解。

“现在的消费者很注重原生
态产品，所以生态种植尤为关
键。”周巍说道，通过用微生物代
替化肥农药，按照原有的种植模
式，可以使产品达到安全无
公害。

合理科学的种植离不开技
术支撑，对问题土壤进行及时改
良是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
重要一环。“土壤改良并不是一
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在3-4年。”周巍说道，一
般在改良的第一年就会看到效
果，就像人生病后需要按疗程服
药一样，土壤生病了也需要给它
一定时间来恢复到最佳状态。
为了避免土质变坏，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种植习惯，尤其是对化肥
的使用上。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先进的
设施设备是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根本。“可追
溯体系通过一物一码、一箱一
码，实现了产品的精准追溯，做
到了农业的可视化。”通过大量
的前期工作，在农田安装摄像
头，检测设备，数据导入等，实现
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程追溯。

“感谢各位企业代表和专家
提出的宝贵建议，为今后的乡村
振兴指明了方向。”张文感激地
说，这次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各
行各业专家的指导，共同为乡村
振兴献计献策，为五福峪村的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他坚信农
产品良性可持续发展指日可待。

文/图 记者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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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薯作为淄川
区西河镇几个村庄
的扶贫项目，今年春
天被农户大范围种
植，经历过上半年的
干旱，也遭受过“利
奇马”台风的突袭，
令人高兴的是，整体
收成还算不错。农
户丰收了，看着田里
品相、口感、糖度俱
佳的蜜薯，问题接踵
而至，由于没有品
牌、没有渠道、没有
知晓度，销售成了

“老大难”。销售不
出去，贮存的问题急
需解决，最令人头疼
的是明年怎么办？
种还是不种？

博山区五福峪
村是一个有着30多
年红薯种植经验的

“红薯村”，依山傍
水，在种植红薯方面
有着天然的地理优
势，经过多年的种
植，土壤和品种都到
了提升换代的阶段。

西河蜜薯滞销
只是个引子，农产品
滞销、农户种植利益
无法最大化是近年
来十分常见的现象。
10月23日，鲁中晨报
组织农产品深加工
流通环节专家、规划
专家、技术专家一行
10余人来到田间地
头调研，希望通过媒
体牵线搭桥，发挥产
品销售上中下游各
自区域的优势，寻求
解决产品滞销的根
本办法。

专家在淄川区宝泉村调研蜜薯情况。

博山镇副镇长王娜为王光亮（左）颁发顾问聘书。博山镇镇长任立国为周巍（左）颁发顾问聘书。
乡村振兴服务队博山3队队长张文为刘振彬

（左）颁发顾问聘书。

土壤改良 订单销售 可追溯体系……让农产品产业链不断延伸

乡村振兴服务队 请来“外脑”助薯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