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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ANQU XINWEN

示范区新闻

小桑果种出大产业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村桑葚产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侯科建 通讯员 郭成 /文 本报记者 赵国栋/图

桑葚熟了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都办班家村位于 G342 国道与卫
都路交会处，耕地面积 2600亩。过去 10年，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立足卫都办班家村的区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小桑果，
大产业”的发展理念，把桑果产业列为全区特色优势产业，强
化产业延伸，创新管理模式，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
富的目标。

五月的阳光， 热情中还带着些许温
柔。五月的夏风，如诗人手中的笔，像画家
手中的五彩， 吹来了活力四射的初夏，也
吹熟了示范区的上千亩桑葚。

伴着徐徐吹来的夏风，走进连接成片
的桑葚园。 在一片片碧绿叶子的衬托下，
挂满枝头的那一颗颗桑葚， 黑得发亮，红
得耀眼。

摘下一颗，细细品味被称为“民间圣
果”的它。 那种绵软，像入口即化的棉花
糖；而它酸酸甜甜的口感，真的是像极了
爱情啊！

田间的风，不疾不徐。 阳光透过密密
层层的桑叶，斑驳地投射在田垄之间。 拿
起一个小小提篮， 忘情游走于一片桑葚
园，让心在紫中透红的桑葚间流连。 那些
熟透的桑葚， 仿佛在枝头已盼了你好多
年，只需用手指轻轻一碰，它们就爱上你
的指尖，迫不及待落入你的掌心，期待你
的垂怜。

其实，周末的时候，放松心灵不一定
非要远走他乡，也不一定非要寄情于山水
间，也可以来一场近在咫尺的采摘，体验
大自然给予的浪漫。让心灵与大自然架构
起灵魂的通感，让久已疲惫的身心，在自
己动手采摘的乐趣中，在硕果累累的枝头
上，在体验桑农丰收的喜悦时，得到释放，
得到满足，得到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
浪漫。

本报记者 王亚娟

党建引领

强力推进乡村振兴

2012 年， 为了解决班家村农民种植种类
单一、收入较低的问题，班家村“两委”在示范
区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推动桑葚园从无到
有，将其打造成“一村一品”特色桑葚基地，既
丰富了产业结构，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桑葚园
很快就成为班家村一个响当当的特色农业品

牌，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整合农
村资源推动产业发展见实效，班家村党支部强
化产业带动辐射作用，积极探索“党建 + 生态
+ 基地 + 产业”的合作社发展新模式，实现农
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近年来，乡村游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生活
新时尚。 现代农民不仅要“会种地”更要“慧种
地”。 在班家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积极
探索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桑葚产业发
展模式，壮大“桑葚采摘”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此外，小小桑葚还登上了抖音直播间，扩
大其宣传辐射范围， 为班家村集体经济注入
新鲜血液的同时 ，也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走
上致富路，让小小的桑葚真正成为农民的“致
富果”。

品种引进

实现产质效益并重

为增加全村农民收入，班家村党支部带领
村“两委”及党员代表到浙江省杭州市的桑葚
育苗基地参观考察， 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论
证，决定采取“做给农民看、教给农民学、带领
农民干、帮助农民销”的方式，引导当地农民种
植桑葚。

10 年来，班家、店当、顺河、杨庄等村桑葚
种植面积 3700 余亩，主要有无籽大十、韩国白
珍珠、台湾长果、桂花蜜等多个品种。 眼下正
是桑葚成熟上市的季节，走进班家村桑葚种植
园，满园翠绿的桑叶随风摇曳，隐藏在桑叶间
的一簇簇桑葚映入眼帘，或红或黑，粒粒饱满，

微风拂过，果香阵阵，扑鼻而来。拿起一颗桑葚
放在嘴里，鲜甜味美，口齿留香。

“这片园子种植的桑葚是从浙江引进的桂
花蜜，果子又大又甜，并且产量高，不打药、不
施肥，绿色无公害。”班家村党支部书记班路喜
摘下一颗黑黝黝的桑葚说道。

据了解，桑葚性味甘寒，含有丰富的水分、
糖类、多种维生素、胡萝卜素及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等，具有生津润燥、乌发明目、增强肌体
免疫力等功效。 除了新摘即食，桑葚还可以用
于制作桑葚酒，或者直接晒干泡茶饮用等。 截
至目前 ， 班家村及周边村桑葚种植面积有
5000 余亩，每亩产量达 3000 公斤，每亩年收
入 1 万余元。

龙头带动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在示范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班家村及
周边桑葚种植大户不断完善桑葚产业体系，形
成了以聚力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为特征的班家
桑葚发展模式。

采用“双绑”机制，班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绑定农户 187 户 ，兜底收购桑果 30 吨 ，投资
500 余万元与河南省农科院合作建设桑葚加
工厂 1 个， 年产桑葚果酱 30 万瓶 、 桑葚酒
100件，年产值 80 余万元。 与红磨坊合作研发
桑葚毛毛虫面包，年产量 1.5 万个，年收入约
10 万元 ；与河南深港产业园合作 ，通过媒体
报道、抖音直播、跨境电商等方式，大力发展
旅游采摘业， 每亩收入约 2 万元。 2019 年 8
月，该村建设了 4 座毛木耳种植大棚，利用桑
葚园里废弃的桑树枝条作为种植毛木耳的原

材料，变废为宝，实现废弃桑树枝条的有效利
用， 年收入约 50 万元， 解决农户就业 200 余
人，形成种植、加工、销售、资源化利用一体化
产业链。

“按照每公斤毛木耳 20 元的收购价格
算，平均一个大棚的收益有 10 万余元 ，今年
一年基本就能收回成本。 ”望着大棚里长势喜
人的毛木耳， 班家村木耳种植户娄有才算了
一笔账，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图①市民体验采摘乐趣。
图②刚摘下的桑葚。
图③农户展示与商家合作的产品。

图④熟透的桑葚挂满枝头。
图⑤天蓝水碧美如画。
图⑥俯瞰示范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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