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棚里桃花盛开

棚外春寒料峭、北风瑟瑟，棚内却
春暖花开，近日，记者走进每日鲜果农
场的油蟠桃大棚，仿佛走进了世外桃
源。满棚的桃花展姿盛放，果农万本
国夫妻俩正忙着给桃树疏花、授粉、掐
枝打叶……万本国告诉记者，管理大
棚桃树比管理普通桃树要更加精心，
大棚里的温度直接决定着油蟠桃的口
感和外观，更决定着油蟠桃的上市时
间和价格。油蟠桃各生长阶段的温度
需求都不一样，花前为 22℃—24℃，
花期和硬核期为18℃—20℃，膨果期
则需要达到 23℃—25℃。大棚里安
装了智能控制设备，管理人员可随时
进行调节，满足油蟠桃生长的需求。
记者看到，一株株正值花期的油蟠桃
树在果农的精心栽培下长势喜人。“花
期管理非常关键，适当修剪有利于促
进花芽的形成和果实的发育，能提高
果实的质量和产量，平日还得注意通
风和光照……”每天一大早，万本国都
要来到大棚，查看油蟠桃的长势，为果
树栽培“把脉问诊”。

桃树结出“幸福果”

2018 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万
本国决定种植油蟠桃。他流转土地，
建起4座大棚，采用密植型栽培、隔行
栽种的方式种植了5亩多的油蟠九和
黄金油蟠桃。由于采用了智能化管理
和科学化种植，油蟠桃从进入休眠期
到开花结果只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这些大棚油蟠桃从2018年开始

种植，效果不错。现在是开花的关键
时期，需要控制好温度，白天不能超过
23℃，晚上维持在5℃—6℃。控制好
温度后，棚里浇水也少，好管理。一旦
温度过高，智能温控系统会自动打开
风口。”万本国告诉记者，他种植的大
棚油蟠桃在1月中旬开花，预计5月份
就能上市。油蟠九品种较为特殊，种
植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导致着果
率低，管理难度大，因而周边种植的农
户比较少。每年等到普通的油蟠桃下
市后，他家的油蟠桃才“姗姗来迟”，所
以价格也相对高一些，每斤售价达到
20多元，仍供不应求。说起大棚的收
入，万本国算了算：“我家5亩多油蟠
桃大棚，每亩产量 3000 多斤，一年能
挣50多万元。”小小的油蟠桃，成了增
收致富的“黄金果”。

果树种出科技范

春来万物长，桃花俏枝头。看着
满棚盛开的桃花，万本国心里乐开了
花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温室大棚，
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大棚的温度、光
照和通风，既省时又省力。桃花授粉
则是用租来的蜜蜂进行自然授粉。”万
本国介绍，大棚内安装了水肥一体化
节水灌溉设备，从手机上就能查看棚
内温度和湿度，点点手机就能实现自
动化灌溉施肥。另外，大棚鲜桃管理
还采用了蜜蜂授粉、生物防虫、起垄密
植等技术和模式。在这里，现代农业
秀出了满满的时尚感和科技范。

“今年树上开的花挺多，开花后，
我们租用蜜蜂授粉。因为蜜蜂会选择
最佳时机授粉，比人工授粉更均匀，而
且不损伤花朵，会让果实产量高、果形
周正、口感风味好，成本还低。希望能
多坐果，这样就又能迎来一个丰收年
了。”谈起大棚种植油蟠桃，万本国侃
侃而谈。他表示，这两年外地的蟠桃
产量减少，本地油蟠桃价格居高不下，
每年到了成熟期，早早就有客户前来
进货。凭借个头大、甜度高、存储期
长、绿色天然等特点，他家的油蟠桃销

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青睐。

映红乡村致富路

莱西沽河街道现代温室大棚桃花
盛开，映红的是乡村振兴致富路。近
年来，沽河街道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
禀赋，抢抓田园休闲旅游机遇，引导
各村发展农业特色产品种植，把资源
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完善“休闲+
观光+采摘”一体化新型农业发展模
式。同时，还创新创意采摘配套内
容，让“采摘游”注入更多的新元素，
涌现出一批“采摘+农家乐”“采摘+
露营”“采摘+烧烤”等新的游玩方
式，为初秋旅游注入“新味道”，也为
游客带来更多新体验。

中国油桃之乡、中国胡萝卜之乡、
全国最大的生鸡宰杀流水线、全国最大
的羊奶粉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单体番
茄智能大棚……莱西市是农业大市，农
业基础稳固，产业特色鲜明，莱西的农
产品中涌现出很多全国知名的品牌。
2024年，沽河街道将以现代农业为支
撑，推进乡村振兴。以数字化赋能建设
高标准农田为抓手，配套建设烘干仓储
基地、种子研发中心，打造绿色增粮先
行示范区样板；以种苗繁育为核心，打
造“种子+”沽河模式；以农业龙头企业
为突破，推进高端乳制品、预制菜、高端
农业、先进农牧体验线开发打造，建立
沽河街道“研—学—参—品”的“工业
旅游+”主线路，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
鲁样板贡献了莱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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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桃花开 美景兆丰年
莱西沽河街道的温室油蟠桃喜迎“花季”智能化管理和科技化种植助农民增收

眼下虽然是寒冬，但在位于莱西
市沽河街道向阳岭村的油蟠桃温室
大棚中，盛开的桃花带来春的气息和
丰收的希望。日前，青岛早报记者在
位于向阳岭村的每日鲜果农场看到，
一排排油蟠桃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
里的一株株油蟠桃树上，朵朵粉嫩桃
花竞相绽放、娇俏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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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河两岸
结出“致富果”

小小油蟠桃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这得益于大沽河两岸水源充足、气候宜
人，适合种植各种蔬果。近年来，莱西市
沽河街道以生态发展为优先、绿色发展为
引领，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迈出
坚实有力的步伐。辖区内农业资源类型
较多，沽河街道现有耕地面积13.6万亩，
有山后韭菜、曲家庄葡萄、迟家庄黄瓜、西
张家寨子山楂等著名农产品品牌30余个，
是全国最大的藤稔葡萄鲜食基地。

记者了解到，2023年莱西市桃子种植
面积达到3.37万亩，主要分布在南墅镇、
院上镇和望城街道，产量6.87万吨，产值
4.49亿元。品种主要包括金秋红蜜和映
霜红等，其中金秋红蜜占比44.5%。莱西
市的桃子生产主要包括5月份以前的保护
地栽培和9月份以后的露地栽培，保护地
生产集中在院上镇小沽河东岸的部分村
庄和沽河、水集街道的部分村庄，以黄肉
甜油桃为主，质优价高，每亩纯收入2.5万
到3万元，是露地栽培桃子的3—4倍；露
地栽培晚熟桃主要分布在南墅镇的北部
丘陵地带和院上镇、望城街道的低丘区
域，主要品种有金秋红蜜、映霜红等。极
晚熟桃鲜果去年销售情况良好，价格较上
一年增加不少，金秋红蜜平均价格2.59
元/斤，映霜红平均价格2.3元/斤，基本
在入库后 20—30 天全部销售完毕。其
中，沽河街道桃种植面积 710 亩，产量
1800多吨，较上年度增长0.2%。

因为大沽河穿流而过，沽河街道境
内的许多村庄都有种植葡萄的传统，经
过多年积累的经验，加上当地政府的统
一规划，葡萄产业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
特色农业产业。记者了解到，位于大沽
河岸边的莱西市沽河街道有着 30 多年
的葡萄种植历史，如今葡萄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 12000 多亩，引进的葡萄品
种达 10 多个。沽河街道以葡萄批发为
重点，依托葡萄交易中心，打造了一条集
农副产品展示、交易、零售、包装、配送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链，形成一个辐射
即墨、威海、烟台、淄博、潍坊等周边市场
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交易市场。目前，莱
西市依托大沽河优势资源，打造起一个
个特色农业集聚区，成为产业振兴新高
地，托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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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记者：种植果树后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万本国：我以前从事运输行业，常年

奔波在外比较辛苦。从2018年转行种植
果树后，不但提高了经济收入，也提高了
幸福指数。从事农业也很辛苦，但幸福
就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作为一个普通
老百姓，通过勤劳致富，我感觉很踏实。

记者：种植果树有哪些经验？
万本国：我认为从事种植业，必须

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果树身上。大
棚果树一年产一季，每年只有在夏天才
能有空闲时间，这期间还要做好果树管
理，定期打杀菌药、防治病虫害等。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成败就在于付出了多
少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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