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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和美乡村

又是一年丰收季，德惠市郭家
镇历家村一片繁忙。辣椒产业的
蓬勃发展，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丰
厚的经济效益，也为许多村民创造
了就近务工增收的机会，一株株辣
椒助力村民过上了“椒”傲的好日
子。

早上五点多，徐雷家庭农场外
货车就排起了长龙，大棚内也是一
片忙碌景象，工人正忙着采摘辣
椒，之后打包、装箱、过秤，直接运
走。徐雷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雷告
诉记者：“现在采摘的这种辣椒叫
818 长剑，在山东寿光特别受欢
迎。到寿光之后中转到江浙地区、

福建。山东每年来收这种辣椒的
客商特别多。”眼下，正值辣椒销售
的大好时节，徐雷家庭农场 30 栋
棚膜辣椒的日产量达到8000－1万
斤，因品相优秀、质量达标，深受客
商青睐。

徐雷家庭农场自成立以来，就
致力于种植优质辣椒，经过4年多
的发展，年收益近50万元。

徐雷介绍，农场坚持采用农家
肥作为底肥，生物菌类肥料作辅
助，确保辣椒养分充足，品质更优、
口感更好、产量更高。在他的带动
下，周边不少农户也选择了种植该
品种辣椒，种植规模已近百栋。品

种统一了，产量逐步提高，对销售
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农场今
年建立了自己的蔬菜代购点，也帮
助其他种植户销售。目前，每天从
该代购点发走的辣椒达 5 万多
斤。按最新的市场价格，日交易额
达10万多元。

火热的购销带动了当地村民
的增收。村民蔡世梅介绍，不仅本
村村民，不少周边乡镇的农民也来
此务工，辣椒采摘销售特别忙碌的
时期，每天早5点开始工作一直到
晚8点左右。一年算下来，从辣椒
育苗、移栽、田间管护，再到采摘、
打包、销售，人均增收五六万元。

如今，徐雷家庭农场已形成种
产销一条龙模式，助农带农的作用
持续凸显。徐雷对记者说：“依托
辣椒的名气，我要与更多的村民一
道，让历家村农业‘椒’响曲更加和
美、响亮。”

德惠市得力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蔬菜代收点里，紧张有序地
开展着辣椒分拣、打包等各项工
作，为保障辣椒及时装车发走，工
人分工明确，这边三两人负责将辣
椒按照客户标准和要求分类；那边
四五人负责将分拣好的辣椒打
包、装箱；另一边专门负责搬运、
装卸……大家动作熟练，配合默
契。他们都是历家村及附近的村
民。德惠市得力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王得力说：“在这打零
工干活的不止是我们本村的，还有
别的村、甚至旁边乡镇的，夏天农
闲的时候来这挣点零花钱，每人一
年能挣到1万到2万元左右。”

历家村种植辣椒 30 多年，由
于肥沃的土质和精心的管护，辣椒
品质优良，挂果多且椒大肉厚，口
感脆嫩，深受外地客商青睐，多年
来不断发展，不仅让历家村成了德
惠市著名的辣椒种植村，也让郭家
辣椒成功走向了山东、深圳、广州
等城市。

历家村党总支书记于立民介

绍：“村里流行小时工，一小时工资
12 元，每人每天都收入 100 元以
上 。”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
了历家村近20户农户参与辣椒种
植，全年用工量达千余人次以上。

辣椒这项产业，在郭家镇发展
得越来越红火，村民增收尝到了甜
头，奋斗劲头也更足。郭家镇还将
以历家村德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徐雷家庭农场等经济合作组织
为依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辣椒产业向标准化种植、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
大步迈进。

产业“火辣辣”
收入“步步高”

——德惠市历家村发展辣椒种植产业小记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打造宜居环境 发展特色“农旅”
——探秘德惠市世法号村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德惠市惠发街道世法号村地处
市郊，大部分村民都在企业打工，针
对这种情况，全村积极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打造宜居环境，既满足村民自
身的文化生活需求，也吸引更多德惠
市民前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

乡村要宜居，环境是底色。世法
号村围绕“净起来”“绿起来”“美起
来”的总体目标，加大人居环境治
理。走进世法号村，一条条村路干净
整洁，村庄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美
丽。

“看着收拾干净的家，心情特别
好。”62 岁的村民孙淑英高兴地说，
原来家门口的垃圾站点，已经变成了
干净宽敞的广场，夜晚漆黑的小路如
今被路灯照得通亮，家家户户门口都
种上了花，村民爱护环境的意识也增
强了。

世法号村坚持党支部带党员、党
员带群众，将人居环境改善与主题党
日、群众议事、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
动相结合，以会上讲、实践学、走访
谈、微信推等形式，广泛宣传“厕所革
命”“五清理一活动”“垃圾分类”等内
容，树立村民人居环境保护意识。同
时，号召社主任、党员、志愿者，成立
环境整治服务队，重点对公路沿线、

房前屋后的垃圾进行清理。
为了保证一年三季有花开，世法

号村从今年 4 月开始，组织干部群
众，在马路沿线、村道两侧、空闲场
地，因地制宜清除杂草、栽种花苗，本
着“一屯一品”的思路，分别栽种万年
红、步登高、鸡冠花等40余种花苗。

世法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岩说，
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村里增添了
路灯，改造了柏油路，不断提升整体
硬件水平。下一步，他们还要实施
2400余米的明沟排水工程，以及1.92
公里的公路改造工程，让村里整体人
居环境得到更大提升。

优美环境有了，怎样才能把德惠
市民吸引过来？世法号村结合本村
已有的种植大户和种植合作社，积极
发展别具特色的“农旅”项目，将市民
留在世法号村。

村民李有田正在自家采摘园里
打叉，谈及发展采摘园，他说要感谢
村党总支书记李红岩。李有田感慨
地说：“李书记找我谈，我直接就说我
干不了，我种了一辈子地，就会和庄
稼、蔬菜打交道，哪会做买卖啊！但
李书记说了，全村我家大棚莳弄得最
好，最适合搞采摘。他隔三差五就来
和我聊天，还带我去别的村看人家是

咋干的，你说书记都帮到这份了，我
还能说不干？”李有田先是拿出一个
大棚做实验，看着效果不错，又相继
投入了两个大棚，收入翻了好几倍。

走进红宇专业种植合作社，鸡心
果果树上硕果累累，果树下鸡肥鸭
壮，负责人李红宇告诉记者：“这片果
园是 2012 年开始种的，四亩地共种
六七百棵鸡心果树。当是只是单纯
想卖鸡心果，也没想过做其他项目。
前两年，李书记找到我，让我利用果
树下空间，搞乡村特色旅游，养些溜
达鸡、溜达鸭，再种些小菜，让游客既
能采摘鸡心果又能品尝到农家菜。
我一听这个主意好，马上就抓紧实
施。这不，刚刚还接到游客的预定电
话，让我炖只小鸡，晚上过来吃。”

李红宇除了种鸡心果、养鸡养鸭
以外，还种了四亩大榛子，每年收获
之后都是自家手工炒制，特别受欢
迎。今年李红宇培育的中华猕猴桃
也结果了，等到成熟的时候肯定又是
一个“爆款”。

世法号村文化广场上，孩童在尽
情地玩耍；果园里、大棚内，处处是村
民忙碌的身影；干净整洁的村道上，
迎面走来的村民，热情地打招呼，笑
意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