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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仙草”专家“把脉”
“南菜北运”
让菜农钱袋子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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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品质放
在第一位，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调研组成员强
调说，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禾公
司栽培铁皮石斛，也是弘扬民族文
化的一种体现。目前金禾公司铁
皮石斛的栽培已经初具规模，将来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一定要严把质
量关，因为从长远来看，品质才是
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石。

对于园区以后的发展，王平军
非常有信心。他说：“除了铁皮石
斛外，我们还栽培了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木研究所合作的高端
葡萄 200 亩，新西兰猕猴桃 100

亩，美国车厘子300亩,我们一定
会严把质量关。未来，不仅铁皮石
斛的栽培规模会继续扩大，这里还
将有千亩美国车厘子生产基地、高
端葡萄种植区、新西兰猕猴桃种植
区等，建成洛阳市最具特色的现代
化农业示范与高端农业休闲观光
一体化精品园区。”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调研组到孟津调研

□记者 许晓洁 王振华

还记得本报刊发
的《“药界大熊猫”铁皮
石斛安家洛阳》的报道
吗？文章见报后，不仅
吸引了许多读者纷纷
到铁皮石斛驯化基地
参观，而且吸引了专家
的目光。

3日上午，记者与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调研组成员一起来到孟津
县常袋镇，参观洛阳金禾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禾公
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建设的
河南省首家顶级软脚铁皮石斛北
方驯化基地。在一处温室里，记
者看到一排排盆栽植物有序摆
放，技术人员正在观察这些植物
的生长情况。

据金禾公司总经理王平军介绍，
这是一处高科技日光温室，里面拥有
工厂化加温、灌溉系统。这些系统具
有极强的自动化功能，通过电脑程序

可调节温度和供水量。
这么高档的“房子”里，究竟“住”

的是谁？难道只是普通的盆栽花
草？王平军告诉我们，那一排排盆
栽 植 物 就 是 有 名 的“ 中 华 仙
草”——铁皮石斛。铁皮石斛被誉
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也有“药
中黄金”“药界大熊猫”等美称，它
全身是宝，茎、叶、花、果均可使
用。因具有滋阴生津等功效，铁皮
石斛在中医临床应用上具有普遍
性，大家熟知的脉络宁、石斛夜光
丸、安肾丸等药里都缺不了它，而
铁皮石斛的极品便是这里栽培的

软脚铁皮石斛。
据了解，铁皮石斛原产地在云

南，大多生长在海拔约1600米的悬
崖峭壁背阴处的岩石上，喜温暖湿
润气候和半阴半阳的环境，不耐寒，
生长周期长，存活率低。如今，在农
业科学技术的支持下，铁皮石斛“搬
了家”，不仅来到北方，还得到规模
化栽培。不久之后，一批铁皮石斛
就可以上市，走进百姓家。

在听了金禾公司工作人员的介
绍后，国家农业高新技术调研组成
员对铁皮石斛产业的发展前景给予
肯定。

金禾公司董事长张传强介绍
说：“铁皮石斛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项
目，我们园区还种植有葡萄、猕猴
桃、车厘子等水果。”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调研组成员
对金禾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设想
给予肯定。他们认为，通过土地流

转和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实现特色产
品规模化发展，这是土地、资金、劳
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和组合，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
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效
益，而且让农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
实现增收。

他们建议，不仅要提高铁皮石
斛的产值，形成品牌，走出河南，
走向世界，还要依靠铁皮石斛的
带动作用，发展高品质产业集聚
区，把有机水果、蔬菜这样的健康
农产品也发展起来，这一事业是大
有可为的。

保证质量，弘扬民族文化

向规模要效益，利用特色产品发展产业集聚区

温室里的铁皮石斛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据 新华社

“现在的小番茄不愁卖，批发每
斤1.7元，每天摘两大筐，很好销。”一
大早，广西田阳县百育镇百育村的农
民黄谊骑着摩托车来到田阳农副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将刚采摘的100多
公斤新鲜小番茄现场出售给安徽的
收购商。这些小番茄将在当天经过
打包、预冷环节，发往黑龙江、北京、
浙江等地。

作为我国“南菜北运”现代流通
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广西每年外运
秋冬菜 800多万吨，成为全国最大
的秋冬菜基地及粤港澳地区的“后
菜园”。

田阳县农业局副局长韦文学介
绍，得益于“南菜北运”的商机，当地
2012年秋冬菜种植面积38万亩，品
种主要有小番茄、西葫芦、辣椒、大白
菜等。

田阳县只是广西许多秋冬菜种植
地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广西把做大
做强秋冬季蔬菜产业作为转变发展方
式、促进钱粮双增的战略举措，菜农和
蔬菜生产企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广西的秋冬蔬菜特别是小番茄
质量好，每年冬季我们都大量收购。”
来自河南的收购商陈文广说。广西
的秋冬菜在全国尤其是东北、华北和
东部沿海一带占有重要地位，每到冬
天，全国各地蔬菜供应趋紧情况下，
广西能提供许多品种的秋冬菜，稳定
了供应链。数据显示，2002年起，广
西每年秋冬菜播种面积均超过1000
万亩。近年，广西每年外运秋冬菜
800万吨以上，约占年蔬菜总产量的
70%，为华北、长三角、珠三角及港澳
地区提供了充足货源，极大地稳定了
全国冬季蔬菜市场供应。

“樱桃番茄贵的时候批发每公斤
20多元，收购商抢着要货。”田阳县田
州镇兴城村支书黄子刚告诉记者，这些
樱桃番茄都是优良品种，在全村实现了
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生产，销路很好。

“现在每年种植秋冬菜，收入超
过3万元，我们还买了小汽车送货，生
活越过越好！”广西玉林的秋冬菜种
植户王春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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