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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种植终见成成效

2009年，白果村建立五春黄花专业合
作社，带领群众科学种植黄花，通过合作
社把当地的种植户联合起来，让种植户不
再“单打独斗”。

白果村党委书记张健康介绍：“现在
白果村有450户村民种植黄花，家家户户
都用传统方法加工干花。以前没种黄花
之前，村民人均收入就三四千元，现在种
了黄花之后，种黄花的农户人均1.5万元
左右，生活过得幸福美满。”张玉桃和刘兰
香夫妇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这几年靠种
黄花实现脱贫致富。去年家里2亩多地的
黄花卖了3万元。

现在，白果村每年黄花干花产量在
120吨左右，产值500多万元，主要销往成
都、重庆等地。

“在前几年的脱贫攻坚中，白果村借

助黄花产业实现了全村84户217名贫困
户全面脱贫致富。现在，木城镇在适宜种
植的地方全力引导村民充分利用荒山荒
坡种植黄花。”木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余春花说，“下一步，我们将会积极推动白
果村黄花产业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更有
效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产业振兴。”

经过多年的发展，白果村的黄花远近闻
名，采摘黄花也已成为该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曾经外出务工的村民陆续回到村里，种
起了黄花，一座座小洋楼也拔地而起。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皆金
针。”现如今，黄花采摘时节，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纷纷来到黄花地里拍照采风，体验
采黄花、吃黄花宴的乡村田园乐趣。黄花
的芬芳醉了田园山乡，也留住了“乡愁”下
的幸福家园。

小黄花变小黄花变““致富花致富花””

““井研柑橘井研柑橘””走进大西北走进大西北

很难想象10多年前，白果村还是一个
市级贫困村，不仅房屋破旧，狭小的村道也
只是土路，村民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全村
共有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何让村民富裕起来？下派的帮扶干
部、村“第一书记”和白果村“两委”一起研
究，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经过考察研究，
决定做大做强当地的黄花产业，让这小黄花
变成当地的“致富花”。

白果村有着悠久的黄花种植历史。84
岁的村民张文青告诉记者，白果村的黄花产
业经过40多年发展，才有现在的规模化种
植。全村黄花种植面积一度达到2000多
亩，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发展种植5000多亩。

过去，由于缺乏种植技术，种植出来的
黄花个头较小且品相较差，一直没什么大的
市场。张文青告诉记者：“我种植了几十年
黄花，对白果村的黄花非常有感情，现在种
植的文青1号、文青2号，是我经过多年逐
步挑选，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特点就是
花期时间集中在2个月内，花朵肥硕，产量
高、抗病力强，现在培育的种子已经在全国
各地推广种植。”

张文青培育的黄花品质好、肉质肥硕，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从2010年开始，他便
向村民推广种植，使白果村的黄花远近闻
名。为了感谢张文青老人的付出，当地政府
把这个新品种取名“文青1号”。之后，在夹
江县科协的指导下，白果村大旗山黄花种植
示范基地又培育“文青2号”，该基地还被评
为四川省“天府科技云服务”科普惠民共享
基地和夹江县科普示范基地。

张文青介绍：“新的黄花品种价格最高
的时候干花卖到三十多块钱一斤，一亩地的
黄花40多天就可以卖到1.5万元。村民集
中时间采完花后，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

▶▶▶时下正是黄花收获采
摘的季节，夹江县木城镇白果村
漫山遍野的黄花在晨风中飘逸着
淡淡的清香，田间地头尽是村民
们采摘黄花的身影，这里的黄花
已经成为村里助力乡村振兴的

“致富花”。

本报讯（记
者 赵径）7 月 27

日，“中国橘乡·古
韵井研”四川“井研

柑橘”走进大西北推
介会在陕西省西安市

举办，这是继 2021 年
“井研柑橘”走进大湾区
在广州获得大量订单后，再

一次在省会城市走红。
推介会在古韵十足的唐风

舞蹈中拉开帷幕，与会人员观看井
研县宣传片《我在井研等你》《橘夫子

奇遇记》《奔着这片热土来》，欣赏井研原
创歌曲《此间井研》……

会上，西安鹏程果业有限公司与井
研柑橘协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西
安建功果业有限公司与井研县研橘联盟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陕西陈少军商
贸有限公司与井研县繁盛超果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陕西
京小盒商贸有限公司与井研绿源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推介活动农产品展示区，来自井
研的爱媛、春见、血橙、甘平、水晶柑、台
柚、春美，以及南瓜柑、沃柑共13个品种
亮相。同时，来自井研的何郎面、哈哥兔
肉干、茫溪中华鳖、扇子坝有机茶、曾村
桑葚、奇能有机大米等优质农产品参展，
让参会的领导嘉宾、客商赞叹不已。

白果村

“小黄花”带来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赵径）7月，在五通桥
区金山镇先家村，山野葱茏，翠绿的红薯、
大豆相互争荣吐绿，在阳光照耀下焕发出
勃勃生机。

在半年前，这片地还处于闲置状态。
今年年初，五通桥区金山镇先家村为解决
土地闲置问题，村“两委”深入田间地头、
走访农户院落，摸底核实了全村的闲置土
地面积并了解基本情况。经过统计，村上

“闲置地”面积200余亩。之后，村“两委”
对闲置土地进行研判调研，再根据农户意
愿，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把闲置的土地
集中流转起来，进行统一规划管理。

如今，该村已整治200余亩土地，并
种上了大豆、红薯、茶叶和柑橘。

对于村民来说，每人不仅可以从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里收到土地的租金，还可以
选择在“闲置地”上务工挣到工资。同时，
合作社的收益会以分红的形式，让每一位
农户得到收益，切实做到既确保农民的合
理收益，又保证土地不闲置、荒芜，还增加
了集体经济收益。

先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兴华说：“下一
步，我们将加强宣传力度，让村里的农户
在自愿的前提下，把闲置的土地集中到合
作社来，再通过多样化种植把土地利用起
来，让广大农户一年四季都能有收益。”

五通桥先家村：

盘活闲置地
村民增收益

根据水稻的需水规律，在不同的生长
发育阶段进行科学合理的灌溉，是一项夺
取水稻高产、稳产的重要技术措施，其灌
溉技术要领是：

浅水栽秧，湿润定苗。栽秧水要浅，
栽时不浮苗，栽后适当落水保持田面湿
润，利于快速定苗。

寸水返清，薄水分蘖。定苗后稻田应
保持0.5～1寸浅水层返清促蘖。水层过
深会抑制分蘖和推迟分蘖时间，并造成高
位分蘖；水层过浅会导致过多分蘖，消耗
植株养份，形成大量无效分蘖。

够苗晒田，控苗搭架。当田间苗数达
到预期穗数的80%时，要适度排水晒田，
以控制后期无效分蘖。晒田时，放水落干
3～5天，再上新水，保水2～3天，再放水
落干，如此往复2～3天个回合。

足水孕穗，干湿壮籽。水稻孕穗期需
要充足的水分，稻田应保持1～2寸水层，
确保穗大粒多。抽穗期间稻田水层应是
0.5～1寸。若此时田中无水受旱，不仅抽
穗不齐，甚至造成抽不出穗来。灌浆结实
期后应进行干湿交替间歇灌溉，促进植株
内有机物质向籽粒转运，减少空壳秕粒，
增加干粒重。进入黄熟阶段后，稻田应排
水落干，这样不仅有利籽粒充实饱满，而
且有利于田间收获。

（编辑 许金波 综合）

水稻灌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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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佳 记者 赵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