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编辑 冯伟鹏 耿世红
市州·长春

Email:jlrb18@126.com 电话：（0431）88600721

近年来，德惠市棚膜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乡村振兴展现新活力。

德惠市：特色种植业绘就“四季生机图”
本报记者 孟凡明 王焕照

朱城子玫瑰花、郭家葡萄、布海瓜菜、菜园子

西红柿……一张张名片“越擦越亮”，德惠市特色

种植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德惠市立足特色

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多点开花。

德惠市将棚膜经济作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的新路径，通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积极

培育多元融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优特色种

植业，大力推行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

抱团发展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

值，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彩”。

行走德惠乡镇，由“一颗颗种子”催生的高质

量发展故事，比比皆是。

““美丽产业美丽产业””变变““幸福产业幸福产业””

花卉产业是美化生活、传递情感的美丽产

业，也是富含丰富产业链、市场前景广阔的活力

产业。

在德惠市朱城子镇沿河村的玫瑰花种植园

区，含苞待放的玫瑰摇曳生姿。“我们全年能采三

茬到四茬，每一茬一株能产四到五支花。最新的

一茬花预计5月中旬上市，为‘5·20’做准备。”程

雪家庭农场负责人杨雪看着棚里的玫瑰向记者

介绍。要想抓住这个机会，需提前两个多月做准

备，玫瑰的花期约在一个月，工人们要对鲜花进

行修剪，以确保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花朵剪下来，

顺利地投入市场。

目前，程雪家庭农场的玫瑰大棚占地约25

公顷，建有35栋大棚，4栋智能连体温室，每年可

产各类花卉1000万支，包括卡罗拉、粉红雪山、

香槟、爱莎、洛神等多个品种。农场在种植过程

中不断调整优化种植技术和管护技术，产品深受

市场青睐，每逢节日订单不断，销量十分可观。

“必须与德惠市其他乡镇种植产业错位布

局，我们主攻精品花卉市场！”10多年前，在外打

工的杨雪嗅到玫瑰花商机，在赴昆明学习种花技

术后，回到家乡成立了家庭农场种植玫瑰。

最开始的时候，夫妻俩只有两栋大棚，村民

们很是不解：“大家都种瓜、种玉米，没听说谁家

种玫瑰花的，卖不出去咋办？”第一年冬天，由于

没有给玫瑰花覆上地膜做好保温措施，两栋玫瑰

花苗无一存活。随后，夫妻俩开始学习和摸索，

考察市场、学习新技术、引进新品种……

“闲不得！”技术浇灌，品种把关，精心呵护下

的鲜花，长出了更高的价值。渐渐地，他们种出

来的玫瑰因为色彩绚丽、品质优良，受到不少客

户的青睐，一时间供不应求。

程雪家庭农场创造了新的突破。他们还带

动了全村20余户群众发展棚膜产业，修建各种

大棚200余栋，使本地“棚膜经济”飞速发展。从

德惠市朱城子镇出发，花儿“乘着”货车，“绽放”

各地。

村民收入显著提高。在这一条条美丽的生

产线上，35名产业工人活跃其中，摸芽、修剪、采

摘、分拣、包装。“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闻着花香

包着花。”张国香在园区务工，既有土地流转金和

务工收入，年底还有村里的分红，家里年收入超

过4万元。

周边村子也受益，加工食用玫瑰、研发菊花

酱，办农家乐、开民宿客栈，组织花卉采摘、体验

制作鲜花饼，产业链如枝蔓延伸。

德惠市的园艺特产业走上了品系化、规模

化、特色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发展道路，成为

当地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朱城子镇园艺特

产业种植面积已发展到种植面积棚内85亩，露

天110亩，年产值预计达600万元。

“浪漫经济”正生长为综合产值达数十亿元

级的“美丽产业”。

““香瓜大棚香瓜大棚””可可““四季生金四季生金””

初春时节，走进德惠市布海镇陈家村，放眼

望去，香瓜大棚首尾相接，排列田间错落有致。

“走，看看我们的香瓜去!”行至村中的种植

户马艳双家，她热情地将记者带进香瓜种植园1

号大棚。

阳光洒落，大棚里暖意融融，香瓜茎叶一片

翠绿。每株香瓜苗旁的“土壤”里，插着输送水肥

的细管。

“甜瓜是从5月中旬开始上市，我们种植都

是水肥一体化，甜瓜也非常好吃，口感好，香脆

甜，这4个棚一天能摘3000多斤，1个棚子能卖1

万多元。”甜瓜种植户马艳双说。

为确保香瓜秧苗茁壮成长，村里还组织技术

人员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品种选择、

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治，都给出科学合理建议。

同时，积极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大力发展有机农

业，使用有机肥、生物农药，确保棚膜作物的品质

和安全。

让果蔬大棚变身“小康大棚”，推动产业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布海镇的香瓜甜了舌尖、富了百

姓。行走在大棚间，记者探寻到了香瓜给这里的

农民带来的“共振效应”。

从马艳双家的大棚出来，记者又来到了被当

地人称为“种瓜能手”的孙丽家。

时近中午，孙丽还在大棚里忙碌着。

“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捣鼓’了。”孙丽

说，为保证口感，在种植期间她会严格控制大棚

的温度和湿度，使用农家肥。她家有6栋大棚，

今年培育了5万余株香瓜苗，种植了白瓜、翡翠

公主两个品种，亩产量能达到7000斤。

“种瓜，就像伺候小孩一样，从早到晚都得在

地里转悠。白天要把瓜棚的摇杆落下去，晚上再

摇起来，中间能达到15摄氏度的温差，这样果实

的糖度干物质累积是最好的。”孙丽对香瓜种植

技术如数家珍，“咱这瓜，清脆甘甜，口感特别好，

第一茬香瓜马上甜了，现在30%香瓜全被客户预

订了。”

一个产业的进步，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发展。

德惠市正以新建设的“布海簋市”为重要基地，建

设布海香瓜产业园，组建“布海镇香瓜种植联合

体”，同时，以“102国道”和德九公路两条国省干

道为轴线，以香瓜种植产业为中心，发挥1小时

经济圈的区位优势，打造两条香瓜产业示范带，

做大做强香瓜产业。

“大家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韧性强、后劲

足。”布海镇党委副书记李金昌告诉记者，目前，

全镇享有“吉林省香瓜之乡”美誉，已有陈家、布

海、侯家、长山、德升、吉家和新城等7个村的瓜

菜达到规模化种植，形成地产香瓜联合体。

人气足、市场旺、信心强。据当地负责人介

绍，仅香瓜这一项，带动布海镇农民就业增收

1.5亿元。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布海镇

积极探索，创新农业种植模式。“我们充分利用农

作物生长周期的时间差，巧妙地在同一座大棚内

推行套种模式，将香瓜与辣椒、豆角等蔬菜进行

搭配种植，实现了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布海镇

纪委书记王冬说。

第一茬种植香瓜，第二茬8月开始种植辣

椒、豆角等各种蔬菜。瓜蔬两茬种植模式应运而

生。

截至2024年底，德惠市布海瓜菜种植面积

已经达2200公顷，产量8.6万吨，产值达8.2亿

元，瓜菜种植户数达2700余户，带动就业人数达

0.7万人次。既稳住了“粮袋子”，又鼓起了“钱

袋子”。

““柿业兴旺柿业兴旺””成成““致富钥匙致富钥匙””

有着“西红柿之乡”美誉的德惠市菜园子镇，

进入了西红柿种植最繁忙的时节。走进这里的

阎家坨子村，只见一大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放

眼望去，尤为壮观。

温室棚内，藤蔓交错，一颗颗长势喜人的番

茄缀满枝头，村民忙着修剪枝叶，不断调整植株

的生长状态，促进果实发育。

“你晚来几天好了，就可以尝尝我们的品种

‘美盾’，沙瓤多汁，甜度能达到10度。”种植户郭

宗广指着一颗颗小番茄说。

“番茄好吃可口，有啥诀窍？”记者问。

“种子有保障，还愁果子不好吃？”郭宗广说。

他搞大棚种植已经有几年了，最初由于对品

种选育、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了解不够，前期

大棚种植的效益并不理想。后来，在当地政府的

帮助下，通过学习培训，积极拓展思路，引入“普

罗旺斯水果番茄”等特色品种，并聘请农业专家

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目前，郭宗广一共种植了2座大棚番茄，每

座大棚亩产2万斤左右，今年番茄市场价可观，

预计年收入能达5.8万元。

在阎家坨子，像郭宗广这样的种植户还有不

少。温室大棚不仅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还极大

地解决了周边村庄剩余劳动力问题，附近不少村

民在大棚里从事整枝打杈、采摘、包装等工作。

同时，“大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产

业链的升级和转型。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农民开

始加入蔬菜种植的行列中来。他们通过参加技

术培训、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

提高种植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从最初的几户到今天的50多户、300多栋大

棚，每栋大棚柿子平均收入近三万元。西红柿种

植不仅是阎家坨子村的特色产业，更成了百姓致

富的“金钥匙”！

“你信不信，一个小番茄有无限可能!”

阎家坨子村党总支书记司昌峰笑着对记者

说：“我们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行‘党支部+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围绕特色种

植发展思路，采取政府引导、示范带动、科技助推

等一系列措施，着力推进番茄特色果蔬种植。”

如今，全镇以阎家坨子村为核心向周围7个

村辐射，依托长春市蔬菜技术推广站的“技术指

导”，新建高标准蔬菜园中园。以阎家坨子村党

员合作社成员为主体进行合作生产。推广统一

生产计划、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物资供应、

统一销售合作模式，促进番茄全产业链标准推广

应用。

园区还持续攻坚番茄种子研发，不断培育新

品种，帮助合作社的种植户选种、育苗。“美盾”和

“圣尼斯313”新型口感番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

升。

“产学研拧成一股绳，番茄种植户平均年收

入增长超1万元。”

菜园子镇宣传委员刘琪说，农户生产的番茄

不仅通过批发商销售，还在线上平台热销。凭借

独特的地理优势、严格的品质管控和创新的产业

模式，番茄已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密码”。“番茄从

德惠出发，一路向南，畅销于上海、无锡、温州，向

北发往哈尔滨、齐齐哈尔，走出国门，抵达俄罗斯

莫斯科。”

番茄长出大产业，瓜蔬也发展出新气象。

“干”中求新，沃野流金。德惠市的棚膜产业

发展格局次第展开，不仅是菜园子镇的西红柿，

布海镇的瓜菜、朱城子镇的园艺玫瑰，还有：“郭

家葡萄”，年产约3000吨，打造出了一条产业兴

旺的多赢之路；岔路口镇“德惠小町”和“德惠大

米”，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金字

招牌”……

2024年，德惠市新建885亩棚室，园艺特产

业产值达22.6亿元，稻渔综合种养规模扩展到

10万亩，收益突破1亿元。

一村一品产业兴。回看“特色种植”这篇命

题文章，德惠的答卷早已书写在沃野良田间。

▶▶德惠市菜园子镇农德惠市菜园子镇农
户家的温室大棚内暖意融户家的温室大棚内暖意融
融融，，一株株柿子秧苗沿着吊一株株柿子秧苗沿着吊
线向上伸展线向上伸展，，长势喜人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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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市西红德惠市西红
柿产业蓬勃发展柿产业蓬勃发展。。

◀▶◀▶德惠市布海镇德惠市布海镇
的香瓜种出的香瓜种出““甜日子甜日子””。。

德惠市玫瑰种植产业正向着更高效、更优质的方向迈进。

▼▼程雪家庭农场通过程雪家庭农场通过
玫瑰种植玫瑰种植，，实现了产业增实现了产业增
效和富民增收效和富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