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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盛夏时节，，行走在金乡行走在金乡，，农产品交易市场热闹繁忙农产品交易市场热闹繁忙，，物流车间有序流畅物流车间有序流畅，，一派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欣欣向荣的景象。。

世界大蒜看中国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中国大蒜看金乡。。如今的金乡如今的金乡，，不仅有红火的大蒜产业不仅有红火的大蒜产业，，还还

有火辣的辣椒产业有火辣的辣椒产业。。近年来近年来，，金乡县通过深耕大蒜产业金乡县通过深耕大蒜产业，，扶持辣椒产业扶持辣椒产业，，建设国家建设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量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量、、创品牌创品牌、、增效益增效益，，建立了集种植建立了集种植、、物流物流

集散集散、、科研科研、、精深加工等环节深度融合的特色农业产业链精深加工等环节深度融合的特色农业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乘数效应的乘数效应,,让农业产业发展价值倍增让农业产业发展价值倍增，，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农业发展和农村繁

荣荣，，蒜乡百姓在小康路上阔步前行蒜乡百姓在小康路上阔步前行。。

大蒜深加工产品大蒜深加工产品

食品产业园辣椒加工车间食品产业园辣椒加工车间

大蒜产业工人在加工车间大蒜产业工人在加工车间

蒜农喜笑颜开蒜农喜笑颜开

“蒜头”成致富“龙头”

大蒜收获的季节是金乡蒜农一年中最

忙碌的日子。每年从种到收，从收到卖，大

蒜几乎填满了金乡蒜农的每一天。

依靠大蒜产业，金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不足千元，增至 2020 年的 18000

多元。

金乡的老百姓富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大蒜产业这个核心支柱。在金乡无论是地

区生产总值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大蒜及其

相关产业的贡献率均超过七成。

蒜农变富，依赖的是致富产业链条的延

伸。从最初的种植，到后来的加工、冷藏、物

流等，每一个成熟的产业环节都为金乡蒜农

从地头走进企业，从传统农民转向全产业工

人，从脱贫到致富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金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种

植基地，目前已建立了一套从种植、收获，到

销售、加工的操作规程和全程技术标准体

系，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智能喷灌、

机械化作业等先进技术和设备也纷纷落地。

鱼山街道寻楼村村民寻克喜的田地正

处在金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种

植基地的先行示范区。正因为是先行示范

区，众多新技术已经应用，无论是种植成本

还是产出效益都得到大幅优化。

他把家里的 3.6 亩地流转给了种植基

地，流转费每亩高达 2000多元。大部分地流

转了出去，种蒜也就不用操心，寻克喜在大

蒜收获季就忙着做大蒜生意。因为地处现

代农业产业园，周边的大蒜冷藏和加工企业

特别多，寻克喜和年富力强的村民常常抽时

间去企业打工。

金乡县大蒜产业历经 40多年发展，种植

大蒜早已不是蒜农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融

入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等大蒜产业链各个

环节，一年四季围着大蒜转，不分农忙和

农闲。

有胜“蒜” 更“椒”傲

每年谷雨前后,金乡县化雨镇王楼村村

民就开始在蒜地里套种辣椒。在金乡,大蒜

地里套种辣椒已成为大多数村民种地的

惯例。

近年来,经过引导种植,蒜田套种辣椒已

成为金乡农业产业特色，所产辣椒具有上市

早、产量高、干度好、色泽艳、辣度高等特点，

受到市场热捧。“双辣”模式为金乡蒜农带来

了显著的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

大蒜和辣椒生理生态优势互

补,构成共生共进、协调发展的复合生

态群落,可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环境,能

提升作物品质。大蒜分泌的一些物质还可

以抑制细菌性病菌,减少了辣椒在整个生长

过程中的病虫害发生。不仅如此,大蒜和辣

椒可以实现“一肥两用”“一水两用”“一膜两

用”和“一药两用”,减少了过量使用化肥、农

药、农膜对土壤、作物及农产品的污染,有利

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大蒜和辣椒间作套种不仅生态效益明

显,而且经济效益很高。随着大蒜套辣椒种

植模式的大力推广，依托大蒜产业的优势，

借助大蒜贮藏和交易平台，金乡县辣椒产业

发展迅猛，成为继大蒜之后的又一农业支柱

产业和新兴朝阳产业。目前，金乡辣椒年种

植面积逐步稳定在 40万亩，年辣椒吞吐量达

20 万吨，产值 16 亿元以上，辣椒专业合作社

超过300家。

为促进辣椒农户增产增收，依托县内辣

椒加工龙头企业，金乡县积极探索“园区+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按照“订单生产、合同

销售、利益共享”的原则，培育辣椒种植基

地，由公司统一进行收购，用于辣椒深加工，

既保证了原料品质及货源，又促进了农业明

显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在金乡经济开发区食品产业园，辣椒加

工产业链不断拉长。产业园区重点发展以

双辣调味品、保健品等为主的辣椒深加工产

业，并积极延伸产业类型，吸引辣椒酱、速

冻、保健品等相关产业的集聚，将辣椒产品

的生产链条向纵深化、综合化、高端化方向

延伸，品牌效应和产业价值逐步体现和提

高。目前，金乡县辣椒深加工企业达到 50多

家，产品远销东北三省、四川、湖南、广东，以

及欧洲、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地。

交易上“云端”“双辣”竞娇艳

好的收成，还需好的销售。年轻一代蒜

农，比父辈们更懂得网络销售。金乡县鱼山

街道蒜农李文彬，早在大蒜还在田里生长

时，就开始直播大蒜的生长过程。这样的举

动，为网上售卖大蒜积攒了不少人气。

李文彬一方面加强电商渠道建设，入驻

多家大型电商平台，同时，他还专门组建了

10 多人的专业电商团队，负责推广销售大

蒜。自家田里产的大蒜销售一空后，又开始

利用网络销售其他蒜农的大蒜。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李文斌就帮助周边农户卖出了

700吨大蒜。

如此亮眼的销售成绩，得益于金乡县近

年来大力发展电商产业。作为国家“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省级电子

商务示范县、全省“快递进村”试点县，金乡

县现已建成运营智慧产业园、亿九电子商务

产业园、邮政电商产业园等 5 个电商园区。

引进乐村淘、买卖惠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启

动了阿里巴巴淘宝村和京东商城金乡特色

馆，拥有电商企业、网络商店 4000余家，依托

邮政、菜鸟等物流平台和 286个邮政服务点，

构建“县物流分拨中心+镇街物流配送站+

农村物流网点”的三级物流体系，为电商发

展提供充分物流保障。目前,金乡县镇街快

递网点全覆盖,“快递进村”率已达 88.5%，畅

通了农产品上行通道。

为让大蒜、辣椒特色农产品卖得好、卖

得快，培育更多的农村电商“领头羊”，金乡

县每年拿出 1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与阿里巴

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采取多种形式，对有

意向从事电商业务的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

人、农民进行培训；金乡县还与高校合作，为

村里请来大学生“电商专员”，通过理论宣

讲、政策解释、建立网店、运营维护等“手把

手”教学模式，培育出一大批电商人才；通过

直播带货、电商助农扶贫等形式，各电商产

业园培育出一大批网红，把金乡大蒜、辣椒

带进了直播间，为金乡特色农产品开辟了销

路。2021年上半年，金乡县兴隆暖火电商直

播基地的张波获评“山东省电商十大网红”，

山东金智慧管理有限公司获评“山东省十大

直播电商企业”。

农业数字化转型，帮助农民打通了大

蒜、辣椒等特色农产品直销渠道，做大了农

产品品牌，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农业、农村多

年的交易方式发生

了巨大改变。2020 年

累计有 2070 万余件

的特色农产品，“飞”

出金乡，走向全国。

（数 据 来 源 ：

金乡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