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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景”面向公众征集反映武汉乡村新变化、新成就及乡村

生活的美图，投稿邮箱 3362994750@qq.com，邮件请注明“每周一

景”，写明图片的拍摄时间、地点、简单介绍，以及拍摄者姓名、电话。

11月，武汉乡村还是一派金秋景色，位于黄陂区的木兰草

原却已抢先推出松林雪屋+吊炉火锅，人造大雪飘飞而下，游

客们围炉而坐，营造出浓浓的乡村“初雪”盛景。 段亚洁 摄

乡村
“初雪”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蔡先进

每年10月底到11月初，是黄枙子挂果成熟的季
节。11月5日上午，秋高气爽，位于新洲区三店街道
李河村的马菊香家庭农场里，120亩黄枙子树林仍
是绿意盎然，远远望去，点缀其中的鲜枙果金黄夺
目，挂满枝头。

这一天，83名来自本村、邻村的农妇穿梭在一人
多高的黄枙子林间，忙着采摘鲜果，欢快的笑声不时从
林间传出。在这里，她们每摘一斤枙果可挣4角钱，一
天下来，基本可以赚个一两百元，工钱现称现结。

看着姐妹们脸上的笑容，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李
河村妇联主任马菊香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开办家
庭农场种植黄枙子的初衷，就是为了带动村里姐妹
们致富，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放弃优厚报酬回村当妇联主任
组织姐妹成立合作社种黄枙子

1996年，马菊香从三店街道石河村嫁到李河村
木子河湾。2011年，李河村原妇联主任到了退休年
龄，当时的村支书十分欣赏勤劳务实、聪明能干的马
菊香，便动员在外务工的马菊香回村参加妇联主任
竞选。

那时，马菊香在外务工的年薪近5万元，而村妇
联主任的年收入仅6400元。丈夫李球元是一名老
党员，得知此事后非常支持她回村。在外多年，马菊
香也很想为乡亲们做点事，便毅然回村参加竞选，结
果全票当选，同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嫁到李河村十余年，马菊香看到村里壮劳力大
多外出务工，而一些小媳妇则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
老人，比较空闲，也没什么收益。能不能给留守的农
妇们找到赚钱的路子？2012年，马菊香经过考察，
在丈夫的支持下，联合村里5位妇女，共同投资30余
万元成立家庭农场，流转了村里217亩林地，开始种
植一种叫黄栀子的中药材。

黄枙子果制成药材后内服具有泻火除烦、清热
利湿、凉血解毒等功效，外用可消肿止痛，还因它具
有天然染色特性，是比较安全的食品色素，在调料市
场倍受欢迎。

种植黄枙子要面临两大风险：一是枙子果的销
售价格随市场行情变化较大；二是从栽种到收获周
期较长，第一年栽苗，到第三年才能挂果，产生效
益。不过，马菊香对种植黄栀子的市场前景十分看

好，将所有积蓄投入其中，其间一度因家里老人生病
而贷款治病。克服了种种困难，2014年秋，黄栀子园
第一年挂果，鲜果市场价每斤约2.8元，当年亩产达到
700斤，毛利润超过40万元。

遭遇市场“寒冬”合伙人退股
坚守初衷和梦想感动乡亲

2016年，黄栀子果市场价格大跌，几名合伙人纷
纷要求退股。马菊香同意了她们的请求，贷款结清了
她们的入股资金。即使艰难，她仍然坚持要在村里做
产业的初衷。

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了。次
年开春，马菊香忍痛“割肉”，铲掉了 80 多亩黄枙子
树，从安吉引进茶树苗，改种白茶。

“黄枙子行情不好，白茶也得几年才能产生效益，每
年一二十万元的投入，有没有回报还是个未知数，那几
年，马菊香的处境真是难，但她硬是撑过来了！”回忆起
当初情形，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李维国感叹不已。

为了帮助马菊香渡过难关，村、街道积极想办法，
帮她申请了25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解决了茶园沟
渠、喷灌等设施改造建设的大部分资金。乡亲们也向
马菊香伸出援助之手，十余位乡亲集资4万余元，支
持她在家门口创业。

乡亲们的信任，给了马菊香继续管护好黄枙子林
的信心和动力。2018年，马菊香牵头成立了博缘茶
香种植合作社，为了感恩村里和乡亲们的帮助，她借
用湾子名注册了“龙丘木子河”商标。

2019年春天，马菊香的80亩茶园迎来了第一个
采茶季，坚持绿色生态理念种植的“木子河白茶”正式
上市，由于茶叶香气纯、口感好，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
费者的欢迎。

“过去的几年，幸亏有丈夫的支持，我们年年都在
投入，特别是人工费，是比较大的一项支出，尽管种植
黄枙子还没赚到钱，但这些投入我觉得值，起码让村
里的姐妹们受了益，她们在家门口就可以通过采果、
采茶获得收益。她们的荷包鼓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再苦再累也值。”马菊香真诚地说。

黄枙子种植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带动姐妹们打开新的致富之门

“这两年，枙子果的市场行情渐渐回暖，今年枙子

鲜果的市场销售价已达到每斤5元上下，目前市场
行情还在上扬。”经过几年的坚守，马菊香种植的
百余亩黄枙子终于迎来丰收年。虽然今年夏天持
续干旱，但她的黄枙子林因靠近明山水库，不愁水
源，黄枙子产量反而比往年要高，亩产达到1200—
1500斤，预计总产量在14万斤左右。“我们从10月
中下旬开始安排采摘，前期采摘的鲜果大多已销
往调料市场和中药材加工企业，今年染料市场对
黄枙子的需求也比较旺，枙果供不应求。”

采摘枙子果需要大量人工，采摘工作对技术、
体力要求不高，中老年妇女都可以参加。马菊香
雇请的采摘工，基本是本村及附近的农妇，日均用
工量在100人左右。

65 岁的邓春香是附近熊畈村人。11 月 5 日
早上天一亮，她就从家里出发，到马菊香的家庭
农场采摘枙子果。“我采摘得不算快，每天能采
摘 200 多斤，赚百把块钱。”她一边采摘一边和记
者唠嗑：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今年高考考了 500
多分，上不了心仪的大学，正在复读；家里五六
亩田已流转出去了，平时在家挖点药材、种点小
菜，每年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到马菊香的家庭农
场打工，摘果、采茶，一年可以赚万把元，算是家
里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临近中午，在林间忙了一上午的农妇们纷纷
把采摘好的一袋袋枙果用小车拖出来称重。54岁
的乐双桂手脚麻利，半天时间就采摘了 5 麻袋鲜
果，一过秤足足有200多斤，按每斤0.4元算，这个
上午她赚了近100元。她高兴地说：“下午再加把
劲，今天摘果挣个200元，不成问题。”

据了解，除了采摘时节要用工，马菊香还常
年聘请了 13 位村民对果林和茶园进行日常管
护。李维国说，马菊香的家庭农场极大带动了村
里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问题，特别是为一些做不
了重农活的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

在马菊香的带动下，目前，黄枙子种植已经成
为李河村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去年9月，李河村
向三店街道争取产业扶持资金60万元，因地制宜
对村里的 150 余亩闲置荒地进行整理，配备了泵
站、滴灌设施，大力发展黄枙子产业。

因为妇联工作成绩突出和种植黄枙子带领乡
亲们致富，2021年，马菊香获湖北省三八红旗手称
号，并荣获武汉市第二届“优
秀家事调解员”。2023年，马
菊香家庭荣获“武汉市文明
家庭”。

长江日报讯 2024 年武汉现代农产品加工园招商引资暨
“江城百臻”农产品上海推介会11月6日成功举行。活动中，来
自武汉的绿乐农业、菱湖尚品、大汉口、江城百臻供应链公司等
7家“江城百臻”旗下企业与来自上海的状元甲、新莺食品等9家
渠道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活动现场，黄陂区相关负责人对华中最大的绿色食品加
工中心——武汉现代农产品加工园进行招商推介，详细介绍
了该园区及黄陂的概况、区位和政策优势。“江城百臻”农产
品推介官向现场嘉宾介绍从武汉带来的好产品：“金殿御菜”

洪山菜薹、难忘鲜香的汪集鸡汤、“天然维 C 之王”皱叶菜、粉
糯香甜的蔡甸莲藕、寓意团圆的黄陂三鲜、麻辣鲜香的热干
面、一口爆浆的华墨香黑米……现场还展示了武汉大白刁、
富硒赤松茸、楚为口感番茄、旭东瓜子、金汇泉酸梅汤等武汉
优质产品。

本次活动由武汉市农业农村局、黄陂区人民政府、武汉市人
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旨在助力“江城百臻”武汉优质农产
品“走出去”，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作。

（文/宋涛 何浪 陈雪莹）

“江城百臻”农产品推介会上海举行

52岁的汪寿波是今年武汉市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的第
一名，也是一名开了24年农机的“老司机”。与农机打了几十
年交道，汪寿波感叹，虽然农机手们机收减损的水平差距往往
只有1%，但这却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每亩地能少损
失1%，按亩产1000斤算，就是10斤粮食。武汉有150多万亩
稻田，加起来就是1500万斤粮食，可供9.4万人吃一年，这就
不是小数目了”。

好农机手都是摔打出来的

“其实，武汉很多农机手都能达到我这个水平。”获得冠军
后，来自武汉南岸寿波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汪寿波表现得非常
低调。

在今年的比赛中，每一位参赛选手要收割1亩地水稻，按
照损失率、留茬高度、作业效率分别占比60%、20%、20%进行
综合评分排名。

汪寿波在比赛中收割的水稻损失率为1.25%，远低于农业
农村部规定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平均损失率小于3.5%的标
准，最终综合评分排名第一获得冠军。

今年是汪寿波第一次参加这项比赛，但作为一名农机手，
他的“驾龄”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20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
验，让汪寿波能够迅速针对不同情况对农机做出调整。

“影响收割机工作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水稻的湿度、
高度，土地的湿润程度、松软程度，地形起伏，工作当天的天气
情况……”说起自己的工作，他如数家珍，“观察各种条件和情
况，是一名合格农机手必备的素质。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也要
注意速度，过快或者过慢都会造成漏收、掉穗、落粒。”

比赛当天，汪寿波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收割机进行了适当
调整，效果很明显。而面对工作人员的赞许，汪寿波却再次强
调：“这次其实只是我的状态和运气都不错，所以才拿了第一
名。但说到技术水平，还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甚至更高。”

之所以如此谦逊低调，是因为汪寿波所在的农机合作社，
以及合作社加入的武汉大诚农业专业合作联社中，聚集了江
夏区金口街道70%以上的农机手，可以说是“高手如云”。大家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沟通，取长补短。汪寿波说，经验丰富的农
机手都有自己的“绝活”：“每一名农机手在工作中都会遇到各
种问题，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
工作模式和特色，而且各有千秋。”

“好农机手都是摔打出来的。”汪寿波还记得，农机应用刚
推广的时候，种植户和农机手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原因往往是
因为农机手对情况判断不准、对农机调整不到位，给种植户造
成了较大的损失。能坚持下来的农机手都是不断跌倒又爬起
来、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人，“现在，种植户和农机手之间的纠
纷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服务周边村民到走出武汉

2000年之前，汪寿波一直在纺织厂做技工，天天跟机器打
交道。2001年回乡创业时，他认准了农业机械化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农机用起来。此后几年时间
里，他和其他农机手一样，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很快成长起来。

2004年，汪寿波成立专业合作社，开始用农机为种植户提供服务。“最开始是以拖
拉机和收割机为主，后来各种耕种管收的设备都学着摸索，最近这些年，无人机的使
用也越来越多。”汪寿波说，“武汉的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中，很多对农艺的要求比较高，
对农机应用的要求也比较高，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范围。”

农机使用频率高，使用环境复杂，再加上技术不断更新，农机的更换也就比
较频繁，一般两三年就得换一批。根据汪寿波这些年的使用感受，农机的操控
性、舒适性和设备质量方面一直在提升。他举了个例子：“就说水稻收割机，以前
新设备的稻谷损失率3%，用的时间长了会逐渐提高到4%—5%。现在的收割机
虽然标称也是3%，但只要使用得当，很轻松就能降到2%以内。”

后来，汪寿波身边使用农机的人越来越多，金口街道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最
多的时候超过10家。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2022年，金口街道5家较大的农机
合作社合并组建了武汉大诚农业专业合作联社。联社共有100多台套农业机
械，涵盖了耕种管收全流程。

规模扩大以后，业务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合作联社负责人李露介绍，农
事服务是合作联社最重要的业务内容，每年农机作业面积、无人机作业面积均超
过10万亩。合作联社的服务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跨区域发展，目前最
远的服务对象已经延伸到咸宁、大冶等地。

除了业务范围越做越大，优秀农机手聚在一起，对业务能力的提升也很明
显。李露介绍，合作联社每年的年初、年中和年末会固定举办三次培训，介绍新
技术、新设备，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沟通交流会，供大家分享经验。农机手们聚在
一起也会自发地进行交流学习，水平提升非常显著。

机收过程中减少损失就是增收

今年是武汉市举行水稻、油菜机收减损大比武的第三个年头。武汉市农业
机械化技术推广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此类大比武是为了引导农机手
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观念，不断提升全市粮油机械化播种和收获减损水平。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途径，从生产环节开始减少粮食损耗至关重要。据了解，武汉市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机的
工作效率，成为当前我市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除了机收减损大比武之外，武汉市还同步开展大宣传、大培训，不断增强农
机手和农户“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通过农机购置补贴，向农民推广最先进的机
械。“以前农机手都比谁收得快，现在还要比质量，要比谁的损耗少。”武汉市农业
机械化技术推广指导中心工程师陈柳清介绍，“这些年的工作成效很明显。根据
第三方机收减损质量监测和农机部门随机抽查，2023年全市水稻机收损失率比
常年降低了1个百分点，全市150多万亩水稻多收1500万斤。”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颗粒归仓’的故事。现在农业机械化普及了，农业生产
也规模化了，但这种观念不能丢。”汪寿波说，“能够在机收过程中尽量减少损失，
就是新时代‘颗粒归仓’精神的体现。” （文/宋涛 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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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荷包鼓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村妇联主任马菊香开办家庭农场带动姐妹致富

马菊香（前排中间）和参加采摘的姐妹们在家庭农场黄枙子林间合影。 金灿灿的鲜枙果。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摄

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现场。

新农长长长
江江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