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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
光 通讯员曾碧玉 黄瑜 随着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
家乡创业。信宜市平塘镇的
张秋苹就是其中一位，她利用
自己在外打拼积累的人脉和
资源返乡创业，辐射带动周边
村民创业、就业，取得了初步
的成功，受到了村民的高度
赞扬。

返乡种植蔬菜

近日，在平塘镇林垌村
的四季生态农业蔬菜种植基
地，张秋苹正在细心地察看
蔬菜的生长情况。一垄垄鲜
嫩翠绿的蔬菜，在她眼里就
是满满的生机与希望。这位
1998年出生、娇小可人、衣着
朴素的女孩，竟然是一位在
珠三角城市大有名气的蔬菜
供应商。据了解，张秋苹在
广州和东莞均开设了大型蔬
菜分销中转仓，她凭着自己
的专业和聪慧，让家乡的蔬
菜成功走进珠三角和福建省
大部分的商超、连锁餐饮店。

张秋苹透露，在返乡种
植蔬菜前，她已经从事了3年
蔬菜供应工作。她发现珠三
角城市对蔬菜的需求量很
大，由于租金、工价较高等因
素，这些城市的蔬菜已经无
法自我供给了。想到自己家
乡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剩余
劳动力，她萌生了回乡种植
蔬菜的想法。

张秋苹的想法得到了家
人的支持。2022 年，她和两
名志同道合的乡亲，在平塘
镇投资兴建了四季生态农业
蔬菜种植基地，采收的蔬菜
供往珠三角城市。目前基地
总面积有300多亩，主要种植
时令蔬菜，带动了当地 50 多
人就业，蔬菜日供应量最高
可达1万公斤。

坚持品质为本

张秋苹说：“做农业看天
吃饭。今年雨水比较充足，
本来我们临近收成的菜，一
场大雨下来基本上就没有收
成了。我们今年打算创新种
植技术，种一些比较避雨的
蔬菜。”

在创业过程中，张秋苹
始终坚持以品质为本，持续
关注并优化从播种到蔬菜交
付的各个环节。种植基地使
用经过验证后有助于蔬菜生
长的农机、农具，并引进了先
进的喷灌设备，还斥资搭建
了冷库，这些举措都提高了
生产效率及蔬菜质量。

同时，还聘任专业的蔬
菜种植技术员，加强员工培
训，进行各环节的实时管理
与技术创新，确保有效提升
蔬菜质量。张秋苹坦言，返
乡创业虽然很艰辛，也遇到
了不少困难，但是她依然会
坚定地走下去。

带动村民致富

对于在家门口务工就可
以实现月收入 3000 至 4000
元，村民们是既高兴又满
足。村民许凤说：“我们的地
原本是丢荒的，现在出租有
租金，来这里种菜又有工钱，
我们还能在家带孙子读书，
大家来这上班都很开心。”

为了拓展市场，张秋苹
积极参加各类农业展会，考
察各地的蔬菜供应市场，与
业内人士交流合作，加深对
市场行情的了解；同时，利用
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销
售。经过苦心开发经营，目
前，张秋苹不但有稳定的线
下客户群体，还供应着几个
较大型的电商平台。

返乡创业的初步成功，
激发了张秋苹做大做强的信
心，她表示将会继续努力，以

“种子+技术+农户”的模式，
带领更多的农户一起创业、
就业，共同走上致富路。

信宜姑娘回乡种菜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蔬菜日供应量最高可达1万公斤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
员曾碧玉 黄瑜 俗话说:“头菜煲猪
肉，香过隔壁屋。”为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路，去年以来，信宜市朱砂镇
溪兰村向村民，推广利用闲置土地
种植大头菜，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
振兴，这一举措得到了村民的积极
响应。

近日下午，溪兰村收割完稻谷的
农田，已经变成了一垄垄松软的土
地，几位村民正在种植大头菜，村民
吴姨表示，她是首次栽种，栽种两亩
多地。去年看到邻居种的收成可以，
所以自己也想试一下，增加收入。

在另一个山坡脚下，彭叔正在
给自己的大头菜浇水。据了解，彭
叔分批次种植了 3亩多地，目前，整
体长势良好，最早种植的那批大头
菜已经进入了收成阶段。彭叔表
示，上个月 20日种的大头菜目前很
快可以收获了，种植的周期短、收益

快，他很有信心，明年还会继续种。
溪兰村干部表示，为了充分利

用闲置土地，村委会经过走访调研，
发现本村的气候、土壤比较适合种
植大头菜，村里便以“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推广种植，由本村的信林
合作社统一免费提供种子给农户，
定期跟进种植管理情况，并与每个
种植户签订保底收购合同，让村民
吃下了“定心丸”，可以利用闲置地
增加收入。

据了解，大头菜的种植周期在
45 至 60 天之间，亩产量约为 1500
至 2500 公斤。目前，溪兰村农户
种植大头菜的积极性很高。该村主
任林静表示，溪兰村去年种了五六
亩 的 大 头 菜 ， 每 亩 收 入 有 4000
元，种植效益可观，今年大家热情
高涨，现在已经种了 10 亩多。下
一步，村委会将继续推广，让更多
的村民增加收入。 溪兰村推广种植大头菜。 茂名晚报通讯员 曾碧玉摄

溪兰村村民种植大头菜增收

菜地直播带货。 茂名晚报通讯员 曾碧玉 摄

▲检查蔬菜品质。

◀收获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