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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建新 摄影报道

走进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业庄村草莓种植基地，清
甜的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一垄垄嫩绿的草莓秧沿
着田垄一线铺开，一墒墒绿色枝叶下，一颗颗鲜红饱满
的草莓掩映在绿叶白花间，如一颗颗红翡翠，晶莹透亮，
村民们正在大棚里忙着采摘、分拣、装盒、过秤、发货，个
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眼下正是草莓上市的旺季，不仅草莓能卖个好价
钱，还有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了！”业庄村村民张艳美高兴地说。这片占地36亩的草
莓采摘园是业庄村村委会主任王长立多年的心血。王
长立是土生土长的业庄村人，经过多年的艰苦打拼，他
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过得舒适无忧。谈起为什么选择
回到业庄发展，王长立说：“在外做生意这么多年，每次
回家看到村里没有什么变化，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靠几亩麦田度日，村里没有什么产业，作为一个业庄村
人，自己有责任带领父老乡亲去闯出一条致富路。”经过
反复思考，2015年，从事钢结构工程的王长立毅然放弃
自己熟悉多年的生意，回村担任村委会主任，怀揣着一
颗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富之路的初心，王长立多次去寿
光、邹城中心店等地学习，结合业庄村紧靠孟子大道和
地处泗河西岸沙土地等区位地理优势，最后决定种植草
莓。说干就干，王长立斥资200多万元，在业庄村西建
成了“业庄草莓采摘园”。第一年试种，由于不懂技术，
不了解市场，引种了弱势草莓苗，最后错过了草莓最佳
黄金售卖期，不但没有赚钱反而还亏了钱，面对失利王
长立没有灰心，他坚信只要路选对了，困难只是暂时的，
那段时间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草莓大棚上，功夫不负
有心人，短短四年，业庄万亩田草莓采摘园在高新区、邹
城、兖州等附近县市区已小有名气，草莓成为他们奔小
康的“致富果”。

经过8年的精心打造，草莓采摘园在无公害种植、
科学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棚数量更是达
到了16个，年产值80多万元，净利润50多万元，平均

亩产值为 13900 元，较之普通种植模式增加净利润
12700元，形成了土地用量少产出高的高效种植模式。
草莓也从一开始的三四个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个品
种，今年更是引进了白草莓品种，迎合了周边市场的需
求。2022年，合作社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高标准打
造“按揭农业”项目，让农户享受“按揭农业”带来的红
利，合作社投资450万元，带领部分村民以“按揭农业”
形式建设温室大棚6个、小拱棚300亩。通过“按揭农
业”新模式，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生体。合
作社带领农户种植的草莓平均年产量9万斤，年产值
225万元。

“草莓口感的好坏跟种植的技术和施用的底肥有
关，我们村草莓采摘大棚在基肥方面以农家肥和有机肥
为主，主要是豆饼和经过处理后的鸡粪，纯天然施肥的
同时又改善了周围的环境。现在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
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王长立说，在他看来，每一颗草
莓都需要精心呵护才能茁壮成长。

“我们的草莓不愁销路，不管是济宁城区还是邹城、
兖州的人都会来这里采摘，在家门口赚钱，既能接送孩
子上学还能照顾老人，时间灵活不说，收入不比在外面
少。”负责养护草莓大棚的村民周萍说，像她一样在草莓
园里务工的业庄村妇女平时就有30多人，等到农忙时
节，来此打工的村民有70多人。2022年为村民提供就
业岗位200余个，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家门口就
业，据统计，草莓园让直接受益农民收入提高了1.5倍，
年增加收入2万余元。

“现在很多地方都搞草莓采摘游，并不稀奇了，今年
我们规划把村东边的90亩地里种植葡萄、枇杷等反季
节水果，和西边露天大樱桃打造成四季水果采摘体验
园。我要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王长立说，下一
步，我们将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优势，本着做精做细
特色产品的发展思路，不断探索“绿色、优质、健康”的农
业发展之路，做大产业振兴这块“蛋糕”，让产业链串起
群众“致富链”，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走出一条富有业
庄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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