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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毛烏素沙漠南緣，曾經黑風肆虐、自然條件惡劣的寧夏鹽
池縣，過去曾是「苦甲天下」之地。「若不是在這裏生活過，
很難體會到這種苦。」一說起昔日的生活，鹽池縣麻黃山鄉何新
莊村村民何彥彬便連連搖頭。 「說起來也怪，這片貧瘠的土
地，唯獨苦蕎非常適應。」何彥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
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鄉親們深度開發苦蕎，「如今，我們的苦
蕎不僅變成了各種美食和保健品，成為健康食品，我們也因
『苦』致富，日子越過越紅火。」

氣候適宜利高產
「一捧種子，深埋在貧瘠的土地裏，雨水金貴、太陽熾烈，它

們不喊渴、不叫苦，把每一分力量都用於向上生長……」這是
當地一位詩人為苦蕎作的詩，將苦蕎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這裏把苦蕎喚作『懶漢莊稼』。」何彥彬說，當地雨水

少、地旱，土地種啥啥不成，只有這苦蕎生命力頑強。「種地
的時候隨便撒一把，然後就等着收割。家家戶戶種苦蕎，不是為
了賣錢，而是為了在沒有收成時，能混飽肚子。」
轉機出現在2013年左右，「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這裏封閉，外

面早把苦蕎當成了寶，而我們還搞不清狀況。」何彥彬說，後來
知道苦蕎是自然界中少有的藥食兩用作物，有着卓越的營養保健
價值和非凡的食療功效，這才萌發了大量種植苦蕎的想法。加上
我們鹽池縣海拔高、氣溫低、光照足，降雨期集中在夏秋季節，
氣候生態特點非常適合苦蕎的生長。

買家上門爭收購
何彥彬隨即租種土地，加上自家土地，一下子便種了2,000多畝

苦蕎。苦蕎麥種植期，何彥彬還經常半夜守在莊
稼地，摸清苦蕎生長秉性，琢磨如何提高
產量。那一年，何彥彬憑藉2,000多畝

的苦蕎，擺脫了幾十年來的貧困生活。
自嚐到種植苦蕎帶來的甜頭，何彥彬還帶領鄉親們一起種苦蕎

擺脫苦日子。多年來，何彥彬時常和當地農技部門到周邊省區尋
找最適合當地種植的苦蕎麥品種，先在自己的田裏試種，成功後
就在當地大規模推廣種植。 2019年，麻苦蕎作為第4代產品跟
隨何彥彬落戶何新莊，當年，畝產最高達到150公斤，皮薄麵
多，品質非常好。
「當時那個火爆啊，我們還沒等聯繫買主，當地種子公司就來

搶購。」如今單靠種植苦蕎，何彥彬年收入已超過30萬元（人
民幣，下同）。而在他的影響下，2019年鹽池全縣苦蕎種植達
到57.6萬畝。「2018年，我們縣成為寧夏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
縣，而這把打開致富之門的鑰匙，正是苦蕎。」
採訪中，何彥彬拿出很多苦蕎食品和保健品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介紹。何彥彬感歎，今年他的苦蕎新品種已經開始大面積推

廣，他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發出邀約：「明年請您再
來，來聞聞蕎麥花香，品品鹽池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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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石柱縣洗新鄉位於渝鄂交界的武陵山區，
距離重慶主城300公里，平均海拔1,500多米。
今年46歲的譚榮富曾是當地建卡貧困戶，通過
種植中藥材黃連，實現了兩年內脫貧。如今，譚
榮富每天天色未亮就上山，為自家種植的30畝
黃連地除草。

殘疾家庭試水「日子有了希望」
說起譚榮富，當地很多人都知道。他小時候燒

傷導致右手殘疾，妻子林興芳說話口齒不清，也
沒有穩定工作，長子智力障礙被鑑定為二級殘
疾，兩個女兒剛上中學…… 2014年，譚榮富成
為當地建卡貧困戶。
為了徹底改變這種生活，譚榮富便想到當地的

特產黃連。「眼瞅着黃連價格年年上漲，就和政
府說了想種植黃連的想法，隨後鄉政府提供了黃
連種子。」譚榮富說，當地豐田村銅天槽山高林
密，樹葉腐爛後的林地土質肥沃，是種植黃連的
理想場所。於是譚榮富在這裏租用40畝山林
後，2014年下半年起，夫妻兩人開始了艱苦的
創業之路。
「為在密林中開墾出種黃連的土地，我們最初

用柴刀對樹枝一根根進行砍伐，再用鋤頭一點點
挖出來平整土地，碰到一個大樹樁，可能要忙活
半天時間才能連根拔出。 」譚榮富伸出一雙粗
糙的手說，當初就是用這種刀耕火種的辦法，每
年擴大一畝。而由於手有殘疾，別人幹半天的
活，他也許要幹上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時間。
2016年，譚榮富初嚐甜頭，種植的一畝黃連收
穫乾黃連近300公斤，收入2.4萬元。僅試種了
一年黃連，譚榮富一家就摘掉了貧困帽。
隨後，有了資金的譚榮富開始使用現代化的機

械，黃連種植面積迅速達到30畝。去年年底，
僅靠種植黃連，譚家年收入達到6萬元。「日子
突然就有了希望。」譚榮富說，雖然已經脫貧，
但縣裏仍然在兩個女兒的教育問題上給予資助。
「我打算再努力努力，到時候把女兒的教育經
費也解決了，就不靠政府了。」

享資源優勢 有全球定價權
重慶石柱縣是黃連的原始產地，素有「中國黃

連之鄉」之稱，全縣黃連產量佔全國60%和世界
40%以上。因為靠着黃連的種植、研發和銷售，
不少石柱人實現了脫貧致富。截至2019年底，
像譚榮富這樣種植黃連的貧困戶共1,112戶，他
們共種植黃連1,681畝，貧困戶採收面積1,300
畝，產值3,575萬元，戶均收入3.2萬元以上。
近年來，隨着石柱黃連質優價廉的名聲遠

揚，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中藥藥材商。石柱
黃水鎮中國黃連交易市場是唯一獲得農業部指
定的黃連交易市場，這裏黃連年交易量4,500
噸，不僅佔全國的85%以上，同時還具有全球
黃連價格的定價權。

「蒲公英的葉子、花柄、鮮花、根等可以做成
保健茶，我們現在還開發了蒲公英含片、蒲公英
酵素、蒲公英酒、蒲公英飲料、蒲公英面膜等新
產品。」濟南市長清區五峰山街道陳莊村黨支部
書記石英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蒲公英全身都
是寶，而且種植成本小、風險低，食藥兩用有市
場，還帶動了周邊20多個村脫貧致富。
蒲公英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味甘而微苦，富含
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膽鹼、有機酸、菊糖等多
種健康營養成分，清熱解毒，利尿散結，是藥食
兼用的植物。

食藥兩用 探索綜合產業鏈
石英先2014年全票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也承載
起了全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一次聲帶息肉
的就醫經歷，讓石英先看到了蒲公英功效的強
大，也找到了一條帶動全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她先是自己在30畝大棚裏試種，然後通過村裏的

合作社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種植技術，後又成立了
耕辰農業公司專門從事蒲公英茶研發、加工、銷
售，形成綜合產業鏈。
蒲公英一年能割五六茬，一畝地能收入一萬多

元。為充分帶動貧困戶增收，合作社無償提供蒲
公英種子，以每公斤3元的最低保護價格進行收
購。如遇滯銷不能正常收購，合作社則以每畝每
年1,000元作為兜底補償，讓種植戶有一個穩定
的保底收入。石英先說，目前陳莊村及周邊村子
蒲公英種植面積達到1,200畝。2019年，耕辰農
業公司年生產蒲公英茶40萬斤，年銷售收入達到
了2,400萬元。

行業標準邊做邊摸索
如今，耕辰農業公司已被評為省級扶貧龍頭

企業，僅是蒲公英種植用工就帶動了周邊
2,400多人就地就近就業，其中包括100餘戶貧
困戶。石英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蒲公英鮮

葉挑選、葉子加工、茶葉包裝這些活都不算
重，她用工時也首先想到了村裏的貧困人口、
留守老人。 80多歲的貧困戶黃雲英老人每天
擇蒲公英葉可收入40多元，一年下來也能收
入一萬八千元左右。像黃雲英這樣的老人，還
有十幾位。
回首蒲公英創業之路，這位「70後」的村黨支
部書記也有着太多的苦澀回憶。 2016年初創業
時，網上很少有同類產品，沒有代飲茶標準，沒
有炒茶工藝和設備……石英先說，整個產業鏈都
是一邊做一邊摸索。如今，石英先已經引領並制
定山東的行業標準，也在申請相關的專利，但如
今又面臨市場價格亂象等問題。
談起未來，石英先表示，將繼續做大做強蒲

公英產業，還想搞全域旅遊，打造成一個集旅
遊、觀光、品嚐蒲公英美食等一體的田園綜合
體，3年至5年將陳莊村建設成遠近聞名的蒲公
英特色小鎮。

▲村民正在收割蒲公英。 受訪者供圖 ▶濟南市長清區五峰山街道陳莊村黨支部
書記石英先。 受訪者供圖

▲蒲公英種植用工就帶動了濟南市長清區
五峰山街道陳莊村周邊2,400多人就地就
近就業。 受訪者供圖

■譚榮富父子倆依靠種植黃連，實現脫貧致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鹽池縣的氣候生態特點很適合苦蕎生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 攝

■■村民何彥彬一家種植苦蕎擺脫了苦日子村民何彥彬一家種植苦蕎擺脫了苦日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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