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中旬，在淮阴区淮高镇军田

村的温室大棚里，一个个绿油油的小

西瓜挂满了枝头。西瓜快要成熟了，

瓜农的脸上也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只要肯下功夫、动脑筋，土地里

就能刨出‘金疙瘩’，大家都会发家致

富。”说这番话的人是武梅果蔬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建梅。在棉花庄镇

及周边镇村，她是有名的果蔬种植“土

专家”。这位“70后”现代农民，不仅

依靠果蔬种植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而

且带动了这片土地上其他乡亲一起致

富。

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

担，在继续读书和回乡务农两个选择

中，李建梅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家乡

的村民大多依靠种田维持生计，日子

并不富裕。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

政府为了帮助农民致富，引进了辣椒

制种技术。李建梅的母亲敢想敢干，

当机立断开始种植辣椒。起初，李建

梅对投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辣椒种植

并不看好，但在母亲的带动下，一家人

不分昼夜辛勤劳作，一年后，竟然赚到

了当年村民眼中的巨款——5000元。

1998年，李建梅打算尝试种植西

瓜，并开始认真学习西瓜种植技术。

后来，她种植的西瓜通过了有机食品

认证。她还注册了商标——“武梅”。

她告诉记者，这个商标分别取自他们

夫妻二人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创业

路上，总免不了曲折和艰辛。“印象最

深的就是2008年的那场大雪，几乎把

我们的心血毁于一旦。雪后，400多

亩钢结构大棚被压趴，大棚里的瓜苗

全部被冻死了。”当时，李建梅没掉一

滴眼泪，只说了句“从头再来”。

李建梅先后成立了辣椒、蔬菜种

植合作社。为保证品质，她还在合作

社里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

统，设立了检测室，购置了农产品质量

检测仪器设备，做好各项生产记录。

李建梅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的道理，因此，她除了资助生活

困难的村民，还将果蔬种植技术毫无

保留地分享给他们，帮助村民一起致

富。目前，武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有社员50户，种植面积达300亩，带

动260名周边村民实现再就业。

如今，看似不起眼的“小西瓜”已

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金疙瘩”。

2014年，“武梅”西瓜获评淮安市知名

商标和著名商标；2016年，“武梅”西

瓜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

“绿色食品”。作为普通农民的李建

梅，也拥有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

双学双比先进个人、江苏省带头致富

优秀企业家、淮安市劳动模范等一系

列荣誉称号。在她看来，自己只不过

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又恰好赶上了

一个大好时代，才收获了如今的成绩。

■融媒体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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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专家”成村民致富“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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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安柴米河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木霉菌研发生产基地，一批刚发酵的木

霉菌透着微微的绿色，像毛茸茸的小蘑菇，

被摆放在一层层架子上。“木霉菌生物量

大、根表定殖能力强、次生代谢产物种类

多，可迅速利用营养和占据土壤空间，抗病

促长功能强大，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该公司董事长王其传说。

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近

年来，淮安柴米河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坚持技术创新，持续在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与育苗基质、生物有机肥、生

物菌剂、农作物工厂化育苗技术等方面加

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利用生物技术等科技

手段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生产的生物

基质、生物基质肥等产品为发展新型高效

农业提供了助力。

“老王，生物有机肥施下去后，红椒长

势如何？”在清江浦区和平镇严集村，该公

司技术人员拿着本子，详细记录种植户使

用木霉菌生物有机肥后的情况。“你看这个

辣椒足有二三两重，色泽非常好。”已种植

红椒20多年的种植户老王高兴地说，自从

使用了木霉菌生物有机肥，他种植的红椒

不仅产量高，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木霉菌生物有机肥的核心在于木霉

菌剂的生产。”王其传告诉记者，在国外，木

霉菌主要作为生物农药使用，需要在无菌

条件下进行固体发酵，生产条件较为苛刻，

价格昂贵。2013年以来，该公司与南京农

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合作，经过多次实

验，终于突破了木霉菌规模化固体发酵的

技术瓶颈。“目前，我们公司的木霉菌固体

扩繁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一年扩繁

300吨左右，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实现木

霉菌肥料化应用的企业。”王其传骄傲地

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技术团队在沈

其荣院士的指导下，发明了秸秆就地快速

腐殖化还田技术，并集成了全套装备。利

用该技术，农户将秸秆收集到田头，经过30

天左右，就能把秸秆变成优质的有机肥

料。还田后，不仅能够显著改善土壤肥力，

减少化肥用量，还能促进作物增产。

近年来，该公司与捷克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扬州

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校（所）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先后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31项。此外，作为江苏省著名商标、

江苏省农业产业融合类十强品牌，该公司

的“柴米河”牌水稻育秧基质、蔬菜育苗基

质、林木栽培基质、生物肥等产品销往全国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22年，该公司投资1.2亿元新建了

530亩的淮安柴米河博士教育农园项目，

为清江浦区蔬菜生产提供种苗服务，打造

红椒抗病种苗工厂化生产中心、蔬菜等经

济作物种子处理中心、设施蔬菜低碳生产

技术示范中心、红椒生长季节周年生产技

术示范和无土栽培技术示范中心，致力于

园艺作物周年化栽培技术展示与推广、特

色高效优良新品种示范和展示，并开展现

代园艺技术教育与培训等。

王其传说，该公司将充分发挥其在农

业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不断提升

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为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融媒体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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