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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盱眙，有龙虾，还有龙

潭。地处盱眙县丘陵山区中心地

段的龙潭村，为河桥、桂五、古桑

三地交界之处。这里山峦连绵、

碧水潺潺，从高空俯瞰，宛若世外

桃源。

龙潭村美，村名有传奇。相

传，村中流淌至今的一潭清泉，古

时可通达东海，泉水一度四处奔

流，形成水患。人们以棉被、石磨

堵之，使其流向深涧，日久渐成深

潭，名为“龙潭”，而后才有了龙潭

村。

不过，十余年前，守着好山好

水的龙潭村百姓并不富裕。村党

总支书记朱雪海说，那时候的龙

潭村，家家户户过日子靠的是“一

亩三分地”，收成看年景，收入很

有限。

龙潭村人想过上好日子。然

而，村子位于生态林、水源地保护

区，禁止招引工业项目。全村上

下一时没了主张，望着好山好水

发愁。

2014年，朱雪海接棒担任村

党总支书记，组织村“两委”班子

接连几个通宵开“诸葛亮会”，给

龙潭村的发展“号脉”，形成一个

共识：“好生态不是‘拦路虎’，应

该是致富路。”大家几经商议，开

出龙潭致富“药方”——搞特色农

业，走“农旅融合”的路子。

选定了路子，还要迈好步

子。“庄稼人靠地活，地好收成才

好。”朱雪海带领全村百姓打出一

套“组合拳”：对内，化零为整，启

动实施土地流转，使土地由“块”

成“片”，便于规模化经营；对上，

“化缘”求助，争取资金修建了6座

水电站，为村里打造的12000亩

高标准农田灌溉用水保驾护航。

双管齐下，再看龙潭，田变

方，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曾经

分散在山林间的土地彻底变了模

样。

龙潭有深潭，深潭出山泉。

清澈甘甜的山泉水，是龙潭村独

有的水资源。2018年，村里以此

为最大的本钱，把一个杂交鲟养

殖项目招引进村。泉水滋养下，

人工养殖的杂交鲟活力满满、肉

质鲜美，上市后每公斤售价超过

100元，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江苏绿川、南京创绿等

众多农业科技公司纷纷慕名而

来，投身龙潭山林之间，用龙潭山

泉浇灌，在龙潭村发展起黄桃、草

莓、南瓜等果蔬种植产业，总种植

面积达3200亩。

“农业科技公司有先进技术，

咱们有优质资源，结合起来，不火

都难。”朱雪海说，“以龙潭草莓为

例，浇的是山泉水，用的是超早熟

技术，和普通草莓相比，成熟期提

前一个月，采摘期却可以延长好

几个月，大大提升了市场竞争

力。”

山泉出“金银”，乡愁变“风

景”。2016年，村“两委”号召村

民将家中的老农具、旧用品捐赠

出来，用于建设村史馆，比如煤油

灯、桑木扁担。这些老物件，不仅

记录了龙潭村百姓过往的岁月，

也见证了龙潭村发展的变迁。如

今，村史馆已经成了龙潭村的一

个景点，每年吸引游客近万人。

在龙潭村，各家各户的小院

是一道风景。2022年，村“两委”

统一规划，指导村民在房前、屋

后、院内栽种枣树，既可供游人观

赏，又可采摘、卖果，仅此一项，每

年户均可增收3000元。

龙潭农家小院还引来了城里

的大画家。前不久，盱眙籍知名

画家刘欢在龙潭村创办了绘画工

作室，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50

余亩观赏荷塘，培育的莲种每颗

能卖到10元的好价钱。

坐拥秀美山水，蹚出致富大

道。去年，龙潭村集体经济收入

已经达到182万元。“接下来，龙

潭将按照北、中、西、南四大板块，

分别打造休闲采摘、乡村记忆、田

园综合、红色历史等特色农旅融

合项目，同时从省城引进民营企

业进行专业深度开发。”朱雪海

说，未来的龙潭，要变成“村子是

景区，农舍是景点”，在这里既要

看得见山水，也要留得住乡愁。

■融媒体记者 杜勇清 何 弦
王舒 周伟 赵启瑞

村子变景区 农舍变景点
这个坐拥好山好水的村子要走农旅融合致富路

走进涟水县红窑镇金城村的

春竺芦笋基地，只见千亩大棚如

一片白色的海洋铺展在眼前。棚

内是一行行青翠挺拔、排列整齐

的芦笋植株，它们带着泥土的芬

芳，蕴藏着蓬勃生长的力量。

趁着夜色
采摘最鲜嫩的芦笋

凌晨2点，月色笼罩之下的

芦笋基地里只听见阵阵虫鸣。力

秀芳和几名工友头戴探照灯，走

进基地，此时正是采摘芦笋的好

时机。

“大棚里温度高，芦笋长得很

快，一天能长近30厘米。”力秀芳

边走边说，她身旁的芦笋长势喜

人，几乎有半人高。她蹲下身子，

拨开芦笋叶，探头寻找藏在茎叶

深处的鲜嫩芦笋。在探照灯的照

射下，芦笋泛着晶莹的光泽。她

小心翼翼地握住芦笋的根部，轻

轻一掰，一根新鲜的芦笋便被她

摘了下来。到凌晨5点多，天边

泛起了鱼肚白，采摘工作已经接

近尾声，力秀芳与工友们的箩筐

里都装满了鲜嫩的芦笋，根根青

翠挺拔，用手触摸还有些湿润和

凉意。

“我们基地采用了标准化大

棚种植技术，芦笋不仅产量高、品

质好，而且一年四季都能生长。

每年亩产约2000公斤。”春竺芦

笋基地负责人郑标说，这些刚采

摘的芦笋，经过简单处理后就会

被送进冷库保鲜，当天发往各大

城市，确保消费者及时吃上新鲜

可口的芦笋。操作间里，30余名

工人一起上阵，清理、切根、捆扎、

包装……

带动农户
让绿芦笋变成“金苗苗”

十多年前，在外地做花卉生

意的郑标无意中接触到芦笋这一

作物。他发现，芦笋不仅营养丰

富，而且市场价格十分可观，便萌

生出回到家乡涟水种植芦笋的想

法。于是，他与朋友合伙承包了

200多亩土地试种芦笋。

起初，收成并不理想。郑标

专程去上海邀请技术专家前来指

导，加上自己不断摸索，终于种出

了粗细均匀、包头紧实、颜色嫩

绿、品相极佳的高品质芦笋。如

今，郑标的芦笋基地面积已达

4000多亩，带动了周边400多名

村民就业。

郑标说，芦笋的收购价为每

公斤16元—18元。如果家里有

七八亩地用来种植芦笋，采摘一

天就能卖1000多元。可观的收

益让当地村民掀起了一股种植芦

笋的热潮，也带动了涟水芦笋产

业的快速发展。郑标是涟水最早

种植芦笋的一批人，他毫无保留

地向其他种植户传授种植技术，

并帮助他们发展客户、联系物

流。2020年，郑标等人发起成立

了涟水县芦笋协会，在种植基地

里设立田间学校，定期邀请专家

前来授课，带领周边更多农户种

植芦笋。

如今，涟水县已拥有国内最大

的设施芦笋种植基地，产量占全国

的30%。“涟水芦笋”已成功注册

为地理标志商标，并获得绿色食品

认证。

清香脆嫩
唇齿留香韵味长

芦笋虽貌不惊人，但其青翠

的外形、清新的味道、爽脆的口

感，常常让人食之难忘。临近中

午，红窑镇上众多餐馆里顾客盈

门，一道“滋油芦笋”被不少食客

写入菜单。

对有着十余年烹饪经验的曹

师傅来说，烹制这道菜再简单不

过。他先将一捆芦笋洗净，待锅

里的清水“咕嘟咕嘟”冒泡时，把

芦笋放进去，撒上些许盐和食用

油，焯熟之后捞出，浇上生抽，放

入些许蒜泥、生姜末、干辣椒等配

料。另一边，起锅烧油，几分钟之

后，锅里的葱油便发出“滋啦滋

啦”的声响。见时机成熟，曹师傅

小心翼翼地端起油锅，将满锅滚

烫的葱油淋在芦笋上。“哗”一声，

芦笋瞬间与热油相拥，香气四溢，

充满了整个厨房。这道“滋油芦

笋”碧绿如玉、色泽光亮，芦笋的

鲜嫩爽脆被发挥到了极致。

用芦笋烹饪的菜肴还有很

多，比如芦笋炒肉、芦笋虾仁炖

蛋、沙律鲜芦笋……芦笋清新、鲜

嫩的特点使得它适合煎、炒、烹、

煮，简单烹制后非常好吃，颇有点

“百搭”的意味。但不管选择何种

烹饪手法，焯水这个步骤不能省

略。曹师傅说，焯水可以去除芦

笋中的大部分草酸，还可以最大

限度保留芦笋中的维生素，避免

营养流失，同时让芦笋色泽诱人、

口感脆嫩。

除了对外供应鲜食芦笋外，

涟水县在芦笋产品开发方面也做

足了文章，芦笋茶、芦笋水饺、芦

笋鸡糕、芦笋饮料等一系列芦笋

产品陆续被开发出来，受到众多

消费者的青睐。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高婷婷
王昊 周伟 通讯员 刘云

小芦笋撬动致富“大产业”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赵启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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