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茄子大王”
冀州打造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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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大王”河北种菜50万亩
农户种着菜赚着钱顾着家 环首都农产品保障圈初形成

早上7点半，北京新发地市场新农门，忙完“早高峰”批发生意的“茄子大王”李军坐上车，直奔3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河
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徐家庄乡西午村。
　　“种了茄子种蓝莓，有500亩地。”那里有他打造的北京新发地助力乡村振兴（冀州）示范基地，“去年新种了蓝莓，这几天正是
上市的时候，跑得勤点儿。”一路高速，3个小时就到了冀州，李军告诉记者，“河北种菜北京卖，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了我们底气。”

新发地“蔬菜大王”
扎堆河北种菜

“你说茄子咋就能一年到头地结呢？”
“这蓝莓光喝水就能长这么大？”“大棚的挡
风墙竟然用的棉被？”……对于当地土生土
长的农民来说，李军的种植基地在带给他们
生计的同时，也带给他们许多新的观念——
原来土地还能这样种。

64岁的高桂慈从基地建棚起就开始在这
儿打工，最近负责在茄子大棚的操作间里装
箱。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将堆成小山高的茄
子往纸箱子里码放。只见她面前的茄子大小
几乎都差不多，两个茄子尾对尾的，正好在箱
子里“安家”。统一的水肥条件以及采摘规
范，是让茄子们大小都差不多的“秘籍”。

高桂慈是东午村的村民，和西午村相距约
1.5公里，骑着电动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以

前是哪儿有活就去哪儿干，总的算起来，一年
有活干的天数加起来也就俩月，现在是睁眼就
有活儿干。”说起收入，高桂慈笑眯眯地竖起一
根手指，“一天一张票儿，你看，春节时我就孙
子回来歇了半天，其他的日子一直在赚钱。”

37岁的苏会是西午村的村民，在基地的
打工人中是最年轻的那一批，如今已经成了
“带班”。她告诉记者，“一个月 3000来块钱，
还能就近照顾孩子照顾家里，很是知足。”

32岁的刘桂均是基地里的会计，她是大
齐村人，就和西午村隔了两个村子。刘桂均
告诉记者，听说西午村有了新发地的种植基
地，感觉很有前景，就应聘过来了。“看着周
边的土地变成一个个新基地，我感觉，这是
片充满了希望的田野。”

“跟着‘大王’种地，就是不一样！”西午
村党支部书记吕树新告诉记者，冀州一直在
致力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村里的 2910
亩地早在 2014年就全部实现了流转，但一直
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北京新发地带来了
契机，让村里的设施农业开始“起飞”。随着
种植示范基地的落户，各种资源也在向村里
倾斜，村庄的环境更美了，道路也焕然一新，
还“种”上了路灯。吕树新大手一挥，满满的
自豪，“那边是天津科芯的 150亩基地，对面
是千喜鹤的 120亩基地，那块没种着小麦的
土地，已经‘签’出去了……”

土生土长的农民、走出农村的学子、外
出谋生的农民工……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次，一切已经不同了。

“这是天津科芯的基地，这是千喜鹤的
基地……”李军点数着。2021年他将示范基地
落地西午村，真的起到了示范作用，越来越多
的企业选择在这里打造自己的种植基地。
　　车辆行驶在冀州的乡间，两侧是望不到头
的田地，麦苗返青，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渐渐
地，路两侧换了模样：成片成片的大棚，淡淡的
蓝色，排列在蓝天白云下，煞是壮观。
　　汽车停在一幢二层小楼前，楼顶上竖着
新发地的标识，“让种植者小康，让消费者健
康”几个绿色的大字特别显眼。园区内排布
着五排 70来个大棚，宛若麦田里长出的“城
堡”，很是壮观。走进大棚，一排排长茄子架，
比人还高，茄子在叶子间“捉迷藏”，密密麻麻
的根本藏不住。采摘茄子的工人们动作麻
利，走几步就能摘满一桶。
　　“上午采摘，下午装车，晚上就到北京新发
地。”李军告诉记者，大棚种植的茄子采收期
长，能从 10月份摘到来年 7月份，八九个月不
成问题。“西午村的基地一天大概能出 10吨茄
子，再加上东罗村的基地和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的，一天能出 20吨茄子，底气很足。”

到冀州“种菜”，还得从 2021年说起。新发
地继续推广乡村振兴基地，交通便利、自然环
境适合的冀州进入了新发地的视线，双方签订
协议合作发展蔬菜种植基地。
　　“市场组织我们一批‘大王’来考察，我一
眼就相中了这里。”李军告诉记者，当时他已经
与合作伙伴在云南布局了露地茄子种植基地，
也打造了“老班长”的品牌，正想找个地方种植
需要在大棚里生长的长茄。
　　李军先后在东罗村、西午村布局种植茄
子。2024年更是开始采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
盆栽蓝莓，49个大棚 150亩，如今也进入成熟
季，正源源不断地供往北京市场。
  从哈尔滨的农村，到北京的新发地，再到
河北的农村，兜兜转转，李军没有想到自己
会再次和种地结缘。不过如今的种地和当年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大棚就占地三亩，
进口的水肥设备能让蓝莓长在盆里，茄子亩
产能到 2万至 3万公斤……

跟着“大王”种不一样的地

新发地市场已在河北形成“环首都农产品保
障圈”，北起张家口、承德的冷凉蔬菜带，东至唐
山、秦皇岛的海鲜果蔬走廊，南接邢台、邯郸的特
色种植区，西连保定、衡水的设施农业集群。这种
布局既考虑首都一小时物流圈覆盖，又充分利用
河北多元气候带的错季供应优势。
　　“茄子大王”试水成功，“萝卜大王”“玉米大
王”“红薯大王”“生菜大王”“西葫芦大王”“食用菌
大王”陆续跟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冀州种起了
大“菜园子”。
　　这不，在距离西午村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北
章淮村，“萝卜大王”张彬正在田野里忙碌着——
一片大田里，这边农民们忙着在覆好地膜的田埂
里栽种西蓝花苗，那边覆膜机正在给栽种好的田
埂再覆上一层拱膜，这样就能保证西蓝花苗生长
所需的温度。“现在栽种，4月底 5月初采摘，正好能
补了西蓝花供应的空档。”张彬在冀州租赁了 2600
亩土地，主要种植白萝卜、西蓝花、小冬瓜，产出的
九成都送进北京新发地，为首都市民送上货源可
控、品质可控、价格可控的优质农产品。
　　“冀州模式”取得了成功。2024年新发地以
“茄子大王”李军为典型，引导更多商户在河北各
地发展种植基地，助力乡村振兴，让农民在家门口
就近就业，“种着菜，哄着娃，挣着钱，顾着家”。目
前，这种模式已经推广到阳原、崇礼、张北、沽源、
永清等地，增加了 3.2万亩果蔬种植基地。截至
2024年底，新发地在河北地区种植的果蔬基地总
面积已经达到 50.5万亩，直接带动农户增收，促进
三地乡村振兴。
　　作为首都“菜篮子”，2024年新发地市场各类
农产品总交易量达到 1580万吨，总交易额 1306亿
元。“其中，河北地区农产品在新发地的交易量为
440万吨，交易额为 301亿元，占比达 27.8%，位居全
国首位，对首都农产品稳定供应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介
绍，在河北蔬菜供应结构中，北京以南的河北地区
蔬菜供应主要是五六月份和十月份，北京以北的
河北地区蔬菜供应主要是六七八九 4个月，其蔬菜
供应时间长，规模大，品种多样，是夏季冷凉蔬菜
的核心产区。
　　为了提高农产品供应的可控率，新发地在全国
发展了20个分市场和315万亩的种植基地。其中在
河北已建成4个运营市场，3个即将开业市场，3个筹
建市场，形成10个分市场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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