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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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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五里铺镇满眼都是绿色，轻

风拂过，点点红星在层层绿浪中闪烁、

跳跃，空气中荡漾着丝丝清香，人仿佛

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切是那样的令人陶

醉。这里就是远近闻名的湖北省沙洋

县五里碑堰早蜜桃基地。
沿着密密的桃林，弯过一道又一道

弯，一座与大片桃林相映成趣的砖瓦房

跃入眼帘，颇有一番“桃林深处有人家”

的意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满面春风

的果农高桂福，他说：“1995 年以前靠种

田，只能糊口，遇上年成不好，自己都吃

不饱……。自从承包了这 10 亩果园，

当年纯收入就 3 000 元，1998 年翻了 6

倍，18 000 元！要是种田的话，真是想

都不敢想。要不是党的政策好，要不是

农业综合开发，我哪会有这么安逸。”高
桂福的肺腑之言代表着五里铺镇 1 700

多家农户的心声。农业综合开发给五

里铺人带来了富裕，也给五里铺镇的经

济带来了腾飞。
1992年 12 月，江泽民总书记途经

沙洋，到五里铺视察了农民生产、生活

情况。当时农民增收难度大，任务重，

经济条件差，五里铺给了江总书记两个

字——贫困。从此，五里铺人憋足了

劲，决心要大干一场。农民要致富，一

靠政策，二靠科技。农业综合开发为他

们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1993 年，

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引导五里铺镇搞起

了产业结构调整，变单一种粮为粮经结

合，通过对土壤、气候等因素的综合分

析，到孝感园艺总厂一次又一次的考

察、论证，带回了早蜜桃种植技术和种

苗。习惯了单一种植的农户有了想法，

有了顾虑。镇委、镇政府当机立断，大

胆尝试，利用部分荒山、荒地建起了 800

亩的早蜜桃示范区，1996 年示范区总产

量 150 万斤，收入高出了种粮的好几

倍。农户在示范区看到了硕果累累的

枝条，看到了希望，很快桃林种植蔚然

成风。据统计，从 1997 年起五里铺镇以

碑堰村为龙头，桃林种植面积每年以

3 000亩递增，1999 年已达 12 000多亩，

占全镇总面积的 1/7。
分散种植在管理和销售上不利于

整个基地建设。针对全镇桃林规模大，

分布散，产量高的状况，农业综合开发

引进了一套崭新的集约型管理机制。
1997 年镇里投资成立了“沙洋县五里铺

镇林果开发公司”，建立起“公司 + 基地

+农户”的管理模式，做到了统一基地

开发，统一苗圃供应，统一技术承包，统

一间作模式，统一产品销售，全镇实现

了“产销一体化”。农业综合开发为单

个农户解决了水利、技术、管理上的难

题，把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撒到了千

家万户，郑州市果树研究所的教授每年

都会到基地现场操作，讲解，科学种植

在这里得到了普遍推广，农户依靠科技

种的放心，收的开心。
产品要赚钱，销售是关键。每年镇

里都要派出专车到全国各地跑信息，跑

销路。有了客户，硬件设施建设摆上了

日程。虽然五里铺镇位于 207 国道荆

门、沙市段中部，境内有荆沙铁路横穿

而过，交通便利，但由于桃林种植面积

分散，各片之间道路崎岖狭窄，严重制

约了产品的外运。五里铺镇委、镇政府

及时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铺起了一

条 30多公里的运输道路，正是这条路

使五里铺镇的早蜜桃得见天日，也正是

这条路拉住了一批批南来北往的回头

客。为了方便客户联系，加强业务往

来，五里铺镇财政所投入资金 5 万元为

基地架起了电话线，挂起了招牌，积极

支持了基地建设。如今，五里铺的蜜桃

远销东北、华北地区，供销两旺。1998

年全镇人均年收入 2 800 多元，农业总

产值 1.02亿，其中种植业产值 5 705 万

元，连续三年跻身于沙洋县明星乡镇的

行列。
五里铺镇的人富了，但他们并没有

满足。“我们还要引进砂子早生、油桃

等新品种，建立起自己的果汁加工厂、

罐头厂，让五里铺的经济再上一个新台

阶。如果江总书记再来五里铺，我们一

定不会让他失望。”五里铺的农民充满

着骄傲与自信，他们依靠农业综合开发

摆脱了贫困。
（作者单位：湖北省沙洋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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