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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俸建忠回忆说。

为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

用，在社区党总支的鼓励下，社区干

部以及各居民小组长率先行动起来。

就这样，1991 年，全村试种了 50

亩凤梨。

凭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芒抗社区

试种出来的凤梨口感独特、品质好，

深受消费者青睐。看到种植凤梨比

种植甘蔗划算，一些村民纷纷改种

凤梨。

“刚开始时，种植金丝凤梨要靠

党组织和党员去动员，后来群众看到

效益好就自发种植了。”俸建忠说。

从此，金丝凤梨与芒抗社区结下了不

解之缘，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芒抗社

区金丝凤梨种植户从最初的 3 户增加

到 212 户，亩产量从最初的 2 吨左右

提升到 3.5 吨以上，单户种植规模最

大达 80 余亩，整个社区种植规模达

4500 亩，产值 3700 万余元。

    
 增收致富成效显著

    

追肥、浅耕、除草……春耕时节，

走进芒抗社区的凤梨种植基地，映入

眼帘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我家种

了 80 亩凤梨，每年的收入都在 50 万

元左右。”正在给凤梨追肥、除草的

村民俸得明高兴地说。

俸得明告诉记者，早些年他和妻

子开了一家小饭店，后来看到村民种

凤梨赚了钱，于是从 2012 年开始，

他也开始种植凤梨。令他没想到的是，

效益比开饭店还好。“从最初试种了

几亩，如今已发展到 80 多亩，种植

凤梨给我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俸得明说。

“刚开始时，我家仅种了 2 亩凤

梨，如今已有 20 亩，丰产的 10 亩去

年卖了 7 万多元。”村民俸贵珍说，

除了种植凤梨，她家还种了数十亩甘

蔗，两项收入共有 10 万余元。“金

丝凤梨的成熟期一般在 7 ～ 10 月，

与甘蔗的农忙期不冲突，两者完全可

以兼顾。”俸贵珍说。

一些村民尝到种植凤梨的甜头

后，主动将甘蔗改种为金丝凤梨。刀

志明说：“种植甘蔗的毛收入每亩

约有 4000 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只有

1000 余元。而种植凤梨每亩收入约

10000 元，扣除各项成本还有 7000 余

元。相比之下，种凤梨比种甘蔗更划

算，所以群众种凤梨的积极性更高。”

为了更好地带领村民科学种植凤

梨，把凤梨产业做大做强，2016 年，

芒抗社区成立芒抗金丝凤梨专业合作

社，为农户积极对接收购企业，拓宽

销售渠道。

“我们会提前在合作社的微信群

里通知农户，让他们根据企业订单采

收金丝凤梨。”刀志明说，合作社按

照“规模化、设施化、标准化”建设，

成功打造出“芒抗金丝凤梨”水果品

牌。2019 年，芒抗金丝凤梨获得临沧

市“十大绿色农产品”称号，同年在

上海市“百县百品”比赛中获得水果

类评比金奖。

本刊记者  杨旭东  

通讯员   李  勇 /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