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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种菇组团种菇
携手致富携手致富

几个月不见，盐山县常生源现代农业示范
区的常生平固家庭农场添了不少新气象。来到
位于常庄乡东孙村的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一个
个崭新大棚。

“这片棚是今年9月新建的，现在俺们已发
展到 22个棚了，辐射了 12户村民。”农场负责
人冯金鹏笑着介绍。

掀开厚实的棚帘，眼前，一排排菌棒垒成
了 1米余高的菌棒墙。粗略瞧着，菌棒上长出
的蘑菇大小不一，有的只指甲盖般大小，有的
已撑开如手掌一样。

“俺们这菇才出了五六天，怎么样，看着好
吧？”说这话的，是大棚主人王玉华。“这是今
年从江苏天达食用菌研究所引进的新品种‘奇
美969’。”

拿起一朵，菇片肉厚且紧实，品质确实不
错。王玉华说，现在他一个半棚一天就能出300
多公斤蘑菇。“等到高峰期时，一天就能出 500
多公斤了，那时候市场行情也好，多的时候一
天能卖2000多块钱呢。”

其实种菇的甜头，王玉华前两年就尝到
了。2018年，冯金鹏从东北回乡，带来了菌菇
种植技术。连同他一起，3个人合伙在村北建起
3个棚。卖了一季，除去建棚成本，一个棚还赚
了 1万多块钱。学到技术后，去年，王玉华又
尝试着自己管理两个棚。没想到，赶上行情
好，刨去各项支出，一共赚了10余万元。

“老王赚钱了，先买了个小货车，就是停在
棚外的那辆。”自己的技术在家乡结了果，冯金
鹏也十分高兴，并由此萌生了带动更多人的想
法。

“乡政府支持咱们，建棚用的土地手续人家
给跑办。技术上由我来掌控，每天我都巡一遍
棚，有问题及时纠正，你们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了。而且咱压茬进菌棒，不一窝蜂上市。只要
蘑菇品质好，咱一块闯市场，不愁卖。”冯金鹏
的一番话，给前来咨询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这不，几个月时间，就有 9户村民加入到
种植队伍中。

东孙村村委会主任王宴平就是“新晋种植
手”之一。他今年建了两个棚，再过几天也要
忙着出菇了。

“俺上边还有老人要照顾，出去上班也不现
实。现在村边建起棚，还有老冯帮着管技术，
省心多了。再说了，种菇的效益大伙儿也都看
出来了。同样是几亩地，不比种别的强多了
么。”马上就要采菇了，王宴平十分期待。

村民王双胜夫妻俩也是第一年种菇。别看
俩人只有30多岁，管起菇来却十分用心，还把
大棚打理得井井有条。

“原来俺跑大车，风险大，特别辛苦。现在
不出村，在家门口就能赚个钱，这么好的事儿上
哪儿找，不得仔仔细细干好了么。”王双胜说。

“大伙儿的劲头现在特别足，我们建了一个
微信群，没事儿时就在里面讨论问题、市场行
情。俺们也老在群里叮嘱着，从俺东孙村出去
的蘑菇一定不能注水，要把品质保证好了，这
样才能走得长久、走好市场。”冯金鹏说，规模
越大，越要规范经营。

接下来，他还要引入物联网，探索科技种
菇。“争取将来能做到全年都有蘑菇上市，带动
更多人靠种菇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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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鱼混养鹅鱼混养““一塘双收一塘双收””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吴晓彬 本报通讯员 王浩宾 任振宇

本报讯 （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殷文红 李粲）
为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日前我市
在市级及以上现代农业园区基础上，评定出青县
现代农业园区等 20家现代农业精品园区。这是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20 家现代农业精品园区为青县现代农业园
区、东光澳牧现代农业园区、吴桥大运河现代农
业园区、南皮温氏畜牧现代农业园区、孟村回族
自治县现代农业生态园、肃宁县华斯现代农业园
区、泊头市东方鲜梨产业园区、泊头市现代蛋鸡
产业园区、中捷金太阳现代农业园区、献县麸糠
现代农业园区、东光县荣业现代农业园区、青县
航天未来现代农业园区、泊头市利和现代农业园
区、南皮县乌马营镇现代农业园区、南皮县刘八
里乡现代农业园区、沧县神然现代农业园区、献
县高官乡红枣现代农业园区、任丘市京南生态谷
现代农业园区、任丘市古洋现代农业园区、任丘
市希望田野现代农业园区。

这些现代农业精品园区产业特色鲜明、生产
方式绿色、辐射带动有力、一二三产融合度高。
接下来，各县（市、区）将充分发挥园区的示范
带头作用，重点培育一批园区龙头带动主体、一
批精品生产基地、一批农旅结合基地。同时，加
大组织协调和政策扶持，引导各类涉农资金、项
目和优惠政策优先向精品园区倾斜，有效集聚现
代生产要素，将精品园区核心区打造成全市绿色
农业的示范基地、科技农业的孵化平台、品牌农
业的培育载体、质量农业的发展高地。

都说最让人高兴的事是好梦
成真，对于脱贫户郝二孟来说，
靠养肉鸽告别了贫困，梦想算是
实现了第一步。

如今，鸽子还飞上了大酒店
的餐桌，梦想照进了现实闪闪发
光。大家都替他高兴，可你猜二
孟怎么说？他说：“这不算啥，
扶贫队员让俺的心火燃起来了，
俺还有更大的梦想呢，俺要过更
好的日子，带大家一起奔富路！”

昨天一大早，郝二孟忙着往
三轮车里装货。50 只白条鸽，
是他和妻子头天晚上加班宰的。

“以前一天宰 20只，俺还得
寻思寻思，能不能卖出去。”别
看一只白条鸽才有巴掌大，可郝
二孟说，这是带他脱贫的“幸运
鸽”。

前些年，郝二孟父母双患重
病，大额的医药费，让他欠下了
七八万元外债，夫妇俩又脱不开
身外出打工，日子过得看不着一
点儿亮光。二孟说，那时做梦也
不敢想有一天日子能这么有奔
头。

2016 年，他被纳入河间市
西九吉乡东九吉西村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转机就出现在乡政府的
扶贫责任人王卫华来到他家的那
一天。那天，王卫华和二孟整整
聊了大半天，直聊到太阳落山，
就差掌灯夜谈了。得知郝二孟爱
养鸽子，王卫华说，你搞肉鸽养
殖吧，我帮你跑，准行。二孟
说，那一刻，心里好像照进了一
缕光。

乡里组织培训，王卫华拉着
郝二孟参加，学习怎么配饲料、
做防疫；担心他管理有想不到的
地方，王卫华还让搞养殖的表哥

“现身说法”；听说哪村有养殖能
手，就算不认识，也要请到鸽舍
实地指导……

“二孟，你别不好意思，有
不懂的就问，大伙儿都愿意帮
你。”知道郝二孟因穷日子变得
越发内向，王卫华还经常给他鼓
劲儿。

精心管理下，100余对种鸽
养得水水灵灵。鸽子咕咕鸣叫，
飞起来扑拉拉，小院都好像一下
子有了生气。第二年，就发展到
400多对。

2018 年，靠着扶贫政策和
养鸽收入，郝二孟一家脱了贫。
乡亲们眼里的二孟，再也不天天
愁眉苦脸了。赶上高兴时，他还
拿起笛子吹上段曲儿。

二孟说，扶贫干部指的路真
对，以后就听他们的，让我咋干

就咋干。
本 来 ， 帮 着 郝 二 孟 脱 了

贫，稳定了收入，就完成任务
了，但是，王卫华还有更长远
的打算。他想延长扶贫产业
链，帮着郝二孟完成更大的梦
想。在王卫华的建议下，郝二
孟又学了一门新手艺，尝试着
做起了熏鸽。夫妇俩分工合
作，妻子爱干净又勤快，她来
宰杀鸽子，还把灶台收拾得干
干净净。郝二孟做得一手好
饭，负责卤煮加工。开始没经
验，俩人就一遍遍请人来尝哪
种配料味道更好，反复试验。
王卫华还专门找来做熟食的朋
友，指导郝二孟做熏鸽蛋、鸽
杂。

由于鸽子是纯粮食喂养，又
是现宰现熏，味道很独特，一来
二去，“二孟熏鸽”连同鸽杂、
鸽蛋在附近村子都有了点小名
气。逢年过节，有人专门买了寄
给外地的亲友。

“二孟，三轮车装货有限，
卖货还得四处‘打游击’，你开
个店吧。”帮二孟开家熟食店，
把产业链再延长一步，这事儿，
王卫华琢磨了快两年了。

“华哥，俺行吗？”二孟心里
没底。刚脱了贫，再扩大经营，
钱从哪儿来呢？

发愁的不只郝二孟，还有王
卫华。“也是，租门市要钱，上
设备用钱，做熏鸽、熏肉也要花
钱……”

“还是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
吧！”王卫华决定用好扶贫政
策，“我听说乡民政所有针对贫
困户的 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咱
申请试试”。

没想到，不到俩月，贷款打
到了郝二孟账户上。靠着这笔
钱，熏鸽店开了业，生意稳定，
二孟家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就是有一点儿，别的货都
卖得挺好，可这熏鸽一天也就卖
十几只。基地每天要出栏 30只
鸽子，俺也不敢多宰，怕剩
下。”郝二孟又有了新烦恼。

“再帮他找找销路吧。”王卫
华对二孟的事比自己的事还上
心。他和一直关注郝二孟的河间
市农业农村局的钱伟合计起来。

他们先想到的，是去客流量
更大的商超卖熏鸽。可一咨询，
才知要装设备现场制作，成本更
高，不划算。

“要不问问饭店，看有没有
收白条鸽的？”俩人换了个思
路。听说城区有几个红火饭店的

负责人是西九吉乡人，打听来手
机号码，俩人一个一个拨通。

“没想到，跟对方一说，谁
也没打磕巴就爽快答应了，俺们
心里顿时就轻松了。”钱伟高兴
地说。

“走，咱送货去。”
两个人陪郝二孟进城。第一

站是河间市区的燕京酒店。酒店
负责人得知郝二孟的情况后，愿
意以高于市场收购价三四元的价
格长期对接，还专门研发酱肉鸽
菜品，作为“扶贫菜”，成本价
销售，促进肉鸽销量。

“助力脱贫攻坚，每个人义
不容辞。现在我们正制作展示
牌，让服务员向顾客多推荐这道
菜，带动更多人参与消费扶
贫。”负责人说。

到了河间市瀛州国际酒店，
餐饮部经理仔细看了郝二孟的白
条鸽，十分满意。“没问题，你
这鸽子都是一级品，做脆皮鸽、
蒜香鸽、张飞烤鸽子，都合适。”

经理掏出手机把白条鸽的钱

转给了二孟：“有鸽子就给我们
打电话，我们酒店全力帮你。”

一个小时，转完两个酒店，
郝二孟的三轮车空了，微信余额
里多了850元钱。

“来之前，俺心里还有点儿
敲小鼓。没想到大伙儿都这么热
心帮俺，‘扶贫鸽’变成了‘扶
贫菜’，真是说多少感谢话都不
够。这下，销售顺畅了，俺这心
气儿更足了。国家这么支持，这
么多人帮俺，俺一定要在养殖上
下功夫，再扩大规模，带着更多

的人一起奔好日子。”郝二孟十
分感动。

“您每消费 1只鸽子就为脱
贫户增加 3元收入”，酒店门口
电子屏上滚动的红字，跳进郝二
孟眼里，也跳进了他心里。脚下
虽有小雪，心，却是暖暖的。那
个“大梦想”好像也一下子更清
晰了，他暗暗使劲攥了攥拳头，
对自己说：“二孟，好日子就在
前头，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我的
未来不是梦！”

天刚蒙蒙亮，海兴县苏基镇
张常丰村就迎来了第一拨“客
人”——一辆垃圾清运车载着 3
位保洁员，沿着街道认真收起垃
圾。他们是河北顺安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的员工，负责海兴县农村
垃圾清运。

这是海兴县全域全类城乡环
卫一体化的一个缩影。

2017年，海兴县开始实施城
乡环卫一体化，引入第三方保洁
服务公司，将全县 197个村庄纳
入公司托管体系。管理中，保洁
服务公司按每 100户配备 1名保
洁员，每 8至 10户配置 1个垃圾
桶的标准配置人员和设备，在海
兴县投运了 14辆垃圾车，实现
了垃圾村户收集、公司清运、全
县统一处理。

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行 3 年
来，海兴县村庄环境得到大幅改
善。但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
求不断提高，这种保洁模式越来
越跟不上发展形势。

一是保洁区域范围小，公司
只负责村内卫生，不服务村边和
村外。二是清理对象狭窄，公司
只负责村庄生活垃圾的清理，生
产垃圾、建筑垃圾等仍然需要村
级组织单独处理。

要解决这些问题，海兴县
农村全域全类保洁模式应运而

生。所谓全域，即全县所有乡
村辖区范围内的户外公共区
域，都纳入保洁服务公司的清
理范围。所谓全类，即不管是
生活垃圾、生产垃圾，还是建
筑垃圾等，只要是垃圾就是公
司清理的对象。

全域全类城乡环卫一体化项
目推行后，海兴县 197个村进行
了一次清底大扫除，由新中标公
司顺安公司逐村验收确认，依次
办理了托管手续。目前，托管体
系共配备保洁员 550名，配置垃
圾桶 8017个，安排垃圾清运车
14辆，并随着保洁需要随时作出
调整。

现在，各村群众自觉将产生
的各类垃圾倒入街道两侧的垃圾
桶内。村上的保洁员按照责任区
域进行全天候保洁，并监督和纠
正个别群众的乱洒乱倒行为。14
辆垃圾清运车分片负责，不间断
地把各村垃圾收集运输到县垃圾
处理场进行填埋处理，确保各村
垃圾日产日清。业务主管部门按
照《城乡全域环卫一体化考核方
案》要求，对保洁公司进行日常
监督和定期考核管理。

借助全域全类城乡环卫一体
化保洁模式，海兴县农村垃圾治
理实现了长效管护，各村环境卫
生水平显著提高。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黄骅市官
庄乡孔韩庄村的鹅鱼混养基地，只
见一只只洁白的大鹅正悠闲地在水
中嬉戏。“这些大鹅到年前就能陆
续产蛋了，目前鹅蛋已经有商家预
订，一点儿都不愁卖。”养殖户孟
文开心地说。

孟文今年 44岁，几年前，他
承包了 30 余亩鱼塘，开始养鱼。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浏览到
了鹅鱼混养的相关新闻，有了新想
法。

“鹅和鱼混合饲养，可有效利
用水体空间，池塘中的水草、水

藻等水生生物可供鹅食用。鹅粪
散落在池塘里，经过微生物分解
供鱼进食。这样，不仅能节省鹅
的饲料，而且降低了鱼的饲养成
本。我查了不少资料，觉得鹅鱼
混合模式在我们这个地方可行。”
孟文说。

今年年初，孟文投入 10余万
元购进了千余只大鹅，并为它们搭
建了大棚。前不久，他又在鱼塘里
撒上了 6万余尾淡水鱼苗，开始试
验鹅鱼混养。

为了寻找鱼塘中鱼与鹅的最佳
比例，孟文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向

有经验的朋友请教。最终，确定了
每亩 2000 尾鱼 40 只鹅的养殖标
准。他还专门请来技术员，负责这
些鹅、鱼的饲料投放、疾病预防
等。

科学的养殖模式受到了客户的
青睐，如今，虽然鹅蛋还未上市，
但已有收货商早早预订。

“按照现在这规模，预估今年
的销售额能到 30万元。客户的订
单给了我很大信心，明年我计划加
大投入，扩大养殖规模，让鹅鱼混
养的立体养殖模式更成熟。”孟文
憧憬道。

我市新增我市新增2020家家

市级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市级现代农业精品园区

全域全类无死角全域全类无死角

海兴农村垃海兴农村垃圾日产日清圾日产日清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 巩吉钊

◀郝二孟夫妇精心管理
“扶贫鸽”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

▼“扶贫鸽”飞进酒店，成
了“扶贫菜”

二孟说“梦”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祁祁 洁洁 郑进超郑进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