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任丘市辛中驿镇陈家边村，道
路平坦、广场宽阔、楼房林立。让人不
禁感叹，这个小村丝毫不亚于城里的小
区。

文明村、先进村、优秀示范村……
再到陈家边村党群服务中心，墙上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荣誉展示牌，看得人眼花
缭乱。

在村里走了一圈，不难看出，陈家
边村不光“颜值”高，“内涵”也十分
丰富。

村党支部书记陈宗伯说，陈家边村
能取得现在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不断发

展壮大的集体经济。
为让村民们过上好生活，这些年，

陈家边村从未停止过壮大集体经济的脚
步，闯出了一条吸纳社会资金办企业、
参股控股搞经营、村企共建促和谐的发
展之路。

联谊纸业有限公司是陈家边村集体
企业成立的集团公司，涵盖造纸厂、铝
合金制品厂、玻璃纤维厂和水泥厂等多
家工厂。经营中，对村集体占股份较大
的控股企业，由村“两委”班子委任企
业负责人，对村集体占股份比例较小的
参股企业，由村“两委”班子派驻会
计、出纳，监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财
务运行情况，让集体经济企业在阳光下
运行。

为使村集体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陈家边村“两
委”还对现有村集体企业进行提档升
级，逐步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村
集体经济中的占比。另一方面，利用置
换出的土地指标，谋划引进绿色高效的
新型产业项目，增强集体经济发展的潜
力。

在“两委”班子的带领下，陈家边
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今年 9月，陈家
边村“两委”还被评为全省发展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先进基层党组织。

鼓起的腰包，成了陈家边村振兴乡
村的强大引擎。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以

后，陈家边村“两委”班子积极兴办公
益事业，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发展集体经济的目的就是谋民生
之利，解民生之忧。”这几年，村里不
仅硬化、绿化、美化街道，还建设了高
标准村民活动中心、图书室、报刊阅览
室。

一幢幢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全村
90%以上的农户迁入新居。中心花园、
小型游园，还有宽敞的广场，是村民们
休闲的好去处。

惠及民生，村集体还承担起村内村
民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65岁以
上老人，每月可获得 300元至 500元生
活补贴，不再担心老无所养。解决本村
及周边村学龄儿童的就学问题，还在村
里建起学校，对考入大学本科的优秀学
生，也会进行相应补助。

无论何时，农业都是农民的根。这
一点，陈家边村“两委”没有忘记。
为促进村里现代农业发展，不仅集体
出资兴修农田水利设施，鼓励发展现
代农业、高效农业，对冬枣种植户给
予每亩 300元补贴，还加大对村民的培
训力度，通过远程教育、技术培训、
现场教授等方式，培养了一批致富带
头人。

现在，大伙儿都说，陈家边村是环
境美、产业优、百姓富、民风淳的美丽
新家园。

花生在他这儿“开会”

数九寒天，河间市联发农机联作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一片清净。地闲
着，范景修却始终闲不下来。他四处奔
走，不是忙着卖花生，就是去各地考察新
品种，干劲儿丝毫不减。

这不，来到合作社办公室时，他正跟
合伙人及河间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孙强盘算
着来年要种的花生品种。

“冀花甜 1 号这两年市场表现忒好
了，肯定是明年必种的。”“冀花 18、冀
花 19这两年咱已经探索成熟了，也得继
续种。”“冀花545今年试种后，出米率更
高，明年种时得扩大规模。”……三人你
一句、我一句，聊得热火朝天。

见记者听得云里雾里，范景修干脆端
出几盘花生，介绍起来。

“冀花18、冀花19还有冀花545都是高
油酸花生，可以做炒果，也可以榨油。冀
花甜1号是低脂肪甜花生，果粒嚼起来有甜
味，不少人都喜欢生吃。”他如数家珍。

听范景修介绍，这才注意到，盘子里
的花生确实不只一种模样。“果形大的，
是冀花 18、冀花 19。果形小的，是冀花
甜1号。这边更小的，是小京生。”

“你这儿成了花生‘开会’啦。”记者
打趣道。

“在这摆着的才几种啊，俺们一年得
试验不少品种呢。你是没看见播种前，一
片一片的花生种，那才叫‘开会’呢。”
范景修笑道。

原来，从 2017 年尝试种植花生后，
范景修就没停下探索的脚步。不过，追求
新品种，他并不盲目。

“俺们试种的大部分品种，都是省农
科院花生研究室专家李玉荣老师培育的新
品种，远远领先本地品种。”范景修说，

“以前的老品种，产量一般，出油率低。
而高油酸花生，既产量高、出油率高，油
的品质还好。”

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些品种
合作社已种植了两三年，各地才开始推广
种植。

走进位于黄骅市官庄乡西九女河村村民冯博
的肉鸽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鸽笼内，几千只鸽
子正在进食，场面壮观极了。

“这些鸽子就是我的事业。”冯博笑着说，言
语中满是骄傲。

冯博今年 32岁，按理说，这个年纪少有人
愿意主动投身养殖业。但冯博，对养鸽子却别有
一番热情。

“小时候，俺家里就养鸽子。那时，俺老和
鸽子玩，算是一种童年记忆。2016年，俺和同学
聊天，正巧他就养鸽子。这不，我就又去北京、
河南考察了市场，养殖效益还不小呢。”冯博
说，在这之前，他经常在外面跑业务，一个月在
家也呆不了两三天。“一个是自己喜欢，一个是
守家待地，投了30万块钱，进了300对种鸽就养
起来了。”

没想到，春天引进后，当年冬天，就遭到了
一次严重打击。

“俺就观察着，刚出壳的小鸽子都挺好，等
到喂了 20多天，还差个十天八天就要出笼时，
鸽子就开始犯病了，到最后死亡率超过了
80%。”现在聊起来，冯博还是心疼得不得了，

“心疼鸽子，也心疼钱，那一阵子，每天都有鸽
子死去。”

又搭饲料又搭工夫，眼瞅着要看到回头钱
了，鸽子却死了，这对冯博而言，犹如晴天霹
雳。“那 30万元，也是我们两口子这些年的积
蓄，全都要赔进去了。”到最后，夫妻俩谁进鸽
棚都怵头。

心里虽然打怵，可冯博的脚步一刻没歇。
从网上买书自学，请教经验丰富的兽医，边琢
磨边试验……终于搞清了病症，找到了对症良
方。

养殖走上正轨，冯博从鸽子爱好者慢慢成长
为养鸽专家。

这几年，他一边将规模扩大，一边又寻找起
销路。他的鸽子不只走向周边饭店，还“飞”到
北京、廊坊等地的餐桌。

“前两年干得还不错。每天站不下脚，除了
喂鸽就是送货，也没空想其他的。”那段时间，
冯博满面春风。

哪知道，今年春节过后，第二次重击悄然降
临。

“因为疫情，收货的进不来，送货的出不
去。那段日子，别提有多着急了。”冯博急得不
行，“鸽子要是卖不出去，这一天光喂食就要
1400元，一个月光这项成本就得搭进去 4万多
元。要一直这么下去，可就要命了。”

可干等着也没用，闲下来的时间，冯博没少
开动脑筋。这不，就有了办法——“线下的走不
成，走线上的试试？”

他把鸽子送到代加工处，做成卤鸽、熏鸽、
炖鸽、烤鸽，又在朋友圈里“吆喝”得热闹。没
成想，这一试，倒试出了出路。因为品质好、价
格优惠，他的鸽子受到了周边住户的欢迎，每天
都剩不下。今年中秋节前后，仅用了6天，他就
卖了3000只乳鸽。

“不能让困难难倒，多想想办法，说不定就
有出路了。”这些年，冯博已积累丰富经验。

现在，冯博的肉鸽养殖规模达到近 6000
只，虽然受疫情影响，今年收益也得有十五六万
元。冯博的小鸽子，真正成了实现致富梦想的

“金鸽子”。
“通过今年的积累，我发现烤乳鸽的半成品

卖得挺好。接下来俺就要自己加工了，现在手续
办得差不多了。之前一门心思走线下，但老受商
贩制约。现在自己摸索出了线上途径，等于把主
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总之，想法很多，一步步
实现吧。”对于未来的发展，冯博思路越来越清
晰。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提

起花生，相信每个人都不会陌生。

花生是生活中很常见的食品，因有“长生

果”之称，成了不少市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

食。但对河间市联发农机联作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范景修而言，一颗小小花生，除了可做

成各种美味，更蕴藏着致富的密码。这些年，

他不断探索特色花生种植产业——

鸽棚里的致富梦鸽棚里的致富梦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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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绿意浓大棚绿意浓

研学热情高研学热情高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来，小朋友们看，蔬菜的叶子不
是只有绿色的，是不是还有紫色、红色
的？”“这边都是无土栽培，这是滚筒式
的，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里面”……初冬
时节，青县广旺农庄的科技大棚里依旧
绿意盎然。上周末，200 余名小朋友来
到这里，体验了一堂新鲜、生动的农耕
课。

“老师，你看，这儿的菜都长在水里
呢。”“没想到管道还能用来种菜。”……
孩子们用眼睛观察、用心灵体会，热闹的
声音此起彼伏。

这是广旺农庄新近策划的农业研学活
动。广旺农庄位于青县曹寺乡张广王村，
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探索果蔬的高科技种
植。立足发展现代农业，农庄筹建了一座
科技大棚，可通过农业物联网的智能操
控，实现特色蔬菜的多种无土栽培，并探
索出休闲采摘之路。

“通过活动，让孩子们充分体验自然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文的关怀，帮助孩
子像我们的蔬菜一样茁壮成长。”农庄负
责人王静说，这样的研学活动深受学校、
孩子及家长的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
觉特别好玩。尤其是在大棚里，看到蔬菜
从小到大，感觉农民伯伯种菜真是辛苦。
以后我一定珍惜他们的成果，不随便浪
费。”不少小朋友对记者说。

在大棚里参观完蔬菜种植后，孩子们
还体验了动手种菜的乐趣。

“““范胖子范胖子范胖子”””
把花生种出把花生种出把花生种出“““花花花”””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彦芹刘彦芹 张梦鹤张梦鹤

集体腰包鼓集体腰包鼓 村民红利多村民红利多
———走进任丘市辛中驿镇陈家边村走进任丘市辛中驿镇陈家边村走进任丘市辛中驿镇陈家边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崔晓萌 于翠雅

如今，范景修已是远近皆知的“花生
大王”。在河间及周边一提起花生种植，
没人不知道他。

不过，如果时光回倒几年，范景修也
不知自己会踏上这条道路。年轻时，从部
队退伍后，做过电工、修过管道，他就是
没干过种地的活计。

彼时，棉花价格持续上涨，不少河间
人把种植的脚步迈向天津。范景修正是在
这时“入队”的。

“刚开始，俺啥都不会。摸索着干
呗，学了一两年呢。”范景修有股认真劲
儿，这是大伙儿公认的。就连他自己都
说：“就好琢磨，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

在天津学到了技术，范景修萌生了回
家的念头。“家里有的是地，但是不少人
对种地灰心了，闲着的地不少呢。”

别人外出打工，范景修却执意逆行。
回乡种地，他图个啥？

“这就是思维的差异。国家连年都有

种地的好政策，可到了村里，各家各户反
而不重视农业，年轻人更不会种地了。你
说，这是俺的机会不？”

“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可一头扎
进去，范景修却连赔了两三年。“那时候
棉花不行了，能种啥俺也不知道，也不会
别的技术，你说能挣着钱吗？”

就在他迷茫时，河间市农业农村局专
家们带来了光亮。“你们九吉沙土地多，
种花生吧。走机械化种植，用工还少。
走，咱去省里问问专家老师。”

没想到，这一行，开启了他的新天
地。回来后，李玉荣老师给的几个花生品
种，他细心呵护，不敢有一丝马虎。

“收了果，特别意外，以前俺们这儿
种花生每亩连 300 公斤都收不了，没想
到，李老师的这几个品种，亩产到了 400
来公斤。品质好，产量再高，效益一下子
就上来了。”范景修满是惊喜。

他说，有这“好果子”，除了品种外，

还与配套的高效种植技术有很大关系。
“高效种植，就是起垄覆膜栽培花

生。起垄种植，果长得比较集中，方便
收获。使用地膜，则可将地温提升，不
仅能适当早种花生，还能降低低温造成
的出苗率不高等问题。此外，还能抑制
杂草生长，又省工、又保水。”孙强介绍
道。

避免花生病虫害和农药残留，用德
国进口拌种剂包衣；使用生物药剂，坚
持物理除虫；给花生地上有机肥……不
断用无公害技术“加持”，范景修的花生
不光产量上来了，品质也在当地数一数
二。

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

品种新、产量高、品质好，范景修的花
生一下子出了名。近几年，打听着上门来讨
种子、学技术的农户和合作社络绎不绝。

来了人，范景修不光热情招待，还不
忘将这几年的经验倾囊相授。

这不，上一季，听说黄骅市友和种植
专业合作社想要探索花生种植，范景修不
仅帮忙考察地力，更拉着种子、拖着机
器，到黄骅友情帮种。

“农业要发展，不能单靠一家一户，
还是要走集约化、规模化道路。”其实，
2015年，他就组织成立了河间市花生产业
协会。平日里，农户们没事就通过产业协
会的微信群联系，交流种植技术、探索产
品销路。赶上播种或收获期，协会还会组
织现场观摩，聘请专家实地指导。

“说起来，俺们协会更像个中转站。
会员有啥需要，俺们可以提供。要是协会
没有的，还能帮忙联系。总之，千方百计
解决大伙儿的难题。”现在，河间市花生
产业协会已有会员 200多人，辐射了雄安
新区、廊坊大城及河间、献县等地。

作为新品种及新技术的示范地，2017
年，合作社还成了河北油料产业体系黑
龙港区域试验示范推广试验站的示范基
地。今年，更成为我市首批农业创新驿站
之一。

除了探索品种和技术，范景修的新想
法还不少。

“咱这花生是好东西，好东西咋能卖出
好价格？”别看是土里刨食，可他的眼光不
只局限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打出品

牌，让咱的花生也上高档次。”
胖胖的身体，诙谐的表情，2017年

底，以范景修的卡通形象为LOGO的商标
“范胖子”问世，同时上线的，还有“范
胖子”甜花生礼盒和高油酸花生油。

畅销的甜花生让“范胖子”名气大
涨。每到沧州的展销会、年货节，都有不
少市民点名要买“范胖子”的花生。

除了走向大市场、农产品专卖店，范
景修还在网络上开辟出一片天地，将这

“甜意”发往天南海北。
“谁都没想到，咱这小花生，能有这

样大的前景。以后，俺们还要再延伸产业
链条，让小花生长成大产业，成为带领更
多农民致富的‘金豆子’。”把花生种出

“花”，范景修憧憬满满。

甘当新品种推广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