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莓丰收，贾晓禹喜上眉
梢，干活儿也愈发带劲儿，更让
他高兴的还有不时作响的电话。

“晓禹，咱草莓熟了吗？过
两天俺们过去，能摘到果不？”

“晓禹，明天给我摘出 25公斤
果吧，8点我开车过去。”……
电话里，不是打听着要来采摘
的，就是着急下单的。

长得好，卖得快，自2014
年成立，和兴源的发展一度让
人“眼红”。为啥它这儿的草
莓就能畅销无阻？究其原因，
除了品质优秀外，贾晓禹的敢
闯敢拼，是制胜因素。

前些年，采摘经济尚处于
萌芽之时，贾晓禹小两口就想

到了去小区门口发传单、请人
品尝草莓，靠地推吸引人流。
为了吸引更多人主动上门采
摘，郭海芹还为不少幼儿园、
骑行团队策划活动方案，在棚
里装上WiFi，让大伙儿边摘、
边晒，草莓迅速走红吴桥人的
朋友圈。

去年，始料不及的疫情，
更教会了贾晓禹如何经商。那
段时间，人们不能出门购物，
采摘园的草莓也一度滞销。仅
两三天时间，棚里就积压了几
千斤草莓。

“既然人们出不了门，那
咱们就主动送货。”他和郭海
芹商量了一番，决定主动转

型，可人力不足的难题又摆在
眼前。思来想去，刷屏朋友圈
的微商助他们开启了线上的大
门。

“原先我们在吴桥县城发
展过一个代理，但是咱这草莓
在线下卖得就不错，那时心思
就没往线上放。疫情期间，各
地农产品推行线上无接触配
送，俺们也顺势转型，又在东
光县城和衡水景县招募了几位
市场资源广泛的代理。”没想
到，正是这个支点，撬动了草
莓销量。

向各代理统一销售价格、
趁节日统一促销活动……一时
间，代理销果的模式走上了快

车道。多的时候，一天可销售
千斤草莓。

把手机当成新农具，郭海芹
还玩转直播。管理秧苗、草莓采
摘、代理收货……采摘园的日常
就是她最好的素材。“别看平台
上只有几百粉丝，但这一个人背
后，就是一个朋友圈，也许就能
带动不小的销量。”

互联网的便利，轻松帮他
们打破地域界限。如今，采摘
园的草莓已“走红”周边县
（市、区）。

转型闯线上
代理直播忙

淘出好品种
色香味俱全

刚拐进村里，迎面开来一辆车，王双海高兴
地摇下车窗打招呼。相向驶去，摇上车窗，他不
禁调高车内音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
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此时，心情正如
歌中所唱的那样，他不由跟着哼唱起来。

王双海是河间市诗经村镇东诗经村党支部书
记。两年前，他刚上任时，心情可没这么轻快。
垃圾、柴草堆得满处都是；你家宅基往外扩一点
儿，他家也照做，路挤得越来越窄，连拐弯都费
劲，更别提错车了；村里没个厂子，大伙儿在地
里忙活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每次王双海在村
里转悠，越转心情越沉重。“怎样让村庄振兴？”
脑中浮现的问号，一次次让他深陷苦恼。

“连村子都进不去，还谈何发展？”三番五次
被别人戳脊梁骨，他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悟
出了理儿：“老话讲，要致富，先修路。先从路上

‘开刀’！”
想象得虽好，可他在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会

上一提，却被泼了冷水。“村里没有集体经济，修
路的钱怎样解决？”“修路就得刨树、切宅基，谁
家能同意？”……“话是这个理，大伙儿就甘愿咱
村这么破下去吗？”火压了半天，王双海还是没控
制住情绪，他拍着桌子嚷了一嗓子：“再难，这路
也得修！”

转过天，他就带头入户做工作。“别人家的树
不刨，凭啥让俺刨？”“别人家的宅基不切，凭啥
切俺家的？”阻力在想象之中。“你家小子都快30
了，到现在还没结婚，是不是一提咱村，人家姑
娘就不同意？”“一到下雨天，出来进去都是泥，
连车子都没法骑。”王双海句句话戳中乡亲们心里
的痛点，也燃起了大伙儿心中向往美好生活的那
团火。

村民李夫义主动把10多棵龙爪槐刨了，还把
扩出去的台阶拆了，“俺家住在村口，必须得带
头”。

村民李书礼找到王双海：“俺家宅基碍事的
话，你们看着切就行。”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刘根祥，主动把门口一棵
长了几十年的老槐树刨了，“修路是为大伙儿好，
这树俺必须刨”。

大伙儿的支持，让王双海的干劲更足了。他到
处跑资金，如今，东诗经村的主道路硬化了一半以
上，路畅通了，村民们的心也拧成了一股绳。村里
清垃圾，抢着出义务工；谁家有困难，抢着出力，
修路修出了村庄的一团和气，一团正气。

路修好了，怎样盘活土地，带领村民致富，
成为东诗经村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全村7000多亩
土地，若流转起来搞苗木种植，既能绿化村庄，
村民还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打工，可谓一举
多得。王双海外出取经回来有了新思路。如今，
村里引进绿化公司，300多亩土地种上了红枫、
白蜡和黄杨球。

村庄发展，既要颜值，也不能丢了内涵。东诗
经村因毛亨、毛苌在此传《诗经》而得名。如何传
承弘扬诗经文化，为村庄发展提神？随着东诗经村
被列入河间诗经文化小镇建设范围，王双海思路更
开阔了。定期举办诗经文化书画展；鹿鸣路、鸳鸯
街、振鹭胡同……村里的街巷皆以《诗经》中的历
史典故命名；学校、幼儿园的学生们学 《诗
经》……“进了东诗经村，就能感受到深厚的诗经
文化底蕴。”说着，王双海笑着吟诵起来：“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路通民心齐，村民收入增，村庄气质提，如
今，东诗经村的乡村振兴路仍在继续：新民居正在
建设，自来水正在改造，集体公墓正在扩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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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9点，到达位于吴桥杂技大世
界旁的采摘园时，贾晓禹正忙着给草莓
秧苗打叶。

排排畦垄上，悬着一簇簇白里透红
的草莓，在片片绿叶的映衬下娇艳欲
滴，连空气中都是淡淡的香甜味。

“闻着香，吃起来更香。别看俺多
年种草莓，自己都吃不够。”贾晓禹笑
侃道。

“这边是章姬。香味浓、口感好，柔
软多汁，这个品种不耐运输，比较适合做
采摘。”穿行在棚里，他熟练介绍着。“这
几垄是红颜。这个品种果型大，熟了后鲜
红漂亮，装到篮里可好看了。吃起来也是
软、甜、香的。”

行至一处，翠绿叶下，果实粉白，
在红草莓的“海洋”里甚是亮眼。

“这是‘白雪公主’。它可是个‘网
红’，不少人都觉得特别新鲜，专门奔
着它来。它不光果皮是白的，果肉也是
乳白色的，吃起来有一点儿黄桃味。”

再向前，眼前虽还是红色草莓，但
听贾晓禹说，又是另一个品种。“你看，
这果是不是比前面的大一些？这是香
野，不光果型大，口感好，产量也高。”

在棚里走了一圈，听贾晓禹介绍
着，有些目不暇接，不禁感叹：“为了
一颗好草莓，你真是花了心思。”

谁知他爽朗笑道：“这才到哪儿
啊？每年俺们去买苗，都要试种十几个
品种呢。”

丹霞、圣诞红、甜宝、桃熏……这
些年，为了追求这一口莓香，每年在淘
品种上，他们着实下了功夫。

如今，棚里种植的虽是大浪淘沙后
的“珍珠”，但贾晓禹还不打算停下

“尝鲜”新品的脚步。“有新品、有特
色，才能有人气。”

近日，任丘市青塔乡娄堤村绿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30亩冷棚桃花相继盛开，在寒冷的冬日带来春天的气
息。合作社的映霜红雪桃曾荣获第四届京津冀果品争霸
赛桃类果王的称号，今年4月，首批蜜桃就将上市。

金 洁 齐斐斐 摄

“吹”绿地头

下霜了，赶到地头，薄薄银
妆下，碧绿的麦苗“伸头探
腿”，倔强地展示自我。

“等开春再好好管，收成肯
定没问题。”袁建轮琢磨着。

袁建轮是肃宁县东是堤村党
支部书记，他冒着寒风查看的不
是自家田地，而是由东是堤股份
经济合作社管理的“集体资产”。

“别看苗是绿的，打出来的
麦子可是黑的。”他笑着说，“俺
们这是富硒黑小麦。”

富硒黑小麦种植、加工、销
售是东是堤村壮大集体经济的项
目。2019年秋季，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后，东是堤村成立了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走起“公司+农户”的
种植道路。

没想到，第一年试验，亩产
就达到 500公斤。公司以每公斤
高于市场价 1元的价格回收，农
户每亩地能多赚500余元。

“都是国家政策好，政府不

光给俺们资金扶持，还带着俺们
四处去学经验。要不俺村的地还
荒着了，哪来这一片绿？去年镇
政府还帮俺们举办了农耕文化
节，咱富硒黑麦的名气一下子就
打出去了。”

去年，东是堤村还争取到了
上级扶持资金50万元，又自筹了
60 万元，建起富硒面粉加工车
间，走上了富硒小麦石磨面粉的
规模化生产之路。

“吹”绿村口

在地里转了一圈，袁建轮又
来到了村口。前段时间，这里建
起了新游园。霜挂下，园子别是
一番风景。

这是一个占地30余亩的小公
园，园中小路蜿蜒，草毯延展，
树木成排。

“这几天天冷，园里没人。
平常，老人们都愿意上这儿来遛
遛，大伙儿都说可好了。”

也难怪村民们“点赞”，要
知道，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
大荒坑。

“原来这儿就是俺村的自留
地，谁家盖房，就来拉点土。”
挖完了，坑就荒着了，杂草丛
生，还积着不少垃圾。

“进村口，本是展示咱村风
貌的地方，却破破烂烂的。村里
拾掇得再好，有啥用？第一印象
就给抹黑了。”为此，村“两
委”没少商议，这块“宝地”到
底咋办。

“办法不少，可就是一个难
处——没钱。村里家底薄，集体
经济刚起步，实在拿不出钱。”

“这不现在建得挺好么，咋
解决的？”记者问道。

“要不俺说国家政策好呢。
去年，俺村被列入样板村建设项
目，申请来几百万元建设资
金。”有了钱，东是堤村的干劲
真是足。不光建起了小游园，还
在马路邻侧建起文化广场、活动
室。

“吹”绿心田

绿色，不仅扮靓田间地头、
村口道边，更扎根在袁建轮和东

是堤百姓的心田。他们管这颜
色，叫作希望。

“借着政策东风，村里变了
样，老百姓的心理也变了，现在
有啥事，大伙儿都支持。”袁建
轮笑着说。

往事，历历在目。
犹记，刚上任时要开会，喇

叭喊了又喊，也招呼不来几个
人。村里想干点啥事，村民还没
听就连连摆手：“不行。”

袁建轮没少发愁：“谁都不
配合，村里咋能变？”

到尚村镇政府汇报，领导们
指了明路——要想在村里站住
脚，搞民生、稳民心。

“对！先解决吃水问题。”从
动工铺管网到拧龙头出水，只用
了12天。东是堤的百姓，再也不
用四处挑水喝了。修路、安灯、

建设施……村里的硬件也不断升
级。

这时，聚人心又成了村“两
委”琢磨的重点。

“怎么团结群众？就得带着
大伙儿一块干事。”袁建轮找到
了支点——一块种地。“一块管、
一块收、一块赚钱，谁不高兴？”

一年下来，效果斐然。
“现在，村里开会都站不

下，来晚了给挤到门外边。打造
样板村，清理乱堆乱放，也没人
阻拦，是真信任俺们了。”回首
变化，袁建轮眼神发光。“大伙
儿都说，咱东是堤的好日子，还
在后头。”

贾晓禹玩转贾晓禹玩转贾晓禹玩转“““莓莓莓”””好前景好前景好前景
探索新技术

管理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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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草莓红，随
着棚中的果实逐渐成熟，贾

晓禹愈发忙碌。每天，他不是起
早摘果，就是忙着发货。“现在生活
水平好了，大伙儿都愿吃地头上新摘
的，可每天熟的草莓就那么多，供不上
卖。”

贾晓禹是吴桥县和兴源草莓采摘园的
负责人。让市民争相竞购的草莓，正是
他和爱人郭海芹从2014年就开始探索
种植的。为何他的草莓火到一
“莓”难求？日前，记者来到采

摘园，一探究竟——

淘来优质品种，贾晓禹没
有高枕无忧。要想让草莓有好
品质，精细管理更必不可少。

挑选优质种苗，是开启种
植之路的第一步。前些年，他
可没少在这方面跌跟头。

“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
从人家育苗基地定了十几万株
苗。没想到，都是雨季泡过水
的苗，种了没几天，都害了菌
病，死光了。”那一年，他接
连补种了两回，用了36万棵种
苗，才走上了种植正轨。

吸取教训，每年订苗时，
他都要亲自去育苗基地筛苗。

今年，他还自己尝试着育起种
苗。“自己育苗，费用可降低
一半，苗的品质也更有保障。”

优质种苗有了，定植前，
起垄时，添加农家肥更是必不
可少的。腐熟后的猪粪、羊粪
等农家肥与土壤充分融合，成
了秧苗生长的营养库。虽然这
一项成本投入不少，但每年贾
晓禹都不含糊，一定保证营养
足质足量。

生长时期，沟施豆粕、芝
麻酱也是不能少的管理步骤。
草莓长得又大、又红、又甜，
少不了豆粕、芝麻酱的功劳。

定期喷施叶
面肥，也是精细
管理的关键。不同于其他
地方，贾晓禹选择的叶面肥是
发酵后的牛奶配置而成。他
说，这样不仅可增强植株的营
养活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更能提高草莓的口感和品质。

蜜蜂授粉、生物治菌……
为了一颗优质草莓，贾晓禹的
探索还不少。听说哪里有好技
术，他和爱人不惧远途、不辞
辛苦也要去考察、学习，脚步
遍布辽宁、山东、江苏等地。

去年，他还为棚里的草莓

申请了绿色产品认证。认证
中，检测机构将对种植基地的
空气、土壤、水源及种植管理
中使用的药、肥等进行多次检
测，标准严苛。

贾晓禹却并不怵头：“其实
这些年，俺们一直朝着绿色标
准来种草莓。这次，按照认证
的标准再精细管理，也是一件
好事。”他期待着，明年自己的
草莓能摘下“绿”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