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秋江是献县秋江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的社长。早在 2007
年，他就在家乡西城乡小邵寺村
发展现代农业。十几年间，以农
资和农机服务为基础，合作社除
了流转周边 1万余亩土地自种，
还为多个乡镇的 2万多亩地提供
托管及代耕、代管服务。张秋江
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机大
王”。

来到合作社的办公基地，灵
巧的蓝色吸粪车在绿色大农机队
伍的映衬下，甚是醒目。

一名工人正在给吸粪车加
温，等待着车辆启动。

“今天上午，先去韩村镇东
大屯村吧，那边有 5户人家等着
吸粪了。”张秋江道，“下午再去
商林，地址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给其他车辆也安排完任务，
张秋江才得空聊天。

“从去年 8 月开始，每天，
俺们除了忙地里的活儿，还得抽
空去各村吸粪污，到现在，得吸
了1.4万多座厕所了。”张秋江介
绍说。也因此，他总是以掏粪工
自诩。

献县“农机大王”为啥当起
了掏粪工？不少人都纳闷。

就连张秋江都说，想不到。
“要不是厕所革命，俺还真没有
这个机会。”

原来，这两年，献县农村推
行厕所革命，农户们的旱厕改成
了水冲厕所，产生的粪污废弃物
如何集中处理，就成了问题。

“家家有粪，可农户们都不
愿意自己清扫，觉得又脏又累。
但对俺们种植户来讲，这粪是多
好的肥料呀。”这些年，为了把

地种出生态，张秋江一直在探索
有机肥种植之路。他不仅去各地
花费几十万元购进鸭粪、牛粪等
农家肥，还不懈探索各种综合制
肥方式。

2019 年，听说厕所要“革
命”时，他就留了心。“人人都
知道厕所革命的号召，却不知道
这革命的真正含义。厕所革命，
不是厕所改完就完事了，后续，
还有怎么提供清掏服务、怎么综
合利用粪肥，能间接产生不少农
业农村新服务业呢。”

去年，改厕完成，献县要探
索粪污处理的长效机制，召集种
植大户一起探讨可行的综合利用
办法。张秋江知道，机会来了。

“这些年我们搞种植、做托
管，一直都坚持化肥农药零增
长，往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方面努
力，想要农业生态、循环、绿色
发展。要是能有免费的粪源，对
咱种植转型，降低成本可是件好
事。”他态度明确。

研讨会后，他和 3个同行当
即就报了名，并分别成立了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起吸污及人
粪尿、秸秆等农业面源污染物的
综合利用服务工作。

从农户家中吸来的粪污，输
送到发酵罐中二次发酵，再辅以
生物菌剂、秸秆等有机物质，腐
熟三四个月后，就能变成植物喜
爱的有机肥。

张秋江说，根据粪污的不同
性状，处理方法也有些差别。

“有些农户家是三格化粪
池，可容纳 2.2立方米粪污，俺
们一年吸一次就行。出来的粪
污，大多是腐熟好的了，能直接

堆肥。有些农户家的化粪池是双
瓮的，化粪效果更优，但容积小
些，需要半年多吸一次。这些粪
污，就需要我们公司准备一些作
物秸秆、树枝还有坑泥残厨垃圾
等做成海绵体，吸附污水。再在
罐体里腐熟发酵，用作液态
肥。”

其间，张秋江还要拿着测量
仪器不断监测发酵罐的腐熟情
况，调控粪肥 PH值，以达到最
佳营养效果。

处理后，堆肥可以用作底
肥，在旋耕土地时使用。液态肥
中，较稀的液体，可在春季麦田
浇灌返青水时，喷淋到田中。沉
淀的黏稠部分，氮磷钾肥效更
高，可当作冲施肥用于蔬菜大棚
中。

现如今，共同合作的几家公
司每天要清掏三四十座化粪池。

人人嫌弃的粪肥，在张秋江
手中成了宝，今年开春，这些粪
肥就要还田，实现资源化利用，
成为作物茁壮成长的营养库。

“粪肥还田种地，粮食肯定
长得好。到时候加工出的饽
饽，可不就更香了么。”以此为
切入点，今年他还要将生态种
植的范围扩大，实现种植、加
工、服务等一二三产业的深度
融合。

“以后给大伙儿服务多了，
大家都知道俺是种地的，对咱的
农产品也多一份信任。服务市场
大了，销售市场就打开了，到时
候还能反向带动种植、加工。怎
么样，俺这个掏粪工，不白当
吧？”谈笑间，他的清掏服务热
线又响了。

张秋江是本报报道的
老典型了。

在人们种地单打独斗
时，他率先流转土地搞规
模化种植；当包地在农村
兴起后，他又建立农机合
作社，为规模种植提供机
械；现在，他又当起“掏
粪工”，解决新农村建设中
的粪污问题，为发展绿色
农业提供有机肥。老张种
地，总是先人一步。他同
样是土里创食的农民，为
何总能先人一步？

老张说记者的疑问，
问在了他心坎上，他说他
对农业和当农民一直饱有
激情。

他称自己是“农三代”。
他的爷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
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
人，建设家园发展农业干
劲足。爷爷传给他的，是

勤劳种好地，多打粮。
“农二代”的父亲是生

产队队长，改造田地，规化
未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前
20年，靠着土地发家致富。

接过接力棒的他，已
经在农业种植道路上发展
了20多年。他要让自己做
个 体 面 农 民 。 三 百 六 十
行，行行出状元，国家给
了农业发展一片天，没理
由不发展好。他们一家每
一代都要当好“状元”！

热爱是成功的最大动
力，因为热爱，使我们对
所从事的，能够充满激情
充满动力，也使我们总能
先人一步看到需要，把需
要变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先人一步先人一步 发现机遇发现机遇
■ 刘彦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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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送货忙采摘送货忙
勤快收获多勤快收获多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明军

“这会儿正忙，客户刚订了两只鸡，
正等着呢。俺先把鸡杀了。”见到梁立
军，还没来得及问候，他就急忙干起活
来。

叫着爱人，俩人又是烫毛，又是清
膛，不到一刻钟的工夫，就清理好了两只
白条鸡。

“只要俺们能出货，就闲不住。不光是
订白条鸡，还有好多来摘草莓的，俺们这
一天都站不住个脚。不过，忙点好啊，除
了除夕歇一天，俺们连过年都不‘打烊’，
越干越有劲儿。”他笑着说。

梁立军的种养基地，位于市区南边的
力源生态园。在这里，他承包了 20个大
棚，不仅发展草莓、火龙果、无花果等特
色种植，还养起鸡、鸭、鹅，经营得红红
火火。

听他口音，不像本地人，细问才知，
他老家在河南驻马店，是 2015年来到沧
州的。

“17岁下学后，俺边打工边学习，又
考了成人大专，学了 3年农业，慢慢摸出
了门路。来这儿前，俺在网上搜索，沧州
周边都没有草莓采摘园。”要做这独一份
儿的市场，梁立军考察了不少县 （市），
最终，在力源生态园落了脚。

“棚里还有果吗？”正说着话，来了几
位采摘的市民。

“走，上 8号棚。”梁立军笑脸相迎，
热情招呼着。

随他们进棚，下午的温室已不再闷
热。翠绿枝叶间，草莓红艳，赏心悦目。
接过果篮，大人、孩子高兴地在垄间穿
梭，不一会儿都收获满满。

“这是贵妃草莓，是奶油草莓的一
种，口感好、滋味甜，有不少人喜欢吃这
一口，就算自己来不了，还在网上订果让
俺送去呢。”聊起草莓，梁立军打开了话
匣子。他说，虽然采摘一公斤草莓要 100
元，但棚里的果还是供不应求。

草莓魅力十足，除了品种优秀，与梁
立军的勤奋管理分不开。

“俺们刚来时，不知道咱沧州地碱、
水咸。接连种了两年，不是死苗，就是坐
果少，没少费心思。”虽然一个棚 7000棵
苗，死得就剩了 2000棵苗，但他没有放
弃。

鸡粪起碱，就改上牛粪，一个棚 9立
方米粪，光成本就得 700多块钱；杜绝激
素、生态管理，坚持无公害种植；引来白
雪公主、桃熏等特色品种，让顾客来摘得
尽兴……钻研技术，梁立军不敢有一丝松
懈。这两年，在土里挖掘更多效益，他还
探索出草莓、西红柿套种的模式。

让好果卖好价，蹚开市场，他更没少
花心思。

“第一年时，大年三十俺们还在路边
发名片呢。在报纸、出租车上也做过广
告，还在电子地图上买了咱生态园的定
位，让人一搜就能找到。”光是宣传，他
就花费了1万多元。

几年工夫，草莓采摘园的名气打出去
了，现在已积累了几千名忠实粉丝。

有了市场基础，这两年，梁立军又
发展起甜瓜、西瓜、火龙果、无花果种
植。眼下，他还搞起套种，在火龙果树
的行间空地种上了菠菜、芹菜等反季蔬
菜。

“搞农业就是这样，只要你勤快，就
能有收获。”播种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幸
福。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味道，梁立军不
禁深吸了一口气，甜丝丝的，正如现在的
日子一样。

找来好帮手 空中种草莓

宋寿国管理的种植大棚，外
观与普通温室无异。走进去，却
别有洞天。

棚中，绿意盎然，一颗颗草
莓掩映在叶间。让人眼前一亮
的，是这些草莓都长在架子上，
远远望着，竟像长在空中一般。

“2019 年，俺就开始探索立
体架式栽培，开始时是在大棚土
墙上装上生长槽，探索种植技
术。去年，又引入了 A 字栽培
架，将整个棚室都发展成了无土
立体种植。”宋寿国介绍道，“采
用这种方式，一个棚可以种2.5万
余棵草莓苗，而正常土培，一个
棚最多能种1万余棵苗。”

普通草莓种在地上，汲取泥
土中的营养。这儿的草莓“飘”
到了空中，靠啥来生长呢？

只见宋寿国扒开茂密的叶
子，露出来草莓生长的“温床”。

“这是用泥炭土、椰糠、珍珠
岩混合做成的基质，不仅健康卫
生，而且保肥水、透气性好。”宋
寿国说，草莓不接触土壤，就可
以少吸收土壤残留病虫害。

“其实俺探索立体栽培模式，
主要就是防病。农户们购苗时，
如果不仔细分辨，就会买到泡水
苗，易发生炭疽病等土传病害。
还有就是多年种植，在土壤里累
积的病虫害，也是不小的威胁。”
植株不生病，又可以减少用药环
节，草莓的生长就更加安全，品

质更让人放心。
这不，品相、口味双领先，

合作社的草莓成了泊头及沧州批
发市场争抢的“宠儿”。

种植门道多 探索脚步勤

立体栽培，是宋寿国近两年
潜心研究的“硕果”。

“立体栽培方式看似简单，其
实，对水肥的要求都很高。要注
意的管理事项也不少，稍有不
当，就会对秧苗造成不小影响。”
实验初期，宋寿国以大棚土墙为
根据地，小范围探索起适宜的气
候和水肥条件。

开始时，草莓秧苗长势还可
以，只是没多久，叶尖就开始萎
蔫、干枯。

“排除了温度、肥料的问题，
最终我把怀疑点定在了浇灌水
上。”他当即找到检测机构，对灌
溉水进行了测验。“氯化物超标，
这个问题对苗子影响不小。”查明
病因，他当即订购了一台净水
机，把灌溉水过滤后，再来给秧
苗“解渴”。

去年，秧苗徒长，不坐果、
不长果，同样也没少为难他。

排查来、排查去，他发现了
原因。原来，为了洁净种植环
境，棚内地面被铺上了砖块和毛
毡。晚上放下保温被后，棚内温
度过高，这才给叶子提供了疯长
的机会。

立体栽培，秧苗的采光量相
对较差。这一点，同样没有难倒

宋寿国。“请”来补光灯，每天定
时、定量补光，再配上二氧化碳
发生器，为秧苗提供充分的二氧
化碳，促进光合作用。

利用滴灌设施，草莓灌溉还
实现了水、肥、药一体化。“药
剂是微生物菌剂，可以治菌。
肥料则是用来增强植株免疫力
的。药、肥兼施，能实现又治
又补。”

研发生物有机肥、深海鱼蛋
白有机水溶肥，利用富含氨基酸
的红糖提高根系活力……为了提
升草莓品质，宋寿国的“小心
思”用了不少。

手机开课堂 线上解惑忙

一个人、一部手机、一条视
频，没事时，宋寿国还会在棚里
录制讲课视频，发到流行的视频
平台，是备受欢迎的“宋老师”。

“由于管理盲目，不少农户棚
中经常出现死苗、蔫苗、断茬等
情况，产量受损严重。”这些年，
遇到问题，农户们都习惯向宋寿
国求助，希望他第一时间查明病
因，指导生产。

但时间和距离却是不小的制
约，幸好，网络的便利破解了这
个难题。借助图片和小视频，宋
寿国开始尝试将课堂从地头搬到
手机上，远程遥控，查看苗情，
指导管理。

“有时候是俺自己拍，有时候
是农户们拍。虽然手法朴实，但

是内容都是咱田间管理的干货。”
他说，一条视频时间大约 10多分
钟，主要就是田间问题的解答及
如何增产增效。

没想到，这一尝试收获了意
想不到的结果。

“一般一个视频放到网上不到
1天，观看次数就能达到几万人
次，还有不少农户留言提问、互
加好友。”由于视频内容干货满
满，他的粉丝也由最初的十几人
增长至6.1万余人。

关注的人多了，宋寿国开课
的劲头儿也更大了。现在，每天
都能在视频平台上看到他的授课
身影。截至目前，他一共播发了
470多个授课视频。

不仅如此，平日里，宋寿国
还会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开辟网
络直播，“面对面”与农户交流，
实时解答大家的问题。除了解决
种植难题，他还注重对农户绿色
种植的引导。

“我是掏粪工，乡村靓丽我
有功。”点开张秋江的朋友圈，
一则“宣言”映入眼帘，着实有
些吃惊。

“张社长，你咋不种地，改
掏粪了呢？”循着电话线问去。

那边爽朗大笑：“粪得掏，
地也在种。掏粪，就是为了更好
地种地。”

“““农机大王农机大王农机大王”””成了掏粪工成了掏粪工成了掏粪工

住的是“空中洋
房”、睡的是基质、
喝的是纯净水，这样
的草莓栽培方式，你
见过吗？

在泊头市文庙镇
军西村，宋寿国就打
造出了这样一个草莓
“空中乐园”。

这两年，立志解
决草莓种植中产生的
各种问题，宋寿国一
头扎进草莓栽培的实
验中——

““宋老宋老师师””空中空中种草莓种草莓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