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辣椒、大蒜、地环……这些人人熟悉的蔬菜，在河北永民食品有限
公司走上一圈，就成了酸甜爽口的佐餐小菜。做好这一碟小菜，河北永
民食品有限公司已探索了20余年。近两年，更是借助现代化专业生产，
不断开拓消费市场——

现代化工厂年产酱菜万吨

河间市南八里铺村，河北永民食品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咸菜气味弥漫，空
气仿佛也变得“酸辣”。

腌制半成品，机械式切割、清洗、浸
泡，再运送到滚筒中调味，最后包装成品
……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操作，一箱箱
咸菜制作完成。

“经过这两年的现代化改造，我们共建
设了 500个腌菜池，引进 7台大型机械设
备，5台打包机，已经能实现流水线作业，
公司每年可生产酱菜1万吨以上。”公司负
责人金永民介绍道。

他说，流水线生产作业，清洁卫生，
既保证了食品安全，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能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对同等菜品进行
不同口味的分类生产。”

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持续打造一
流的高标准品牌形象，是金永民办厂的

“执念”。
公司所在地及周边不乏酱菜加工作

坊，但实现流水线生产的屈指可数，为何
金永民却一直“执着”于此？

“俺从 20多岁就开始腌酱菜，干到现
在，也有20多年了。这一路走来，深深感
受到了品质与品牌对于这一碟小菜的影
响。”金永民说。

他至今都忘不了，刚刚创业时，好不
容易等到用心腌好的酱菜“问世”，开上三
马车上街兜售，却总被人质疑不卫生的窘
境。

“也不怪人家顾客‘嫌弃’，那时候腌
制方法粗放，就连售卖，也是盖上塑料布
就当防尘了。”尤其是外出学习，看到同类
企业在现代化生产中成功“蜕变”，更是坚
定了金永民升级生产的决心。

建起全封闭式生产车间，全程流水线化
作业，为酱菜穿上“真空”外衣，不仅如
此，还打出了“酱食尚品”和“永民”两个
品牌，让这一碟小菜抓住了更多人的胃。

控制原料带动千亩蔬菜种植

抓好酱菜品质，除了打出现代化生产
的“好牌”，金永民还手握另一张“王
牌”——从源头上控制原料品质。

时入夏季，万物并秀。走进公司的原
料种植基地，绿意勃发。

“这边是大蒜，5月中旬就能收获了，
那边种的是辣椒，还在成长中。除了这
些，每年我们还会根据生产需求种植地
环、萝卜、豆角、黄瓜等多种蔬菜。”金永
民说，为了确保加工食品质量，2016年，
公司专门成立了河间市洪所种植合作社，
流转了千亩土地作为原材料种植基地。

合作社种植的所有作物，实行专人负
责制，从种植管理到成熟收获，严格控制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品类和用量，以确保加
工食材的第一道质量关。

不过，现在千亩土地里种植出的蔬
菜，已经远不能满足加工需求了。

为此，合作社又采用“订单农业”的
方式，与农户们达成购销协议。公司每年
定期组织农业技术培训，从购种育苗到日

常管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农户种植的
蔬菜成熟后，供给公司，再由公司进行加
工销售。目前，合作社共培养了20多名生
产技术人员和 160余名季节性种植管理人
员。

微调品质让咸菜“保鲜”市场

广州、合肥、武汉等多地均有客户，
有的客户一次要货几万箱……作为一家地
处乡镇的民营企业，永民的触角是如何伸
到了全国各地？

金永民说，强势抢占市场，“微调品
质”是他们竞争获胜的“法宝”。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保鲜”市场。

为了让产品质量和味道更加完美，公
司外聘专业技术人才，专门负责配料、调
味等工序。每年，还会高薪吸纳销售人
员，不断进行市场调研。每一道新品上
市，公司都会跟进市场反馈，再根据客户
要求调整产品的佐料配比和包装标签等细
节，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求。

“市场上啥卖得快，俺们就研究啥。还
要根据客户的需要，做成甜口、咸口和辣
口。”金永民说，现在公司的酱菜品种已经
达到 100多种，其中以水晶糖蒜王、酸豆
角、红油豆角、清水甘露、红油甘露、酱

甘露等最为畅销。
坚守“保鲜”带来的是良性循环。

“现在，我们每天可销出 50吨产品，
不仅直供北京华冠、首航国力、永辉等连
锁超市系统，还覆盖了广州、合肥、武汉
等全国 20多个城市的 700多家超市，并出
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金永民笑着介
绍。

为了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公司建立
了自己的销售网站，并打出品牌“酱食尚
品”，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各大网站开
辟了线上旗舰店。目前，公司的年销售额
达到7000万元以上。

做好一碟小菜做好一碟小菜做好一碟小菜 绝非绝非绝非“““小菜一碟小菜一碟小菜一碟”””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钱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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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并快乐着忙并快乐着
———看脱贫户王振龙如何奔小康—看脱贫户王振龙如何奔小康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走进青县曹寺乡后洼村村民王振龙的育苗
棚，一畦畦菜苗长势旺盛。王振龙和爱人李维
凤穿梭在苗间，不时将看到的杂草拔出，甚是
精心。

走出育苗棚，他们又来到了韭菜地。现在
正是韭菜上市的季节，割上十几捆，李维凤就
骑着三轮奔向周边的集市去了。

“振龙叔是俺村的脱贫户，别看他身体不
好，但是他有志气，不等不靠，一直都努力种
菜、卖苗，就想靠自己的双手奔个好日子。”
后洼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彦介绍道。

听王洪彦这样讲，王振龙笑着说：“这些
年，全靠着党的好政策，让俺看到了生活的
希望。在脱贫的过程中，俺村村‘两委’和
王书记，给俺的帮助和关心更不少。大伙儿
都盼着俺的日子越过越好，俺哪能松劲儿
呢？”

原来，这些年，王振龙一直患有慢性病，
两个孩子尚小，他们夫妻二人靠种菜、打工维
持生活。过日子的来头少，可看病的花销却不
小，还因此成了贫困户。2018年秋后，王振
龙要动手术，种植的大白菜收不起来，差点就
烂在地里。王洪彦积极联系做公益的朋友帮助
卖菜，一周时间里，各路爱心人士涌向后洼，
就将 1.5万公斤白菜顺利卖完。2020年疫情期
间，王振龙储存的 5000公斤红薯又遭遇了销
售难题，同样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销售一
空。

点滴的帮助，在王振龙的心中转化成了要
过好日子的动力。除了种菜、卖菜，他还被纳
入公益岗位，成了后洼村及红色教育基地的保
洁员，每天尽己所能为村上搞好服务。

“白天，俺就负责管好地里的菜和苗儿，
晚上，再把咱村上的大街都扫干净。赶上星期
礼拜的，俺家小子们也跟着一块打扫卫生，四
处都清得干干净净。”虽然身体有些不便，但
王振龙并没有放慢生活的脚步，早出晚归，已
成了他过日子的常态。

这不，这个月，他又偷偷给自己找了个活
儿。

晚上 8点，草草吃了饭，安顿好两个孩
子，他们夫妻俩抄起剪子就出门了。目的地不
远，就是村里街边的绿化带。借着路灯和头灯
的光亮，两个人朝冬青比划上了。一边剪、一
边修，不知不觉就干到了晚上12点多。

“有一天晚上 11点多我回村，看见他家
两口子在道边上，我就问，你们干嘛呢。
他也不跟我说实话，告诉我在外面玩呢。”
王洪彦笑着说，“我一看地上的树叶子，就
明白了，这是义务给村里剪枝了。自己买
的工具，也不跟俺们要工钱。我怕他累
着，告诉他别干了，就是不听，这都剪了
半个月了。”

“这树都是前几年村里花钱费力栽下的，
要是不及时剪，光长叶子不长根，容易死。”
王振龙说，打扫卫生时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心
知村里资金紧张，要是雇人剪枝又是一笔花
销，夫妻俩一商量，就悄悄义务劳动起来。

“别看不是俺份内的事儿，但俺知道，不管干
啥，尽职尽责，才对得起大家对俺的这份帮
助。”

冬青的修剪已接近尾声，这两天，王振龙
又找到了义务帮忙的新方向。路边的杂草，成
了他的“眼中钉”。他知道，村里要是雇人除
草又是一笔费用。他正盘算着，自费购买两个
打药泵，利用空闲时间，把路边的草给“消
灭”了。

看着王振龙每天这忙那忙，王洪彦有些放
心不下，总是劝他注意身体，少干点活计。

可王振龙却总是振振有词：“俺知道你怕
俺累着，但忙起来，俺就高兴。你瞧，现在咱
这日子不是越忙越好嘛！”

““农民英雄农民英雄””张本林张本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云鹤 卢 芳 张冬梅

人物简介：
张本林（1927

年——1980 年），
献县南河头乡南河
头村人，1944年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45年参军入伍，
因作战英勇，三次
荣立战功，1949年
复员回乡后带领村
民组建农业合作
社，大搞生产建设，
为国家建设作贡
献。1951 年以劳
动模范和老区代表
的身份参加了国庆
观礼代表团，受到
毛泽东主席的接
见。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在献县南河头乡南河头村，提起张本林，老人们依旧清晰记得那段与他共同奋斗的
峥嵘岁月。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南河头村更是贫苦交困。面对困难，张本林没
有退缩，事事干在前头，积极领导社员群众开展生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南河头的这
片土地。

成立合作社 走起互助路

1949年复员回乡，虽然身上的枪伤
还不时隐隐作痛，但张本林很快投入到
田间劳动中。由于认真肯干、谦虚好
学，他种的小麦每亩地能比旁人多收 50
多公斤。老老少少都说这个年轻人是个
干将，将他推举为村主任。

不光种好自己的地，他还联系贫农
成立了互助组，并拿出自己的抚恤金，
打了一眼砖井，让村民一年能收上两季
粮食。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把
自己的伤残军人补助金捐献出来。1951
年 10月 1日，张本林作为老根据地代表
参加国庆节观礼。宴会上，毛泽东主席
告诉农民代表们，只有组织起来，走合
作化道路才能由穷变富。

张本林决心要在合作化道路中起带
头作用。1951年12月初，他建成了由九
户农民组成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畜力有
限，就用人力代替，没有钱投资，就把
复员费、伤残补助金拿出来置办农具、
购买肥料、打井。张本林还办起油坊，
这样一来，社里增加了收入，豆饼还可
以做肥料上地。

合作化的道路深入民心，1953年 12
月，张本林的合作社发展到57户，南河
头村另一个合作社发展社员 37户。全村
95户农民，除一户精神障碍患者外，都
入了初级社，南河头村成为全县第一个
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村庄。

1954年 3月，两个农业社合并为一
个大社，张本林任社长，并加入了村党
支部。全村合作化以后，改变了生产关
系，每亩地平均产粮 350公斤，比 1951
年增产一倍多。

1955年，周围21个村59个初级社合
并为一个高级社，张本林当选为大社主
任，带领更多社员脱离苦日子。

平土地 兴水利 广积肥 育良种

南河头村土质瘠薄，全村 900亩耕

地高低不平，十年九灾，人们只能靠种
百十亩菜园来维持生活。

自从踏上合作化道路，张本林和群
众拧成一股绳，决定改变这恶劣的生产
条件。

他们决定先从 150 亩菜园中划出
120亩，搞稳产高产田。张本林带领社
员整地、挖沟、造肥，不仅解决了人吃
马喂，同时也摘掉了南河头缺粮的帽
子。

园子地改粮食地成功了，张本林继
续大搞稳产高产田。寒来暑往，他们一
干就是7年，先后改造了300多亩土地。

不仅如此，张本林还筹划水利工
程。为了彻底根除排涝和解决西洼村边
一部分地的干旱问题，他带领全体干部
社员连续奋战40天，在村西挖出了一个
15 亩大的蓄水坑。此后十几年间，按
浅、中、深相结合的方针，又打水泥管
井、挖连接渠，扩建村西蓄水大坑，连
接起了大渠和田间纵横交错的排灌支
渠，实现了“遇旱有水，遇涝排水”。

过了水土关，增施肥料又成了稳产高
产田的中心环节。此后，张本林帮助各队
制定了积肥措施，组织起积肥专业队。

瞄准增产，在张本林的带领下，南
河头村还自力更生，培育良种。他们培
育的“阿夫麦”品种在献县推广，一直
延用到1983年。

勇抗洪灾 抢抓生产不停歇

1963年，南河头村民搬进了宽敞明
亮的新瓦房，大队已建成 250亩稳产高
产田，庄稼长势喜人。就在全村老少欢
天喜地迎接大丰收时，忽然连降暴雨，
河水猛涨，滏阳河决口了。

洪水冲进村子，张本林和村干部冒
着生命危险，跋泥涉水，挨门挨户查找
没有搬出的人员，指挥社员向安全处转
移。待社员平安脱险后，他们又抢救起
50多匹骡马，保住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
资本。

洪水回落，张本林和村干部兵分多
路，连续奋战15个昼夜，打捞粮食、饲

草和物资。
张本林还因势利导提出了“翻身

麦，安心菜”的口号。发现有块地方开
始露出地面，张本林就立马叫上干部打
畦，撒上白菜籽，露出一块种一块。虽
然又连降大雨将菜苗冲毁，但他们也不
气馁。就这样反复种了 5次，终于种上
了57亩秋菜，收获时节，除自食外，还
支援了其他兄弟队 3000 公斤。种完白
菜，又种上600亩“翻身麦”。天气渐渐
转凉，张本林又领导社员抢盖房屋，盖
起190间砖房和400多间简易房，基本上
解决了社员的住房问题。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会变
修”，这是张本林常说的一句话。1971年
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张本林还继续住在
村里，和大队党支部的其他同志一样，
一天坚持三出勤，凭工记分。即便后来
因为脑梗造成偏瘫住院后，他还在问医
生：“我还能不能劳动？”

1980年冬，张本林因病逝世，带着
对乡亲们的不舍，离开了他一生忠诚的
共产党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这片热
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张本林的精
神已成为一座丰碑，永远在南河头人民
心中屹立。

本报讯（宁美红 王明阳 张瑞昌 赵忠义）近
日，黄骅市吕桥镇河北村的部分土地上，花生播
种与覆膜工作正火热进行。今年，河北村将 2800
亩土地流转给种植户种植花生，以增加村民收
入，提升经济效益。

来自唐山滦南县的陈殿伟是流转土地的种植
户。他说，河北村不论是气候还是土壤类型都非
常适合种植花生。“我们使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播
种机，集播种、施肥与覆膜一体，还带有自动导
航功能，适合规模化种植。”

据了解，河北村这 2800亩土地原来种植的都
是高粱、玉米等大田作物，产量比较低，经济效
益也不高。今年，村“两委”与村民商议后共同
决定，将土地流转出去。

“原先村民一亩地收入只有200元，流转后，每
亩有400元，换算到我们村上的500户，大概每户
每年平均增收3000元左右。到了花生锄草、收获季
节，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村民还可以打工赚工
资。”村党支部书记于增彬介绍道，“接下来，我们
将探索更多土地流转模式，运用新技术、新模式，
集中管理，让村民的土地产出更多价值。”

土地流转地生土地流转地生““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