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沧州首个高级社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1951年，为使农民彻底摆脱
贫困，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中共河间县委按照“典型示范”
的原则，确定东诗经村为试点
村。

作为东诗经村党支部书记，
孙贵启积极动员、组织农业生产
互助组，几天时间，全村就有近
400户农民成立了 70个互助组。
集体劳动，换工互助，解决了劳
力、畜力、农具匮乏的困难，更
提涨了劳动积极性。1952年，麦
收时节，各互助组的小麦平均亩
产提高近一倍，有的互助组还搞
起副业。

互助组取得一些经验，孙贵
启却分析起问题。他知道，当前
全村只有一眼砖井，无力抗灾。
再就是财力和土地分散，影响农
业投资。

孙贵启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1952年底，他带领 15户
贫下中农成立了东诗经村第一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与其
他两个合作社联合为一个较大初
级社，统一使用人力、物力、财
力，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他们

还成立了 3个打井队，利用农闲
时间打井修田，将小麦亩产再度
提升。这个初级合作社迅速发展
到 131户，成为全区唯一的百户
以上的大社。

为了早日发展村集体经济，
1955年 10月，孙贵启又牵头成
立起高级社，命名为“红星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我市首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
被分成 14 个生产队和 1 个副业
组，组织集体劳动，实现“各尽
所能，按劳分配”，最大程度激
发生产力。

制定规划
“红星”经验介绍到全国

孙贵启有想法，也有干劲。
他和社员们不惧辛苦，平整、改
良耕地，建起试验田培育良种；
他们黑白干活打井，就算大年三
十也不停歇。除了种庄稼，还带
着大伙儿在村外建梨园。每到梨
果丰收季节，孙贵启都和社员们
黑白装梨筐。

孙贵启领导村民们干活也有
方法，为了激励社员，喊出“行
的骑红马，不行的骑黑马”的口
号。他为人耿直，干起工作尽心
尽力，尤其是确定好的工作，分
配给各队后，必须按时定额完

成。
在成绩面前，孙贵启和东诗

经村党支部没有止步不前。经过
反复研究，民主讨论，他们制定
出《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
产规划》。主要包括：农业生产
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
改造沙荒碱地，扩大种植面积，
充分利用地力；果树经营；发展
工副业和家庭养殖业。这个规划
的制定，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不仅被中共河北省委转发全省，
还被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 一书全文登载，介绍到全
国。

以副养机
实现农业机械化摘“穷帽”

1958 年，红星合作社买了
一台锅驼机带动机磨磨面，解
决了社员的吃面问题。这件事
打开了孙贵启和社员们的眼
界，让他们看到了农业机械化
的巨大力量。

孙贵启鼓励村民们根据自己
的条件，能学啥就出去学啥，还
在村里办起米面加工厂、水泥制
品厂等副业。东诗经村党支部还
因此荣获先进称号，获得地区奖
励的一辆汽车。

一年时间，他们又用副业积

累的资金，打机井、买汽油机和
水泵，建起了一座小型扬水站，
使 2000 亩土地变成了水浇地。
1959年，就摘掉了缺粮的帽子。

孙贵启还适当确定了分配和
扣留比例，在保证社员比往年增
收的前提下，适当多拿出一部分
资金用在打机井、办机电上。机
械化的发展，增强了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1963年，这里虽然遭
受了水灾，但是他们用机器迅速
排水，仍然获得了大丰收。

在生产过程中，孙贵启进一
步认识到，农业机械化的增产作
用，添加机械的劲头越来越大。
汽车、拖拉机、磨面机……从农
业生产到产品加工，动力机械一
应俱全。不仅如此，在孙贵启的
带领下，大伙儿还自制脱粒机，
打机井，修建扬水站，建低压输
电线路，把全村水浇地的面积扩
大到耕地面积的80%。

几十年来，在孙贵启的带领
下，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一心
搞生产，日子蒸蒸日上。

岁数大了，即便不再担任
职务，但孙贵启也一直放不下
这片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热
土。2006 年，弥留之际，他还
不忘向时任村班子人员嘱托：
一定要齐心协力，让村里越来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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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彩草为
增收添彩头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黄色明亮、红色喜人、紫色娇艳……
走进泊头市交河镇白赵村村民王金勇的种
植大棚，仙人球上花儿绽放，开成靓丽的
风景线。

“仙人球又叫草球，常见的花有粉
色、白色、黄色。由于其种类繁多，一开
花就五颜六色的，所以也被称为彩草。”
王金勇随手侍弄起花儿，眼中满是柔情。

“没事时，俺就喜欢来棚里转上一圈，浇
浇水、上上肥，能在棚里呆上一天。尤其
是看到这刺球上开出各色花儿，心里说不
出的满足。”

王金勇是远近皆知的彩草种植能手，
从种植第一盆仙人球算起，这个爱好已经
持续20多年了。

王金勇说，最初，他只有两盆仙人
球，只是没想到，悉心照料后，这个老品
种竟开出了十几朵花儿。心中的喜悦油然
而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听到别人有好品种，他想着法也要淘
来。网络普及后，网上多姿多彩的品种，
更是让他眼界大开。

这些年，为了壮大自己的彩草家族，
他没少花费。

“原来大家喜欢的，大多是国外引进
的稀罕品种，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自然买
的价格就贵些。”他说，那时一个直径两
厘米的小球，就要卖到一二百元。

近几年，随着种植兴趣愈发浓烈，王
金勇还尝试起自己培育新品种。

“杂交之后颜色多变，尤其是不同花
色、不同球形的品种结合后，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有时候能带来不少惊喜。”王
金勇说，每年他都要播种几万株小苗，待
到开花后，再将两株心仪的花朵授粉，这
样结出的种子，便是杂交的品种。播种
后，再根据球形、花色进行筛选，找出心
仪的花色，选择新品种，进行观察、培
育。

“我们杂交出的品种，往往要经过两
三年的观察，确定球形、花色都稳定后，
再评估市场反响。如果大伙儿都喜欢，就
可以扩展繁育了，这个时候，特别有成就
感。”不仅如此，选出好的花色，他还会
在网上征集名称，集思广益为这些“娇美
人”取个好名儿。

如今，他的棚中已有几万株彩草，品
种不计其数。

小小一盆彩草，不仅为王金勇平添了
生活乐趣，更成了他致富的“良草”。

作为一名资深爱好者，王金勇长年扎
根在彩草贴吧和微信交流群。那里是新品
种和新技术交流的阵地，同样，也让他发
现了商机。

“有时候大家晒出自己的宝贝，就有
不少人心痒求购。俺自己也因此花了不少
钱。”别人培育的拿来卖了就能赚钱，自
己不同样也可以吗？一想到众多“球友”
和自己一样着迷其中，就算“吃土”也要
将仙人球纳入囊中，他敏锐地看到了其中
的利润空间。

王金勇果断将这些心头好放到了更为
广阔的网络天地。“一个手机，一段视
频，一个订单，一个包裹。这就是俺现在
卖花的常态。”

其实，早在开辟销售阵地之初，他就
利用百度贴吧推广自己扦插出的毛球。由
于花色漂亮，一问世便受到了不少花友的
欢迎。看着市场大门慢慢向自己敞开，他
开起淘宝店铺，让销售有了自己的“根据
地”。

“有了网店后，不光咱国内花友能看
到俺的产品，就连国外的花友，也能搜到
俺的信息。前几年，就有一个泰国的买
家，通过淘宝联系上了俺，让俺给发了个
国际快递。”王金勇笑道。

此后，他又相继拓展了微信朋友圈、
快手等多个销售平台，现在已经聚集起 1
万多名粉丝，覆盖天南海北。如今，他这
棚里一天能发出20余单彩草快递，年收入
达10多万元。

孙贵启孙贵启：：创建沧州首个高级社创建沧州首个高级社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永飞

人物简介：
孙贵启（1910

年——2006 年），
曾任河间东诗经村
党支部书记，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期间，孙贵
启带领东诗经村的
农民，成立沧州地
区第一个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彰
显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本色。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在那个缺物少粮的年代，孙贵启带领东诗经村成立了我市首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以副养机，以机促农，依靠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村子由缺粮变余粮，社员收入连
年增加，集体经济更加巩固。

现代农业馆刷新“农业观”

从市区南行不过20分钟，就到达了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木质门楼
上，“砖河驿”3个大字甚是醒目。

“京杭大运河上曾经有过 58 个水马驿
站，砖河驿是沧州境内比较大的一座官方驿
站，园区就是砖河驿的旧址所在。”园区营销
负责人高云广说，以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为
目标，园区已完成一期734亩核心区的建设。

走进园区，两个透明温室大棚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这是纹洛式温室大棚，采用漫散
射光玻璃外墙，通过温、光、水、肥全自动
远程控制，为植物生长营造最佳环境。”高云
广说。

蜿蜒至头顶的西红柿树，长在墙上、滚
筒里、立柱上的绿叶蔬菜……1号温室是现
代农业馆，蔬菜无土栽培及鱼菜共生、生态
景观等高科技种植模式刷新了不少人的“农
业观”。2号温室则是以农业科技为主题的自
然科学博物馆。“我们设计了种子实验室、种
植实验室、生态会议室等多个功能区，届
时，青少年可在这里参加种苗培育科学、智
慧种植科学、食材营养科学等多项课程。”

园区浓厚的马术文化，更是无与伦比。
为了打造参赛观赛、休闲观光、养马育马、
训练培训的闭环产业，园区建有高标准马
厩、遛马圈和室内马术场、室外训练场。
“‘五一’假期，2021‘沧州杯’大运河马
术公开赛在这里举办，吸引了 1万多位市民
观赛。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多场赛事，以
马会友，以马传情，让马术成为园区乃至沧
州的又一文化符号。”

古色古香的运河文化博物馆、饱经沧桑
的古枣林、斑驳的废砖窑……融自然、留乡
愁，徜徉园区，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息，同样
令人沉醉。

特色蔬菜宴“抓胃”又“抓心”

青县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则通过探索
特色蔬菜高效种植，将农业休闲旅游经营得
风生水起。

拇指大小的黄瓜，形似飞碟的南瓜，多
彩的西红柿……走进园区核心区，绿豪农业

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各种稀罕菜让游客大开眼
界。

“特字当头，独一无二，一直是我们园区
引种蔬菜的标准。种植普通黄瓜、西红柿谁
都会，俺们要种，就要种别人没有的。这样
起点才高，发展才快。”园区负责人李志彬不
无骄傲。他说，过去的20年间，这里已先后
引种了500余种特色果蔬。

由种植业向服务业转型，园区可不只休
闲采摘这一个动作。提起大司马现代农业园
区，人们耳熟能详的必有“大司马蔬菜宴”。

午餐时分，水果黄瓜、樱桃萝卜、羊角
脆甜瓜……带着露珠、可蘸酱生吃的几十种
蔬菜“鱼贯而入”，摆满餐桌。葱翠间红黄点
缀，十分赏心悦目。

近几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市民消
费需求的升级，园区还不断拓展果树种植、
农家体验，吸引更多游客自驾来此休闲。如
今，走进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品特菜、赏美
景、乐采摘、住农家，已经成为一种休闲旅
游的新趋势。

“接下来，我们还要策划开展丰富多彩的
研学活动，丰富农业休闲内容，将单一休闲
游向人文情感游转型，让‘一桌菜’抓住更
多人的心。”李志彬说。

“百草园”带动中医药研学热

以种植业为基础，发展休闲农业，沧县
神然现代农业健康旅游园区的主角则是一株
株不起眼的中药材。

早就听闻这里以中草药种植闻名，可来
到园区，却只见一地“野草”。

“这可不是野草，听过六味地黄丸吧？这
就是里面的地黄。”负责人孙良君笑着解答。

听他介绍，这儿的中药材是不少：“这
棵是紫花地丁，可以清热解毒；那边是救心
菜，也叫‘金不换’，活血化瘀……”现如
今，已有 100 多种中药材相继在这里落了
户。

“这满园的中药材，虽然自己看着是个
宝，但不少人就觉得是根草。想要让它受欢
迎，得拿出点本事来。”做生态观光，孙良君
没少琢磨。

漂着油花的汤水里，面条交错，味道鲜
香引人垂涎，这是用中药材制作的面条。再

看那簸箩里的花卷，取材竟是桑叶。中草药
膳食全宴，一经推出便受到热捧。

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与休闲旅游结合，孙
良君还策划了独具特色的中药材研学之旅。

换上粗布衣，背起小竹篓，近日，市
实验小学的几十名学生化身“小神农”。采
一片桔梗叶，折一株鼠尾草，在孙良君的
引导下，他们试着识百草、辨百草、尝百
草。移栽中草药苗木、缝制中草药香包、
制作中草药面点……别具一格的研学课
程，更让“小神农”们深入感受到了中医
药文化的魅力。

“今年，我们特意组建了研学策划团队，
目前，已根据几个月内的节日安排，策划了

‘桑葚嘉年华——亲子休闲游’‘奇趣端午
——亲子粽情玩耍’等主题活动，让农业与
文化、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发力研学，

“神然”已就位。

田园景观变成“打卡地”

位于河间市景和现代农业园区的丰尔庄
园，同样因发力休闲农业，成了不少市民周
末必去的“打卡地”。

“建设之初，我们的定位就是吸引市民在
节假日来丰尔庄园尽情享受‘田园美’的快
乐。”负责人李硕介绍道。他说，12年来，
以大农业为基础，丰尔庄园逐步开发了“花
海”“恐龙园”“马术俱乐部”“田园摩天轮”
等田园景观，已形成以种植和休闲旅游为特
色的休闲农业格局。

园区分为多个特色区域，趣味各异。
这边，游乐园内多彩滑梯、蹦蹦床等设

施人气高涨。那边，侏罗纪恐龙园里，“恐
龙”摆动着肢体张开大嘴高声吼叫。前行，

连绵起伏的马鞭草汇成紫色海洋。
天蓝如镜，白云游弋，不远处，几十匹

马儿正在自由驰骋。这是丰尔庄园打造的马
术俱乐部。经过专业培训后，这些马既能参
加马术赛事、马术表演，还可以提供骑乘和
皇家马车驾乘服务，每年还能繁育良种马。

童话牧场，也是备受老少喜爱的打卡地
之一。十几种动物一个比一个可爱，萌化了
游客们的心。

四季生态采摘园、农产品展示厅……在
园区，游客还能体验传统农事过程，另有一
番趣味。

“这些年，我们持续增加新景观，尤其是
将传统农业产业与文化创意结合后，园区的
活力和感染力持续增强。”李硕笑道，“以后
我们还会策划开展更多亲子游活动，打造出
更有趣味的休闲农业景区。”

周末去哪儿玩周末去哪儿玩？？近处就有好风景近处就有好风景！！近年来近年来，，我市一些现代农业园区发力休闲农业我市一些现代农业园区发力休闲农业，，将将““卖产品卖产品””与与““卖风景卖风景””并并
重重，，突出发展突出发展““农业农业++旅游业旅游业””的经营模式的经营模式，，在探索高效农业和旅游农业的有机结合上创出新路在探索高效农业和旅游农业的有机结合上创出新路。。近日近日，，记者走进我记者走进我
市几家现代农业园区市几家现代农业园区，，体验别具特色的休闲农业体验别具特色的休闲农业————

农区变景区农区变景区农区变景区 农家农家农家“““卖风景卖风景卖风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殷文红 李 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