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吹起“文明风”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在陈家边村，两三岁
的孩子也能对《弟子规》这些国学
经典脱口而出。

每天上午10点左右，大喇叭里
便播放起《弟子规》《三字经》等
经典，教育村民为善为孝。

陈家边村从孝文化抓起，每年
评选“孝善之星”，村集体出资100
万元成立了孝善基金，每年利息所
得用于奖励孝善人员，并颁发荣誉
奖牌。

对村民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结
合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修改完善了《陈家边村村民
公约》，印发到每户村民手中。广
泛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大讲堂 13
期，共培训8000余人。

对红白喜事进行改革，提倡婚
丧嫁娶简办，不讲排场。从2003年
起，陈家边村就将简办红白事纳入
村规民约，并设立了红白理事会，
大力倡导“白事简办、红事新
办”，不仅净化了村风，筑牢村民
节约意识，还能为村民节省了大笔
费用。

每天天色将暮，村广场上人
就多了起来，跳广场舞的、扭秧
歌的、对弈的，好不热闹。周边
村民也愿来这里健身娱乐。陈家
边村投资 80 万元，购买了电视
机、音响等设备，建起了老年活
动室，组建大鼓队、秧歌队，定
期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
动，既陶冶了村民情操，又和谐
了人际关系，形成了“树正气、
民心齐”的良好局面。

疫情期间，村民自发成立的
“爱心车队”成了村里独特的风景
线。他们自愿出车，帮助行动不
便的村民就医，赢得了人们的赞
扬。在党员的带动下，群众积极
参与，成立了爱心车队，无偿帮
助有困难的群众；成立党员服务
队，定期开展街道清扫、义务植
树等活动。

尊师重教，培养人才，成了陈
家边村的一大优良传统。新建成的
5层群众活动中心，第二层全部用
于中心小学老师办公。同时，对于
优秀教师，村集体每年给予一定奖
励；奖励优秀学子，考上本科的学
生，一次性奖励1万元。

“把土地托管给‘茂动’，省心，
成本也低。‘茂动’直接向工厂采购
农资便宜，农机服务费用也低，算下
来，两季种植成本能省下 200来块
钱。”减本增效，泊头灌河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存才喜上眉梢。

东光县连镇西张辛庄村，也把
土地托管作为村里增收的好抓手。

“俺村里没钱，把整村土地托管给澳
牧，他们不光垫付了全村 1800亩土
地的流转金，从种到收也都给管
了。”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刘荣斌
说，腾出了时间和精力，不少村民
外出打工，过上了“双薪”生活。

土地托管实现集约化、科学化
管理，粮食的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深松土地、统一播深、提前进
行病虫害防治……总之，就是通过
科学种田，实现粮食产量、质量双
提升。”付茂动说，“付胜昌家就是
一个例子，我们托管的地块，小麦
亩产高出75公斤。”

为了给农户们搞好托管服务，

澳牧现代农业园区还对粮食烘干设
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通过适宜的
温湿控制，让粮食长期储存。粮食
存储后等待合适市价销售，还能进
一步增加农户的收益。

土地托管更是这些园区种植业
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澳牧现代农业园区托管的村庄
中，先前大田种植面积有限，土地
撂荒不少。“都说藏粮于地，可人们
种植积极性不高，哪里来的产量。
俺们当‘保姆’，农户省时又省力，
盘活了不少耕地。”贾福顺说。

随着土地托管的快速发展，在
泊头西辛店乡现代农业园区，不少
村民加入到了养殖的队伍。“园区里
秸秆资源丰富，黄储饲料供应充
足，售价也低。养殖的粪便，园区
还能回收，解决了粪污难题。”盛草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长勇将一
笔账算得仔细。

借助土地托管，还能促进园区
向绿色生态化发展。

“这两年，农业发展一直倡导减
药增效、有机肥替代化肥。由我们
进行规模化、科学化种田，通过精
准施肥、用药、灌溉，可减少农业
投入品污染，还能对秸秆进行饲料
化、肥料化应用，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别人都算经济账，但付茂动更
看中的是生态账。

“除了发展种植，我们还在进行
农村厕所粪污的处理工作。把玉米
秸秆回收，连同粪污一起发酵制成
有机肥，不仅能避免污染、变废为
宝，还能节省种植成本。有机肥还
田，粮食品质也能提升，再加工出
绿色农产品。”张秋江计划打造一条
绿色产业链，“我们要用三五年时
间，做到用服务零收费置换托管地
块的秸秆，带动更多农户加入到绿
色生态化发展的队伍里。”

效益何来？

减本增效省人力 园区细算生态账

集体经济身板强

机器轰鸣声中，废旧纸箱变成
纸箱板；自动生产线上，玻璃纤维
缠丝成卷……在陈家边村，纸箱
厂、玻璃纤维厂、铝合金厂等集体
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带来稳定收
益。

陈家边村用实践证明了，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有效
路径。2020年，全村完成社会生产
总值 2.1亿元，村集体收入 1334万
元，村集体固定资产总值达到7000
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

上世纪90年代，为探索农村发
展新出路，任丘市组织一批村党支
部负责人，到外地多个知名村考察
学习。经过考察，大家认识到，唯
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带领村
民致富，才能让党组织在人们心中
的分量更重。

考察学习归来，陈家边村党支
部书记陈宗伯备受鼓舞。

陈家边村地处油田腹地，他们
把石油占地补偿款作为村集体创业
的启动资金，先后建起了拔丝厂、
铝合金厂、纸箱厂等企业，集体经
济发展一年一个台阶。多年来，他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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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的发展新路子。

他们对集体企业实行统一管
理、灵活经营。根据各厂的经营状
况、市场前景，分别制定生产目
标，对超额完成的利润，50%上交
集团公司作为股东分红，50%由企
业厂长、经理自主支配；加强财务
监管，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对村集
体占股份较大的控股企业，村“两
委”班子委任企业负责人，主导企

业的日常管理和经营活动；对村集
体占股份比例较小的参股企业，村

“两委”班子派驻会计、出纳，监
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财务
运行情况。同时，要求企业财务必
须日清月结、年底分红，财务账目
必须公开，每月向集团公司报账。

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至关
重要。村党支部书记陈宗伯已经连
任40年，每次都是高票当选，靠的
是真抓实干、严于律己又宽以待人
的态度。村里没人愿意承包的企
业，他来承包。根据协议，每年企
业收入中的 500万元交集体，剩余
部分归自己支配。但多年来，不管
他承包的企业收入多少，全部如数
交集体。有人估算过，这些年至少
有3000多万元的自有收入，他全部
上交了集体。

幸福生活人人羡

早晨，在陈家边村，90岁高龄
的陈大赏老人，独自下楼，踱步来
到村广场上，一边看着孩子们玩耍
嬉闹，一边和村里人唠起家常。

老人身体硬朗，上下楼不用人
搀扶。10年前搬进新民居，和儿子
住在一起，儿子儿媳孝顺体贴，生
活幸福。

老人笑着告诉记者：“现在村
里每个月给俺发 500块钱，不用孩
子们的钱，这养老金就足够俺日常
花销，以前想都不敢想。”

陈家边村近 2400 人，其中有
397 人享受养老金补贴福利：65
岁至 79 岁老人每月可领 300 元，
80 岁至 89 岁老人每月领 400 元，
90 岁以上老人每月领 500 元。仅
此一项，村集体每年支出数百万
元。

这样的幸福生活，让很多周边
村的村民羡慕不已。

不只如此，新农合补贴、住房
补贴、取暖补贴等福利更多。新农
合每人每年交纳 280元，全村一共
57万元，由村里替村民承担。

与老房子相望的新民居，环境
整洁、专人管理、生活便利。

村党支部副书记钱海民，2005
年搬进 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这
套房每平方米售价 400多元，村集
体给予每平方米 200元的补贴，综
合下来，一套房只要 2.8万元就搞
定了。

新民居集中供暖，村民享受取
暖补贴，每平方米只交 4元费用，
暖身又暖心。

住惯了平房的村民，也由观
望、犹豫，变为纷纷抢购。

目前，陈家边村共建成新民居
12栋，并实行了水改、电改、气
改，达到城市化标准，594户搬入
新民居，开启新生活。如今，第三
期新民居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近两年，村民手中的土地全部
流转，每亩地有 1000多元的收入。
全村2000余亩土地由村“两委”统
一发包，种上冬枣、梨树、核桃及
其他林木，形成了千亩大方，通过
集约经营，每亩地可增加三四百元
收入。

在一片冬枣园内，园子主人正
忙着修剪枝条。他说，冬枣不愁
卖，每年涌来大量游客，光采摘就
供应不上。

放下锄头的村民，走进工厂，
月工资3000元甚至上万元，好日子
越来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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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丘市辛中驿镇
陈家边村，新农村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里，65岁以上老人
每月享受 300 元至 500 元
的养老金，村集体为村民

“掏腰包”交纳新农合，
村民可以成本价购买新民
居，还享受购房补贴、取
暖补贴。

这里，民风淳朴、尊
师重教、孝亲敬老，是全
省知名的文明村，也是令
十里八乡村民羡慕的“明
星村”。

任丘市陈家边任丘市陈家边：：

““明星村明星村””里里幸福多幸福多
■ 本报记者 郑进超 本报通讯员 于翠雅 潘军佐 摄 影 何学林

家有几亩地家有几亩地，，年轻人在外打工年轻人在外打工，，没时间耕种没时间耕种；；老农老农

户自种自收户自种自收，，粗放管理效益低粗放管理效益低；；户均不过户均不过1010亩田亩田，，购置购置

农机不划算……近年来农机不划算……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进程，“，“谁来种地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怎么种地””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为让这样的农户小生为让这样的农户小生

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里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里，，在我市不少现代农业园在我市不少现代农业园

区区，“，“田保姆式田保姆式””土地托管新模式应运而生土地托管新模式应运而生。。

具有规模优势的现代农业园区具有规模优势的现代农业园区，，是土地托管快速发是土地托管快速发

展的平台展的平台。。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一家家一家家““田保姆田保姆””集约化集约化、、机械机械

化化、、专业化经营土地专业化经营土地，，不仅让农民不仅让农民““离乡不丢地离乡不丢地，，不种不种

有收益有收益”，”，还反向带动起园区多个产业还反向带动起园区多个产业，，引领园区向绿色引领园区向绿色

生态化发展生态化发展————

““田保田保姆姆””上岗上岗

农民不丢地农民不丢地农民不丢地 不种有收益不种有收益不种有收益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白 玥

谁来种地？

“田保姆”集中采购 种植户当“甩手掌柜”

眼下，正是小麦病虫害防治的
关键时期。可泊头市西辛店乡现代
农业园区的种植户付胜昌却当起了

“甩手掌柜”。
“前两年，听说托管土地省事

儿，效益也高，俺就把地都全托给
‘茂动’管了。”付胜昌道出缘由。

这两年，在西辛店乡现代农业
园区，像付胜昌一样的“甩手掌
柜”越来越多。园区经营主体——
河北茂动兴腾科技有限公司立足农
业社会化服务，在西辛店乡及周边
10万亩地发展土地托管业务。

“土地托管，是在农民不放弃土
地经营权的前提下，由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等托管主体，有偿代管
土地，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生
产。”公司负责人付茂动说。

“农户们将土地托管出来，俺们
来种，大伙儿就不用再为种地发愁
了。没时间种地的，我们可以提供

耕、种、收、管、售的全程托管服
务。不愿全托的，可选择劳务托
管，即半托管，由农户负担农资，
我们负责农业生产的全部劳务项
目。再有就是订单托管，农户把某
个劳务项目托管给我们。”

在东光澳牧现代农业园区，把
土地托管给沧州澳牧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村庄和种植户也不少。虽然
去年底才转型托管业务，但公司的
托管面积已达1.46万亩。

“开始做农业时，我们也流转
了不少土地。但人手有限，各方管
理跟不上，效益不太理想。而对一
些种植户和村庄来说，想靠地致
富，却有心无力。做土地托管，对
方负责整合土地资源，做好粮食管
理，我们专注做投资、做种植服
务，就相当于合作种地。”公司负
责人贾福顺说，“目前公司的全托
服务主要针对贫困村，半托和订单

式托管对象为家庭农场等种植大
户。”

献县麸糠现代农业园区，同样
走上了土地托管生产经营的现代农
业之路。园区主要经营主体——献
县秋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发展
土地托管服务已有多个年头。

“前些年，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
识不够，不少人不舍得放下手里的
农地，流转难度大。再就是做农业
周期长、投入大，贸然规模化发
展，风险也大。土地托管生产经营
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全托还是半托
服务，土地承包生产经营权不变，
我们相当于给农户‘打工’，赚取的
是服务作业费。农户们能接受，加
入托管服务的规模大了，俺们也能
进一步发展。”合作社负责人张秋江
说。目前，园区核心区 3000多亩土
地已实现全程托管，周边 8000多亩
土地实现半托管服务。

怎么种地？

服务全程机械化 农业转型再升级

“无论哪种托管形式，一个环节
作业面积就得千亩，更有甚者多达
万亩，服务能跟得上吗？”不少种植
户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没问题，而且托管作业服
务只会更加及时、高效。耕、种、
管、收，哪个环节我们都配套了相
应农机装备，这些年也一直不断补
入新型机械，现在得有百十台套
了。让园区实现农业全程机械化服
务，可不是光拿嘴说说的。”“农机
大王”张秋江信心十足。

着眼于大田作物的现代化、规
模化种植，澳牧现代农业园区也引入
了不少先进农用机械。其中，既有装
有卫星定位系统的拖拉机，又有意大
利进口的撒肥车，还建设了规模庞大
的粮食烘干设施，无论是数量还是质
量，都是普通种植大户望尘莫及的。

“这也是我们布局智慧农业的一
盘棋。使用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使机
组作业不重不漏，大幅提高精细作业
程度。奔着这个方向，我们还购置了

多台植保无人机，采购了不少大马力
拖拉机和农机具，作业效率高、效果
好。”贾福顺说，“农机具数量多，我
们就能采用集团化作业模式，遇到农
时就全员出动，往往只一两天就完工
了，快速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农业科技化，河北茂动兴腾科
技有限公司驾轻就熟。打开电脑，
轻点鼠标，就能了解植保无人机作
业时间、面积、路径……在西辛店
乡现代农业园区，植保现代化已不

再是纸上谈兵。“我们还与国家信息
化研究所合作，由无人机搭载多光
谱分析仪，对 3000亩小麦进行遥感
监测，获取种植影像和数据，进行
精准作业。”

发展托管业务，茂动兴腾科技
有限公司还与周边 246名机手进行
了劳务合作。业务熟练的农机手可
自带农机加盟到公司，由公司安排
作业任务。这样一来，有效调动当
地农机资源，为农业生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