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机逐浪 颗粒尽归仓

骄阳似火，麦香沁人。来到献县麸
糠现代农业园区，收割机声“隆隆”，

“唱出”丰收的喜悦。田地里机械轰
鸣，麦田边却少见人影，偶尔有路过的
村民驻足观看。

“你看现在多省事啊，‘秋江’统一
进行种植，联合收割机一趟跑过，小麦
就都归仓了。想想二三十年前，一到麦
收，老人孩子齐上阵，早五更，晚半
夜，几十亩地一收就是十天半月，一个
麦秋脱几层皮。”看着轰鸣而过的大家
伙，小邵寺村村民张同江感叹道。“现
在可好，收几千亩地的麦子，一两天的
事儿，还不用力气活儿。”

他口中的“秋江”，是园区主要经
营主体——献县秋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从 2008年成立之初，合作社就奔
着集约化、机械化、科技化种田的方向
发展。这些年，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
他们不断购入新型农机，涵盖了耕、
种、管、收等农业生产全过程，农机保
有量已达到百余台（套）。

“我们先在这儿收，完事儿再去大

邵寺、西蔡，十五级乡、张村乡的几个
村还排队等着收呢。”合作社负责人张
秋江介绍道。他说，依托庞大的现代农
机作业团队，合作社向周边乡镇提供全
托管及半托管服务，目前，园区核心区
3000多亩土地已实现全程托管，周边
8000多亩土地接受半托管服务。

“这几年，实行机械化、标准化种
植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小麦
产量也稳定。这几千亩小麦，有四五天
就能收完。”虽知接下来是忙碌的奋
战，张秋江依然兴奋。

变废为宝 秸秆用处大

每到麦收，张秋江就上紧了弦。抢
收抢种，每一环节他都盯得仔细。

今年，他又给自己一个新任务——
除了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地里的秸秆，
也成了合作社的丰收物。

“前些年，收割麦田后，小麦秸秆
不是还田，就是打包卖给造纸厂。今
年，除了跟造纸厂签了 1000 吨的订
单，剩下的 5000多吨俺们要留着自己
用。”为此，合作社还特意购入了秸秆
收储运设备。

为何秸秆在这里成了宝？答案就在
献县麸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献县麸糠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张秋江去年成立的
新公司，主要从事吸污、人粪尿及农业
面源污染源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服务工
作。

“俺县改厕完成，要探索粪污处理
的长效机制。俺一寻思，要是能有免费
的粪源，能帮助咱农业向绿色生态转
型。这不，从去年开始，俺们除了忙地
里的活儿，还得抽空去各村吸粪污。”
张秋江介绍道。

他说，粪污处理过程中，需要公司
准备一些作物秸秆、树枝、坑泥、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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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
来，秸秆可不就成了他们的宝么？

将粪污处理与秸秆综合利用相结
合，向有机肥生产产业延伸，张秋江还
专门为有机肥申请了“献农”商标。有

了好肥“打底”，产出优质麦有了基础。

绿色发展 做出香饽饽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从“农
机大王”变成“掏粪工”，张秋江可不
是心血来潮。他的目标，是要借此实现
园区内种植、加工、服务等一、二、三
产业的深度融合。

做长农业产业链，张秋江已筹划多
年。

从种地开始，他就一直琢磨着怎么
从大田里面刨出金。做土地托管，初衷
是服务农户。如何将一、二、三产联动
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思考。走南闯北见
多了，眼界也开阔了，这才渐渐悟了出
来：农产品要发展，深加工后身价翻倍。

“做精品，地里的小麦上石磨加
工，做成全麦面粉，不正好契合大家想
吃出健康的趋势吗？”张秋江抓准了方
向。上设备、选原料、筛成品……小麦
收获后，他放手干了起来。虽然石磨面
粉一小时 40公斤的产量与电磨 1小时
3000公斤相差甚远，但他还是忙得不亦
乐乎。“石磨一分钟 40转，温度升高不
了，小麦的筋道、营养不会被破坏，慢
工才能出细活。”

如今，园区石磨面粉制作的馒头在
献县县城供不应求，成了名副其实的香
饽饽。

原生态产品，源头还要追溯到生态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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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肥还田种地，粮
食肯定长得好，加工的饽饽更香。销售
市场打开了，到时候还能反向带动种
植、加工。”张秋江计划打造一条绿色
产业链，“以粪污清掏和秸秆利用为基
础，在园区核心区发展绿色种植，为农
产品加工提供更多优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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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管理
种出千亩千斤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抢时收割、晾晒入仓，
是夏收季节农户们冲刺的重
点。走进河间市行别营乡韩
别村，河间子业家庭农场的
麦田却还是一如往常的寂静。

丰收的麦田，好似为大
地铺上了一条金色的地毯。
农场负责人郭伟娜穿梭在

“金毯”间，不时抚摸着齐整
的麦苗。她说，丰收是庄稼
人最幸福的时刻。

“俺这水肥地肥，哪年都
比旁人收得晚些。”说起夏
收，她打开了话匣子。“不
过，前几天专家老师已经给
俺们测完产了，初步估算，
咱这儿亩产能到550公斤。”

郭伟娜的老家在河间市
西九吉乡。6年前，看着农业
也有好盼头，她来到韩别村
流转土地发展大田种植。几
年间，由于肯学好问，郭伟
娜迅速成长为职业农民。她
和丈夫以地为家，管理麦田
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精
心。今年，农场的小麦种植
面积达千亩。千亩地，千斤
田，这份“答卷”，郭伟娜十
分满意。

这几天，虽未收麦，但郭
伟娜也闲不住。除了农技人员
前来测产，周边不少种植户也
来观摩学习，向她取经。

“小麦丰收，离不开每个
环节的用心经营。”千斤田，
正是郭伟娜和丈夫用辛勤汗
水浇灌的硕果。

丰收的准备工作，往往
在播种前就开始了。无论种
啥品种，小麦包衣是必不可
少的。“给小麦包衣，就像给
麦种穿上‘防护服’，有了这
层保护膜，麦苗可以长得更
健康。”为此，每年她都要精
选优质包衣剂，仅此一项，
每亩地种植成本就要增加 10
余元钱。

“种子处理是有效预防及
控制土传病害、种传病害、

地下虫害等危害的关键措
施。大田种植，讲究预防大
于治疗，种子基础做好了，
长出的苗壮，少生病。今
年，我们就比别人少打了一
遍控虫药。”郭伟娜介绍道。

除了播前准备，播种及
后期同样马虎不得。

整地要精细，造墒要均
匀。郭伟娜心细，整地前，
她没少嘱咐工人，确定每亩
地撒肥均匀才放心。每天
查、仔细看，地头地边都不
放过。也因此，她种的 1000
亩地，没有坑洼地。无旱涝
之分，庄稼长得十分齐整。

播种要匀速，镇压要整
齐。“镇压，是必要的小麦增
产环节。这样，种子和土壤
结合紧密，长出的苗齐、苗
壮，整体长势才旺。”

对麦田进行“一喷多
防”，同样是确保小麦稳产的
重中之重。“喷除草剂时，俺
就把营养液一起喷了，既治了
草，又能给麦苗加营养。后
期，‘一喷三防’也不能少。
有时候农户们怕麻烦，要不就
是心存侥幸，不喷防麦田，等
到病害来了，再后悔都来不及
了。”郭伟娜说。根据自家苗
情，有时候别人只打一遍，她
还要追加一遍，虽然每亩地投
入因此多了三五十元，但她还
是觉得，为了粮食安全，管理
必须要做到位。

在她的介绍中，每一环
节都有不少种植学问。这两
年，在她的带动下，周边不
少种植大户也加入到了精细
种粮的队伍里。不仅如此，
在种植中，她还将儿子、外
甥女婿等年轻人带动起来。

“通过精细管理，把粮食
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
是我们职业农民最大的追
求。”就恋这把土，痴心做国
粮，丰收季来临，郭伟娜更
忙了，但她心中无比高兴。

一粒麦子种在地里，长
成一个麦穗，一穗的麦粒再
次种下，多次播种多次收
获，数年之后，没人知道最
后能结出多少籽粒。

每年麦收，总能勾起写
点什么的冲动，不礼赞它，
就觉得对不起这厚赐。

前几天，日日上班经过
的麦田，已变成麦茬地。从
去年秋分麦粒下种，到麦苗
冬藏，春日返青，拔节抽
穗，一片金黄，每天从它身
边经过，享受着它的成长。

不知道麦田主人是谁，
在城市边已进行拆迁改造的
小村，为了多得征地补偿，
这片地上树挨树挤在一起，
只有靠近路边这数亩地顽强
而孤傲地种着小麦，我曾数
次猜想它的主人有什么样的
情结。如果单纯算经济账，
麦田主人当列入不会打算盘
之列。但人生决不是只算一
本经济账的，有很多经济之
外的考量，蕴含的是人生大
智慧，就像看得清一粒麦子
种入地里的无限收获一样。

六月最是麦收忙，又收
又种，当季的人们最抓时节
也最辛苦。农民种粮、收
粮，确实不易，故而把粮食
视作生命。

“民以食为天”“一夫不
耕，或受之饥”。《史记》 记

载，汉高祖因一饭之怨，不封
其嫂家侄；淮阴侯以一饭之
恩，报漂母以千金。人在困顿
时，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
饮。记得小时候老辈儿人吃
饭，碗边剩几粒米也要用舌头
舔一舔。笔者上高中时，多数
人家中尚穷，剩菜汤冲了当汤
喝，是那时最习惯的饮食方
式，现在想起来和喝泔水无
异，而彼时最自然不过了。

生活在变好，当今的人
们不再为饥饿而发愁，而是
为不知吃什么可口而发愁，
一些浪费粮食的现象会时不
时地出现在某个场所。每每
看到整盘菜没吃几口就倒
掉，馒头没咬几口就扔掉，
常感心疼。我们赶上了太平
盛世，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
些国家，因战乱、饥荒、瘟
疫，有人在挨饿，对他们来
说，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国家人均耕地面积
小，粮食生产，并非多的吃不
完。除了能种粮的地方充分利
用种上粮，抢抓农时快种粮，
让一粒麦子生出无数粒麦子
外，珍惜粮食，从一粒麦子开
始，用之有度，也是每一个人
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

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一粒麦子
■ 刘彦芹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是一年麦
收时。近日，我市各地小麦陆续成
熟，田野间，联合收割机的“隆
隆”声与农民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流淌着丰收的喜悦。

民以食为天，食以麦为先。这
让人喜悦的金黄，是汗水浇灌的成
果。这一季，各地小麦种植户，有
的通过种养结合，探索绿色生态
农业；有的主打特色，走深加工之
路；还有的不辞辛苦，向科学管理
要产量……他们的探索与坚守，守
住了我们的粮仓，保住了我们的饭
碗。

“看，咱这麦粒多饱满，喝了营养的
麦苗就是不一样。”捧起晾晒的麦粒，杨
叶红脸上满是欣喜。“从沼液还田、播种
到病虫害管理，俺都严格按照牧原制定
的标准进行，每亩地产量 400 多公斤
呢！”

杨叶红是海兴农场四队的种植户，
也是河北海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沼液还
田示范项目的受益者。河北海兴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以发展良种繁育、生猪养殖
为主营业务，近年来，不懈探索粪污无
害化处理，构建起“养殖——沼肥——
生态农业”的循环经济模式，这才有了
盐碱地上麦浪滚滚的丰收景象。

“每年春秋施肥季，我们都会无偿为
农户提供沼液还田服务，目前，已在公
司一分场及二分场周边的6300多亩土地
里铺设了 6.1万米支农管线。”公司环保
后勤部经理刘翠东介绍道。

“有了这些管网，肥水直接就送到俺

家地头，俺们种小麦，再也不用看天吃
饭了。”说起“牧原”的沼液还田项目，
海兴农场六队农户姚宝峰同样赞不绝
口。除了灌溉的便利，让他高兴的还有
沼液自带的营养属性。“沼液里有丰富的
氮磷钾，可以满足作物的生长需求。土
壤喝上沼液，俺就不用再施化肥了，一
亩地还能省下不少钱，你说这是好事
不？”

沼液还田，在种植户心里，就是从
牧原公司的水肥处理中心直供地头那么
简单。但他们不知道，这其中还蕴含着
不少科技密码。

“粪污从养殖单元到沼液还田，要经
过多道环保工艺，耗费多时，无论哪一
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刘翠东娓娓道
来，“公司养殖环节每天可产生200余立
方米粪污，这些粪污先在养殖单元底部
被集中储存，达到饱和值后，再放水冲
至各场地旁的中转池，最后由各中转池

汇总到收集池内。粪污由收集池进入到
治污区后，将通过固液分离机进行固液
分离，分离出的液体再进入到黑膜沼气
池里，再度发酵，成为沼液，到了施肥
季节通过支农管网合理施用于农田。”

在向农户还田前，牧原公司的农技
部门会对沼液的功效进行小区对照实
验，确定还田效果。与此同时，在确定
还田的区域，分点采集土样，邮寄到牧
原集团的检测实验室，精准检测土壤中
养分含量数据。

“除了测土，我们还会精准验测沼液
中的氮磷钾含量，这样，就可以根据土
壤及沼液的营养含量及作物整季成长所
需的养分，测算出一亩地需要的沼液数
量，做到精准配方施肥。”场区农艺师李
海宝介绍道。

还田结束后，公司还选取了18个地
块，持续进行长势追踪，监测麦田出苗
率、分蘖率、株高、亩穗数、穗粒数、

千粒重等，并及时追肥灌溉。
不只如此，由单一还田服务转为科

学种田的引领者，牧原公司在各分场都
打造出 1 块示范田，全程参与农业生
产，为周边农户做起示范。

“在示范地块，我们不仅在播种、
病虫害防治等环节进行科学管理，还尝
试化肥零投入，整季种植只依靠沼液营
养。”李海宝说，场内试验地块连续 3
年使用沼液，不施用化肥，产量并未受
到影响。目前，牧原公司正积极向农户
宣传、推广化肥减量行动。“通过近几
年土壤检测得知，还田地块的微量元
素、腐植酸含量连年增加，沼液对盐碱
地还起到一定的改良作用。”如今，化
肥减投技术已在海兴农场不少农田落
地，每亩实现化肥减施 10公斤，增产
二三十公斤。

营养到地头，麦香沁心田，忙完夏
收，新一轮沼液还田又要开始了。

六月最是麦收忙六月最是麦收忙

““三夏三夏””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收麦靠机器，秸

秆做有机肥，面粉用

石磨……走进献县麸

糠现代农业园区，感

受小麦变成香饽饽的

过程。近几年，通过

发展机械化种植、秸

秆综合利用、农产品

加工，献县麸糠现代

农业园区走出了一条

多产融合的绿色农业

之路。

香饽饽的成长之旅香饽饽的成长之旅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白 玥

营养到地头营养到地头营养到地头 麦香沁心田麦香沁心田麦香沁心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