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果还得会“吆喝”

点开李会响的快手视频，满目青
翠间，几名游客正拿着梨子吃得热
闹，让手机屏幕前的观众，都垂涎欲
滴，忍不住留言：“还有吗？明天想
去呢。”

一条视频， 54 个赞， 35 条留
言，李会响玩着、笑着就把果园宣传
出去了。每天，他都要拍上几个视
频，在朋友圈里刷刷“存在感”。

“酒香还怕巷子深呢，更何况咱

这没有那么大香气的果品。要我说，
会种果，还得会‘吆喝’。不过现在
这‘吆喝’，可不是走街串巷那老办
法了。互联网那么发达，动动手指，
别说咱农场周边了，就连石家庄、北
京的，都知道咱农场。”看到视频，
顾客纷纷找他买水果，名气顺着网络
就打出去了。

不过，他这“吆喝”可不是等到
果品要熟了才喊的。

“俺就在果园待着，平常没事，
就拍视频，冬天修剪整形能拍，春天
园子开花必拍，夏天割草除草得拍，
反正只要有空，就拿起手机拍。大伙
儿看到咱种植管理的全过程，对咱园
子的信任度就有了。买上一回果，回
家一尝，基本就成了忠实顾客。”他
的算盘打得真响。

不光如此，遇到热情留言的，他
还积极互动，顺道圈上一拨“粉

儿”，结识了不少素未谋面的朋友。
玩转网络销售，李会响还学会了

“饥饿营销”。
他这儿的种植面积只有 50 亩

地，由于绿色种植，产量还有限。不
少人吃完了，再想买也没有了，只能
等到第二年，果子成熟前，追着他下
单。

“这不，去年尝到俺家西梅的顾
客，进了8月就一直问我，到底啥时
候能吃上果。”看来，9月，这里的
果品又要火爆朋友圈。

饶是采摘时间只有几天，在采摘
期尾声时，李会响都要留下几棵树上
的果，免费赠给前来游玩的顾客品
尝。

 草窝窝里结果果 “砖家”种植有想法

“一天就清园了，想吃梨的，再
约吧。”早晨开园，当天晚上，李会
响就打出了闭园广告。没想到，草窝
窝里长出的梨，能这么受欢迎。

熟悉李会响的人知道，从 2016
年开始搞种植，他不过在地里摸爬滚
打了5年，时间尚浅。不少人也都纳
闷，为啥李会响这么“胡闹”，果园
还能经营得红红火火呢？

“搞种植，得有自己的想法，哪
能人家说啥，就是啥。”这是李会响
这些年摸索出的经验。在打造采摘园
之初，考虑种植品种时，他就没有盲
目跟风。

“那时，不少人都建议俺种桃，
品种也挺新。可俺一打听，这家种了
几百亩，那家栽了几千亩。种的人多
了，咱搞采摘还有啥新意？”他四处
考察，最终引来了西梅、红色之爱苹
果、玉露香梨这样的稀罕货。“咱这
周边没有种西梅的，红色之爱苹果，

大伙儿更是连听都没听过。这种苹果
不光皮红，果肉都是红的，谁看都新
鲜。”

不过，种“新鲜”也不能盲听盲
信。软籽石榴，就是他初期听建议引
入的几个新品之一。没想到，怀着期
盼种下，当年冬天，就遭遇了低温冻
害，全军覆没。

“后来再考察品种，耐寒性就是
我们的首选。就算它再新奇，不抗
寒，卖到天价，俺也不能种。”考虑
到目前农场的采摘期只有7月底到10
月底，今年，他还计划引种俄罗斯 8
号樱桃，优化品种，将采摘期提前到
6月。

在种植方式上，更要有自己的
想法。别看现在他搞果园生草，2018
年，他还学着技术，在果园铺防草布
防草。结果，不仅白白花了钱，还闹
得土壤高温盐碱，适得其反。

走自己的种植道路，李会响还是

有机肥的忠实用户，每年，他都要去
青县寻觅粪肥，腐熟好了，再施回地
里。

“人们都觉得化肥有劲儿，可那
哪有持续性？反而是咱这有机粪肥，
能慢慢养地，不断给果树提供营
养。”盛夏，狂风刮断了碗口粗的杨
树，但他这儿不仅果树坚挺，就连落
果也微乎其微。同一时间，有的农户
家落果量达到了近千斤。这样一对
比，李会响找到了原因，看来是农家
肥和果园生草发挥了效力。

与同行间交流，李会响也总是
念叨：“生产中，大伙儿都应该有
自己的观点，不能对啥技术都盲听
盲从。”正因为总直言不讳给人

“拍砖”，他还落下了“砖家”的称
号。对此，他也是自嘲着一笑而
过。毕竟，这些年体会到搞农业的
不易，他比谁都希望大伙儿能少走
弯路。

从河间黎民居乡赵召庄村聚祥源
家庭农场的地边走过，放眼望去，树
下杂草绿油油一片。如果不是地里种
的果树枝繁叶茂，还以为这片地块撂
荒了呢。

赵召庄的村民经过，不由地感
叹：“我说啥吧，别看李会响做买卖在
行，种地是真不行。你看这地里都荒
成啥样了？这样能有好果子吗？”

农场负责人李会响却不以为然，
甚至最近果园的梨子成熟，他还打出
了这样的广告——“草窝窝里长出的
梨子。”

“你们别担心草和树争营养，它俩
吸收的养分根本不在一个土层上。这
杂草不仅不会影响果树，还能促进它
生长哩。”李会响笑着解密。

原来，这是李会响别具匠心的管
理模式，美其名曰“果园生草模式”。

“果园生草，并不是让树下长上
草，就不管了。等到这些草长到一定
高度时，再用机械除草。几个月后，
割落的草腐烂在地里，就成了天然的
有机肥。”在他看来，这些杂草是增强
果园有机质的好帮手。为此，他特意
买了3种割草机，有清理树行的、清理
树垄的，还有人工割草的。三法齐下，
将这些杂草修剪得跟草皮一样漂亮。

不仅如此，地里有草，就有草
荫，夏天地温可以低上几摄氏度。冬
天，草甸还是土地的“棉被”，地温可
以提高几摄氏度。正是这几摄氏度的
差距，就能决定农业的丰收。

“种草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呐。你看，
俺这一片大‘草原’，台风‘烟花’来
了，俺们这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园子里
却几乎没有明水。水去哪儿啦？全都顺
着草根走到地下啦。”原来，园里穿上

“绿皮肤”，草根就像是土壤的毛细血
管，将地表的水全都运送到地下涵养起
来了。

除了排水，小草还能供水。“一般
大田作物，一季需要浇水 6次，种草
后，俺最多浇 3次。而且还是隔行浇
水，大大降低了成本。”

““经营农业经营农业，，得有自己的想得有自己的想

法法。”。”从手机销售转向农业种从手机销售转向农业种

植植，，河间农民李会响从零学起河间农民李会响从零学起，，

交了不少交了不少““学费学费””后后，，取得了这取得了这

个宝贵经验个宝贵经验。。这几年这几年，，任凭别人任凭别人

如何评说如何评说，，他只走自己的路他只走自己的路，，不不

仅特立独行在草窝窝里搞种植仅特立独行在草窝窝里搞种植，，

还引进了西梅还引进了西梅、、红色之爱苹果等红色之爱苹果等

稀罕品种稀罕品种，，更大胆尝试更大胆尝试，，在线上在线上

吆喝卖果吆喝卖果，，把几十亩果园经营得把几十亩果园经营得

红红火火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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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村荷塘牛村荷塘牛村荷塘
绽放美丽经济绽放美丽经济绽放美丽经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崔晓萌 陈子康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
处小船通。”清晨，缕缕阳光穿
透云层，照在任丘市北辛庄镇牛
村的荷塘里，一朵朵粉白荷花娇
嫩绽放，好似一幅画。田田荷叶
间，不时有鱼儿欢快游过，又让
这份宁静多了几分活力。

“太美了，你看这荷花多
漂亮，谁能想到不出村就能看
见这美景，跟去公园有吗区
别？”不时有村民从荷塘边经
过，留下一片赞美声。观览兴
起，不少人还掏出手机，有的
喜欢拍照，将这美景永久定
格，有的喜欢录像，配上音
乐，做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
邀请云端好友一起赏荷。

不忙时，牛村党支部书记
孟增奎也喜欢到荷塘边走一
走。习习微风，田田荷塘，别
人看美景，他看到的，是希望。

“种下这片荷塘，不仅是将
坑塘盘活了，更为咱牛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引来了‘活水’。”孟
增奎眼中满是笑意。

他说，原来的牛村是个远
近皆知的落后村，前两年，在
北辛庄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
住环境好了，出行也方便了，
美中不足的，就是缺少游乐场
所 ， 村 集 体 经 济 还 有 待 发
展。”这两年，牛村“两委”
一直在琢磨村庄的出路，最
终，将目光落到了村南的大片
坑塘上。

不同于其他地方几亩、十
几亩的种植面积，牛村的荷塘
近1400亩。别看原来这里并没
有荷花种植基础，荷花种上，
成活率却不低。

“俺们这片坑塘通过干渠与
白洋淀相通，夏季白洋淀排
涝，正好能为塘里补水，水源
好。种植前，我们也到山东多
地考察，还请来技术专家多次
给咱这坑塘测土，确定适合种
荷。”孟增奎介绍道。在北辛庄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今年
年初，他们多方筹措资金，迈

出了发展美丽经济的第一步。
漫步池边，细细观赏，这

才发现塘里的“住户”还不只
一家。

“那边是睡莲，有四五百
亩，这个品种花期长，能开到
10月初，主要以观赏为主。剩
下的 900多亩，是荷花，主要
是为了出藕和莲子，做深加工
用。”孟增奎介绍道。他说，
选择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植方
向，正是为了观光旅游+加工
产业两条腿走路，让集体经济
多渠道增收。

观光旅游，引来的是人气。
“以后游客多了，闲适在家的村
民可以做个小生意，开个农家
院，推出‘荷花餐’农家乐，不
但让游客来了有荷花看，还要让
他们吃到以荷为原材料的美食，
让荷花池变成生态园，带动不能
出去打工的村民也走上致富
路。”下一步，牛村还将修建观
景亭、步行街等基础设施，进一
步优化休闲环境。

发展加工产业，着力点也
不少。

“莲藕，既能走鲜货，也
能卖藕片。今年第一年种植，
产量差不多在4000公斤，卖鲜
食的话，一公斤能卖到 6 块
钱。要想价格再高些，可以等
春节前再挖藕，效益更好。还
能做莲藕脆，打好包装，放上
调 料 包 ， 就 成 了 休 闲 小 食
品。”不仅如此，他们还联系
四川的炒茶师傅，买来制茶工
具，计划将荷叶利用起来，制
成荷叶茶，又是另一笔收入。

探索鱼荷共生立体循环农
业，他们还在塘里撒上了不少
鲫鱼苗，不仅成了塘里的另一
道风景，还兼具经济价值。

“通过荷花种植、莲藕采
摘和藕鱼混养，每亩地收益能
比大田种植高两三倍。”实现
农业增效、帮助农民增收，探
索集休闲农业、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明年牛村还
要再种植 800亩荷塘，将美丽
经济产业化发展。

我市绿色飞防我市绿色飞防我市绿色飞防181818万亩玉米万亩玉米万亩玉米
项目区预计节本增效项目区预计节本增效1010%%以上以上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
崔霞 杨路） 日前，吴桥县何庄乡
王坊村上空，回响着直升飞机的轰
鸣声，我市 2021年度粮油（玉米）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第一轮飞防
作业正有序进行。

作为黑龙港流域粮食主产区，
吴桥县玉米播种面积相对集中连
片，项目易实施、易推广，因此获
批成为我省2021年度玉米绿色高质
高效行动项目的两个县之一，也是
我市唯一一个实施这一项目的县
市，实施面积达18万亩。

借助先进的飞防技术，项目不
仅可大大节约药剂使用量和用水
量，还能有效解决因作物高大不
易人工喷药的难题，一周内即可
完成 18万亩地的喷施。此外，项
目选用的生物制剂农药绿色环

保，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对农副
产品无残留，且害虫不易产生抗
性；喷施的叶面肥易飞防、易吸
收；植物精油具有抗蒸发、促沉
降、促附着、耐冲刷的特性，可
有效提高喷施效能。

“项目在我县8个乡镇的123个
村庄和百亩以上种植大户成片推
进。按照项目要求，结合吴桥实
际，我局通过喷施预防褐斑病等
病害的生物杀菌剂、防治玉米螟
虫及蚜虫等害虫的杀虫剂和氮肥
后移补肥为主的综合统防统治，
实现一喷多效。项目实施后，能
达到玉米中后期病虫统治，防止
脱肥、保叶壮秆、促进穗分化，
可促进玉米后期灌浆、果实饱
满、增粒重，助力粮食稳产保供
和提质增效，实现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吴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王四龙介绍。

9月 7日前，该项目将完成两
轮飞防，项目区预计平均单产比非

项目区可增长 10%以上，节本增效
10%以上。通过推行控水、补肥、
减药技术，化肥利用率明显高于非
项目区。

日前，吴桥县沟店铺乡前都
墨王村的文化中心人来人往。村
民们进进出出，脸上洋溢着笑
容。

“跟金丰公社签了约，俺家
的地就有‘保姆’管了，地不荒
着，俺还能有收入，你说能不高
兴嘛。”村民王炳振快人快语。

王炳振今年73岁，他两个儿
子在外打工，种地是他最头疼的
事。“以后俺就可以放心在家养
老，孩子们也可以安心在外挣
钱，一举两得。”

在前都墨王村，跟王炳振想
法一样的村民还不少，他们相继
与吴桥金丰公社签约，把自己的
农田交给“田保姆”，乐呵呵当
上了“甩手掌柜”。

“就像老年人进托老中心一
样，农户把土地以托管的形式交
给我们金丰公社，仍然保留自己
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我们
则派专人为农户提供整地、播
种、施肥、打药、收割、运输、
收储、销售等精细化的托管服
务。”吴桥金丰公社负责人林泉
河介绍道。

他说，吴桥金丰公社是吴桥
首家大型现代化土地托管公司，

以“聚资源、建网络、做服务”
为抓手，通过整合农资、农机
具、农业科技、金融服务等优质
资源，提供“保姆式”全托管或

“菜单式”多环节托管服务。这
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种
不了田、年轻人不愿种田”的问
题，还能实现每亩农田多产 100
公斤多赚200元的目标。

“农户把土地托管以后可以
达到四赢效果。一是变小农模式
为连片机械化耕作，实施良种作
业，提高粮食产量，扛稳粮食安
全责任。其二，土地托管后，农
户每亩地每年能得 800元钱保底
收入，年底还能二次分红。从土
地里解放出来了，可以务工或做
其他产业，多渠道增加收入。其
三，我们采用‘公司+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部
分收入留给村集体，有效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其四，规模化生
产，有效带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产
业支撑。”林泉河分析。

目前，前都墨王村 120余户
600多亩土地已与金丰公社签订
土地托管协议，基本实现了整村
托管。

雇雇““田保姆田保姆”” 赚赚““轻松钱轻松钱””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耐岗

“““草草草窝窝窝”””里种果里种果里种果 手机上手机上手机上“““吆喝吆喝吆喝”””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