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秸秆回收，不少农户反馈，小
麦出苗率高了，后期长势也非常好，大
伙儿都愿意让俺们继续收。”在献县麸
糠现代农业园区，提起秸秆回收，献县
秋江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秋江也打
开了话匣子。

张秋江是种地的一把好手，这些
年，他的合作社相继流转、托管了园区
1万多亩土地，一直走在秸秆综合利用
的前列。

“前些年，秸秆都是打碎后还田，
根据我们的种植经验，虽然这样处理省
时，但连年还田，玉米秸秆上的霉菌容
易留存到土壤中，导致冬小麦害病，死
苗率增加。而且秸秆还田后，整地透
气，小麦不抗冻，也会出苗不均。”随
着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对秸秆处理提出
了新要求，2016年，合作社购入茎穗兼
收机，开始为周边养殖场制作黄贮提供
秸秆原料。

“这样一来，一根秸秆，三方受
益。”张秋江说，合作社把秸秆收走，
抵顶服务费，农户一亩地能少花五六十
元收割费。合作社卖秸秆，一公斤一角
四分钱，一亩地能多赚 100多块钱，而

且茎穗兼收将粮食净收率提高3%，能多
收十几公斤粮食。养殖场向合作社收秸
秆，省去了铡草工序，每公斤收购成本
降低了 4毛多钱。如今，在献县麸糠现
代农业园区，小小一根秸秆串起了种养
结合的循环产业链，每年约有6000多吨
秸秆由地头直达养殖场。

秸秆变黄贮，在泊头市利和现代农
业园区，也带动起周边养殖产业的发
展。

“园区里秸秆资源丰富，黄贮饲料
供应充足。养殖户不用去远处买料，能
节省不少运费。养殖的粪便，园区还能
回收，解决了粪污难题。”张猛说，除
了泊头辖区，就连河间、任丘、东光、
南皮等地的养殖户都来这里拉草。“新
上的养殖户，怎么也得有几十家。俺们
也计划新建养殖场，延伸产业链条。”

除了可观的经济和生态效益，秸秆
饲料化应用，同样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效
益。

扩大秸秆收储量，利和合作社还计
划引入玉米秸秆除尘揉丝设备，吸引更
多小农户加入绿色循环农业队伍中，将
零散地块的秸秆也利用起来。“我们统

一收割后，再经过除尘、揉丝等多道工
序，制成干黄贮。这样，还能消除火灾
隐患，减少秸秆燃烧对环境保护的压
力。”进一步探究秸秆黄贮加工工艺，
张猛还计划去吉林考察秸秆蒸汽腐熟设
施，将秸秆制作成鸡、鸭可食的饲料。

海丰现代农业园区示范青贮种植，
同样引来不少小农户学习。青贮机器进
不去小片地块，农户们就联合起来，凑
上一二百亩地共同种青贮。不用自己费
心收割，省下时间，还能到园区打工，
除了一亩地能得 1300多块钱的青贮费，
他们还能再挣一份劳务费。

为进一步将这项惠民种植技术推广
开来，杨孝才这几天在地里忙个不停。

“今年俺们又托管了 2000亩地，计划安
排冬小麦和青贮玉米种植项目。这样，
托管农户除了获得 1000 元保底收入，
我们的土地收益越多，在二次分红时，
农户按比例得到的分红就越多。”

一根小秸秆 多方受其益

周末下午，刘红娜早早就和孩子来
到了村党群服务中心。

“自从俺村的公益课堂开课以来，只
要有时间我就会带孩子听课。坚持听
课，不光孩子学到了知识，我自己也很
受教育。”刘红娜说。

刘红娜是黄骅市官庄乡后吴庄村村
民，她说的公益课堂，是后吴庄村“两
委”今年开办的国学公益课。课堂上，
家长与孩子同读一本书，共上一堂课，
学习氛围十分浓厚。老师讲解生动细
致，大家学习热情高涨，积极与老师互
动，踊跃回答问题。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数十位村民前
来学习。年长的已过六旬，年龄小的刚
满 7岁，现在孩子们已经学完了《三字
经》，正在学习《大学》。”后吴庄村党支
部书记蔡华明说。

蔡华明是一位“90后”，一直热衷于
国学文化学习。今年后吴庄村“两委”
换届，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后，他
首先想到的，是进行村庄精神文明建设。

“我的老师热衷国学文化传播，我看
到她在朋友圈经常分享国学文化，受益
匪浅。就想到在村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时，把国学搬到课堂，让仁、义、礼、
智、信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
心中扎根。”说干就干，今年 5月，他当
即行动起来。一方面，联系老师，不远
几十公里接来村里授课；另一方面，发
动群众，在周末闲暇时参与到公益课堂
中，体验国学文化的内涵。

“上了一段课后，带着孩子学习的家
长比平时更多了，针对这种情况，老师
还为家长与孩子们专门设计了传统礼仪
知识课程，拉近孩子与家长的关系，让
尊老爱幼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孩子心
中生根发芽。”蔡华明说。

以公益课堂为根据地，蔡华明还播
放动画视频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
充分了解个人水上安全注意事项及溺水
事件中自救互救的方法。

短短 4个多月，后吴庄的公益课堂
已开展了十几期。在传统文化的浸润

下，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在无形中改
善。

“别的不说，现在上课，大家都比
着谁早到，再也没有以前拖拉懒散的
影子了。村里有啥事，也都积极响
应，众人拧成了一股绳。”蔡华明说，
国学公益课不仅让村民们学到了知
识，还为后吴庄村吹来了文明村风。

“今后，这项活动会一直办下去，让基
层公益课堂成为俺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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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镇压机火热上市

走进位于吴桥经济开发
区的吴桥琪业农机生产公
司，负责人陈彦增正穿梭在
排排农机间，一一仔细检查。

“现在不少地方在播种冬
小麦，正是用机子的时候。”
随着秋播作业的开展，他们
的农机订单连连增加。

拖拉机式机身，车头前
装载着一排车轮，车尾部还
安装着一排钢链……车间生
产的农机，都是这个样式。
左看右看，既没有深松刀
头，也没有播种仓，记者想
不明白，它在秋播时干啥用？

“这是麦田镇压机。”陈
彦增揭晓答案。

他说，镇压是冬小麦管
理中不可缺少的一步。“麦田
镇压，可以压实土壤，起到
保墒作用，为小麦后续生长
提供动力。镇压后，小麦的
根系与土壤‘深度’接触，
根系扎得越深，小麦抗寒能

力就越好，更利于安全越
冬。”

不过，这些年，这项管
理在生产中却总被忽视。

“以前，人们都用牲口拉
着滚子镇压。但是这些年，机
械化流行，人们不喂牲口了，
再加上没有专用农机，就没人
干这活儿了。”省去这一步，
影响却不小。尤其是播种机从
地里走过，轧出轮胎沟，不仅
影响出苗，浇水也不均匀，让
种植大户颇为头疼。

看到这个问题， 2013
年，陈彦增做起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他画图纸，找配
件，做试验，这才有了眼前
的麦田镇压机。

“有了这机械，1天就能
压 150 亩地，镇压效果明
显，小麦亩产能提升75公斤
至100公斤。”现在，这里的
镇压机畅销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等地。

◆ 揽5项专利 定行业标准

听他一说，记者明白
了，前排的轮胎作用与压路
机的钢轮相似，正是在承担
压实土壤的重任。

“那一排像帘子似的钢
链，是干啥用的？”

“镇压机，还有一个任
务，就是保持地面的平整
度。这一排钢链，可以摊平
高地，疏松土壤。土壤上松
下实，减少水分蒸发，更有
利于小麦生长。”

实践出真知。为了让镇
压机能更好服务种植，这些
年，陈彦增不断进行创新，
已研发了6代机器。

一开始，他回收废旧轮
胎使用，可空心轮胎易被扎
破，镇压强度、压力和面积
也有待提升。他又特意定制
了实心轮胎。考虑到工作效
率，他还把1.4米的车距改成
了和播种宽度一样的1.7米。

一代和二代使用手扶拖
拉机，不太适合旱地操作习
惯，陈彦增又改成了方向盘
式操作；第三、第四代机器
把驱动轮改到后面，不容易

打滑、空转，转向灵活。加
入了升降轮，镇压宽度最小
是 1.7 米，最宽能加到 2.2
米，还增加链条设计；考虑
作业要兼顾小地块，五代、
六代机器，又改为前驱动、
前转向作业，这样转弯半径
小，机器转弯更省力，操作
更灵活……在不断创新中，
这款机器还揽获了 5项实用
新型专利。

别看生产车间并不起
眼，可在同行业中，却是
佼佼者。尤其是麦田镇压
机在各类农机中尚属“小
众”，行业生产一直没有标
准。“琪业”的研发走在前
列，省农机总站还以他们
的生产标准为参考，起草
行业标准。届时，各品类
镇压机要上市销售，都要
向“琪业”看齐。

“现在，我们已通过省级
部门的专项鉴定，下一步，
将申请进入农机推广目录。
到时候农户们再购机，就能
享受30%的优惠了。”陈彦增
满心期待。

◆ 创“小众农机”解生产难题

陈彦增对农机钻研的痴
迷，引起了中国农业大学专
家们的关注。

在麦田镇压机的研发过
程中，专家就经常给他技术
指导。他这里，也因此成为
中国农业大学的试验基地。
教授们理论知识水平深厚，
提出各种农机设计方案。陈
彦增则在实际生产中，对设
计上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
进、试验。农机农艺相结
合，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
也定期来公司参观学习。

秋高气爽，吴桥县于集
镇湾西王村的试验地里，一
台农机正欢快“啃食”着玉
米秸秆。这是他们近两年一
直在合作研发的玉米秸秆深
埋机。

“以往秸秆还田，就是收
割时将秸秆粉碎，混到土壤
里就完了。而秸秆深埋，则
是将玉米秸秆粉碎，全部收
集起来深埋到地下三四十厘
米的地方，平整压实。”陈彦
增说，这样一来，秸秆少
了，土壤也紧实，小麦越冬
更安全。三四十公分的埋藏
深度，也不影响播种及小麦

出苗率。被埋藏在地下的玉
米秸秆，经过一年，可腐烂
成有机质。

小麦锄划机，也是他正
在改进的“小众农机”之
一。“以前人们种地，浇完小
麦，都用挠子锄划，增加土
壤温度，保水、保墒。发明
锄划机，就是为了在冬春浇
水后，锄划土壤，减少裂
缝，为小麦提供更优生长环
境。”

这些年，陈彦增花费的
机 器 改 进 费 达 二 三 十 万
元，但他却并不心疼。“事
实证明，我们的创新，是
能帮助农户们多打粮，在
土里刨食也能过上好日子
的。尤其是现在粮食安全
备受关注，我也种了几百
亩地，更加责无旁贷。以
后，我们要研发更多帮助
生产的现代农机，让种田
更方便、高效。”

作为湾西王村党支部书
记，下一步，陈彦增计划和
中国农业大学吴桥实验站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指导村民
掌握科学种田技术，助更多
人走上致富道路。

“没问题，今年你家那片地俺们免
费收，棒子归你，秸秆俺们拉回来。”
泊头利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
张猛正打电话联系业务。马上要到玉
米收获期，不少农户提前与他订下了
秸秆收储订单。

泊头利和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泊头
市利和现代农业园区的主要经营主
体。以大田种植、粮食加工为主营业
务，合作社流转了寺门村镇5000余亩
土地，自家秸秆的处理任务就不小，
为何还要再向外收储？

“玉米秸秆含有蛋白质、粗纤维及
微量元素，是宝贵的农业资源。随着粮
食生产不断发展，各地秸秆产量逐渐增
加，但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不少农户选
择将秸秆还田，不仅浪费了资源，秸秆
若带病菌，还影响下一茬种植。”一边
是亟待解决的秸秆去向问题，另一边，
张猛了解到，由于禁牧政策，西北牧区
对黄贮饲料的需求量连年增加。为此，
去年秋收后，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购秸
秆制作黄贮，变废为宝，提升农业价
值。

为了扩大收储量，合作社特意购入
了茎穗兼收机，去其他合作社和农户地
里，提供免费收割业务。“机器一趟跑
下来，既能收玉米，也能就地将秸秆收
割、粉碎，玉米归农户，秸秆由我们运
回窖里，堆积发酵，这样一来，秸秆回
收更加便捷。”去年，1.5万余亩地，他
们收来了1.24万吨玉米秸秆。

随他走进合作社的黄贮生产基地，
几个窖坑映入眼帘。窖边，零星散落着
已有些腐烂、散发着酸香的秸秆碎屑。

“如果把秸秆直接喂给牲畜吃，适口性
差、不好消化，动物也不爱吃。将秸秆
加工成黄贮后，就不一样了，不仅可以
提升营养价值，增强适口性，还能促进
消化吸收。”

发酵 40余天后，经拉伸膜包裹，
黄贮饲料就被打包成一个个圆柱体，俗
称“罐头饲料”。这样处理的新鲜秸秆
能保存多时，运送到养殖基地，是备受
牛羊喜爱的饲料。

“黄贮饲料每吨净赚 40元，现在
主要销往内蒙古、山西等地，供不应
求。”张猛说，把秸秆这个“废物”利
用起来，每亩地效益能提升 120元。
看中黄贮饲料的广阔市场，今年他们
还计划将收储加工能力提升到3万吨。

秸秆变黄贮 酸香惹牛爱 青贮效益好 农户笑意多

连日来，东光县海丰现代农业园区
的玉米收割现场，数台大型收割机开足
马力，在玉米地里来回穿梭。只听咔咔
声响，3米余高的玉米秸秆被卷入粉碎
装置中，拉运车紧随其后。这些经过粉
碎的秸秆，将会运往山东的奶牛养殖
场，成为奶牛越冬的“营养餐”。

“这是俺们种植的青贮玉米，别看
比一般玉米还要高些，但是管理简单，
也不用自己收割，比种植普通玉米方便
多了。”现场负责人杨孝才介绍道。

海丰现代农业园区位于东光县大单
镇，由海丰农业有限公司主导运营，以
粮食种植、加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现已
建成3000多亩标准化粮食基地。海丰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孝才原从事工商
业，习惯了精打细算，转向农业种植，
算盘更是打得响亮，种植青贮玉米，就
是其一。

他说，玉米用作青贮，需在玉米蜡熟

期收割，将玉米穗连同秸秆整株切碎，这
样产出的饲料质地软、养分足，尤其是其
含有的粗纤维和蛋白质是奶牛日常饲料配
备的必需品之一。为此，山东的奶牛养殖
场与他们进行了订单式收购合作。

“以前我们种玉米，从收割、脱
粒、晾晒到储存，哪一项都费时费力，
还得花钱，成本无形中就增加了，要把
粮食变现也需要较长时间。种植青贮玉
米，就省事儿多了。收获时，由养殖场
派车收割，收完直接运走，所有工序全
部省去，节约了不少成本，而且饲料到
养殖场后就能拿到钱。”看着热闹的收
获场面，杨孝才满是笑意。

算起效益，他头脑清晰。“一亩地
产 3吨青贮，每吨市场价约 450元，亩
收益在1350元。收割、烘干、晾晒及运

输等环节还能省下 100来块钱费用。就
算这两年籽粒价格连连上涨，还是种植
青贮更省心省力。”

因要趁着新鲜收割，对玉米干物质
的要求较低，所以收割时间比普通玉米
还要早些。

“俺们种了 2000亩地，基本四五天
就能收完。”这样，9月底时，他们就可
以造墒，安排冬小麦种植。由于播种时
间早，一亩地只要 15 至 25 公斤小麦
种子，播种量降低，每亩地无形中又节
省了十几元钱。早播的小麦，分蘖力
强，苗旺，过冬时也增强了抵抗力，无
论是出苗率还是苗情都很优越。

一季青贮玉米，一季早播小麦，海
丰现代农业园区在大田种植上就形成了
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