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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约村的嬗变前王约村的嬗变前王约村的嬗变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陈子康陈子康 刘刘 宽宽

试种西兰花试种西兰花试种西兰花 开辟致富路开辟致富路开辟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左金花

一张方田图一张方田图一张方田图 四代种粮梦四代种粮梦四代种粮梦
■■ 本报记者 刘彦芹 张梦鹤 祁 洁

献县麸糠现代农业园里献县麸糠现代农业园里，，金灿灿的玉米金灿灿的玉米，，在方形粮囤里站成一堵堵厚重的墙在方形粮囤里站成一堵堵厚重的墙。。在张秋江眼里在张秋江眼里，，那就那就
是小邵寺村现实版的方田图是小邵寺村现实版的方田图。。

张秋江的同龄人张秋江的同龄人，，有打工的有打工的，，有经商的有经商的，，他却专心种田他却专心种田，，几十年几十年““死磕死磕”，”，成了远近闻名的职业农成了远近闻名的职业农
民民。。是什么力量让张秋江一生难舍大田是什么力量让张秋江一生难舍大田，，甚至让自己的儿子还继续种地当农民甚至让自己的儿子还继续种地当农民？？

入冬，任丘市于村乡前王约村的地头，播
种机依然跑得欢。一粒粒麦种蹦跳着投入大地
的怀抱，种植户刘其彬脸上的神色轻松不少。

“前段时间涝得厉害，积水得有半米多
深。多亏咱村上及时帮俺们排涝，要不入冬前
小麦哪能顺利下种。”看着晒干的地块，刘其
彬感叹不少。“今年俺村换届，增旺上任，给
村里可办了不少实事。”

“对，增旺可给俺村带来不少新气象。”在
前王约村，和刘其彬一样想法的村民还不少。

他们口中的增旺，是前王约村现任党支
部书记刘增旺。别看今年 3月刘增旺才接过
这管家的担子，但对村民们来说，他并不陌
生。

2011年至今，刘增旺每年为于村小学及幼
儿园捐资助教1万元；2014年，他出资80余万
元建设于村第一小学的周边道路，让孩子们上
学不再难；2015年，他发起成立任丘市第一支
慈善基金，首期投入 20多万元，并号召他公
司的员工捐款，为贫困家庭的癌症患者提供医
疗费；2016年至今的各种捐款不计其数……在
大伙儿眼中，刘增旺是个知感恩、有担当的青
年企业家。

正因如此，今年前王约村换届，为全村人
寻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不光于村乡党
委、政府想到了刘增旺，就连村民们都高票赞
成。大伙儿都盼着，落后的前王约村，能在刘
增旺的带领下重焕生机。

原来，在 2015年前，前王约村是远近闻
名的五星红旗村。但换届后，工作逐步下滑。
到2018年换届，成了两星后进村。

“村里发展不好，受伤的是老百姓。”刘增
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前王约村有 700多
户，2700多人，管村的任务不轻。接过担子，
他想法朴实：“村里局面扭转，老百姓都跟着
沾光。”

刚上任时，村“两委”后院的杂草一人多
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刘增旺有了想法：

“这是咱前王约的‘脸面’，过好全村的日子，
咱先把脸洗干净。”清理杂草、更换窗户、装
修室内……他个人垫付了 30余万元，将前王
约村党组织的“堡垒”进行修缮，建设了标准
化党群服务中心。

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急。一位村民负责
村里护河工作，由村“两委”每月支付工资
1800元。可前王约村集体资金不足，时有开不
出工资的情况。刘增旺上任后，首先给这位村
民吃下定心丸——每个月，先由他的公司垫付
这份工资。

老宅基地翻新，也是困扰村民们的难题之
一。过去，有村民借着翻新住宅的机会，向外
扩展宅基，引发矛盾不少。因此，这些年前王
约村的宅基翻新按下了暂停键。但人们对生活
条件要求高了，老房子又不能满足生活需求。
为此，刘增旺上任后，按照上级政策，制定了
老宅翻新的统一标准，和每一户都签下翻新承
诺书，由村民们承诺不外占一分一毫，将积压
多年的问题公平化解，维护了前王约村和谐稳
定。

灌溉时节，前王约村 9个扬水点的变压
器却丢了。“浇不上水，天再旱下去，庄稼
可怎么办？”地头上，农户们急得不行。“去
我厂子支钱，赶紧去买变压器和抽水泵，别
耽误了大伙儿浇地。”刘增旺赶到地头，当
即拍板，买来灌溉水泵，解了村民们的燃眉
之急。

“要想让村子有长足发展，仅靠一个人
的力量哪够？得把想干事的人都调动起来，
共建共享，村子才能持续向好。”向多地村
党支部书记学习后，刘增旺的思路渐渐打
开。他先是找来村中有威望的老干部组成调
解委员会，让前王约村的大矛盾小问题，在
调解室里化于无形。又探索施行预备党员

“1+N”的党建新模式，由预备党员与入党积
极分子抱团“成长”，成立志愿服务队，在
村中巡逻、服务，发现问题随时解决。这样
一来，大大促进了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的积极性，现在大家都争着抢着为村庄发展
贡献力量。

在前王约村，刘增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
源源不断地为村里输入嬗变的动力。

最近，他的办公桌上又多了份规划图，这
是他特意找设计院规划的村庄建设图。

“经过多半年努力，俺村和谐、稳定了，
村‘两委’干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接下来，
我们还要让村容村貌大变样，硬化主路、绿化
街道、修建花园、改造坑塘，哪一项都少不
了。今年的目标，是让俺村重新获得五星红旗
村。”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刘增旺与前王约
村的故事，还将更加精彩。

初冬，气温骤降，农田掉入萧
寂模式。在泊头市四营乡孟付郜
村，米多多家庭农场的地头上却一
派繁忙。连片西兰花在田间“绽
放”，如同一片绿色海洋。数十名
工人正铆足干劲，采摘、选花、搬
运……将一朵朵“致富花”装车运
走。

“俺们第一年试种，怎么样，
长得不错吧？你看，这花球多饱
满，一个就能长到 1斤多。”农场
负责人孟凡雷笑着展示。

他说，这一茬西兰花已经收了
10多天，刚上市时一公斤能卖到8
块钱，现在就算行情回落，一公斤
4块钱，效益也不错。现在他们已
卖了20多万元的西兰花，刨去8万
多元的成本，纯收入达到了 10多
万元。

“春一茬、秋一茬，俺们基本

摸清技术了，明年就能推广种植，
带着更多人种花致富。”终于找到
方向，孟凡雷很是振奋。

原来，除了经营农场，他还是
孟付郜村党支部书记。这些年，一
直在探索特色种植，想带领村民在
田里致富。

“普通果蔬，种植要建棚，投
入不小。西兰花在大田种，生长周
期短，效益也不错，而且周边种得
少，市场竞争小。”今年春天，他
和村委会副主任孟令森、村委员张
晓娜、村委员马福河等人考察了几
个蔬菜基地后决定，每人拿出1万
元，试种西兰花，率先找经验。

“西兰花对生长温度要求高，
它的种植地带随气温及月份变化不
断北移。咱沧州的西兰花在 5月、
6月、10月、11月都能上市，正好
填补空白市场。”孟凡雷说，西兰

花不仅市场认可度高，且病虫害少
好管理。“献县有个公司种西兰花
年头长，我们也不怕辛苦，有不懂
的就开车去看去学，管理上没遇到
啥难题。”

3月栽苗，5月底收获，头一
茬虽就试种了 20亩地，但西兰花
长势良好，每亩地纯收入 3000多
元，大大鼓舞了他们。

“试验证明，只要不发生天灾
人祸，水肥和管理跟上，咱们这儿
还是比较适合种西兰花的。”让他
们觉得省心的，还有西兰花的销
路。由于和献县的农业公司合作订
单种植，该公司除了提供种肥和技
术指导，还负责回收。“还有一部
分我们走到学校、单位食堂，现在
不愁销。”

看到西兰花里的致富潜力，今
年秋茬，又有两位村民加入到了种

植队伍，孟付郜村西兰花种植面积
扩大到了50多亩地。

西兰花种植，也为闲适在家的
村民开辟了一条收入渠道。由于植
保、摘花都需要人工，种植季用工
多时，每天要雇30多名村民。

“平常俺就在村里干点散活
儿，一个月收入六七百元。西兰花
丰收，俺跟着采花、装花，一天能
挣到 120元，忙上一个月，就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了。”脱贫户孟庆圆
说。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引进优

良品种，俺村已蹚出一条创新发展
的农业新路，现在，不管是种花的
农户，还是来打工的村民，收入都
显著提升。”孟凡雷说，发挥党员
的带头示范作用，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明年他们要将西兰花种
植面积扩大到 100亩，让兴旺的农
业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走进献县麸糠现代农业园，办
公室迎门桌上，有一幅精心装裱的

“画”，仔细看，却是一张绘制简
单、有些破旧的图。张秋江说，这
叫方田图。

方田图上，有田有井，有路有
树，有设施，有村庄，泛黄的纸
张，浸染了岁月沧桑。

就是这么一张绘制简单的方田
图，却让张秋江一家四代，扎根土
地，执着种粮。

第一代的“吃饱梦”：
整地挖井 小麦丰收

上世纪 60年代，献县西城乡
小邵寺村，4000多亩土地十年九
涝，小麦亩产量只有 100多公斤。
就算加上秋收的杂粮，一年到头村
民也吃不上顿饱饭。孩子们就盼过
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为解决吃饭问题，1968 年，
小邵寺村决定进行方田改造。张秋
江的爷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农
民，就在方田改造行列。一把铁
锨、一条扁担、一辆推车，硬是和
乡亲们一起，平整出一方方能长庄
稼的农田。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井的故
事，人们至今没忘。“起大早进
地，井底下透骨凉，一人一瓶白
酒，咕嘟咕嘟喝下去御寒。土靠簸
箩送上来，挖出水，开始落盘。砖
垒在柳木盘上，往井下送，触到井
底，放平，踩稳，接着往上垒砖。
饿了吃榆树叶，可谁也不喊累。”
83岁的村民李玉明，清晰记得那
段艰辛的岁月。“先打大井，打下
10多米深，再套小井，这样出水
多，小6马力的机器抽不干。”

七八个年轻人，五六天打一眼
井，遇到流沙层，井废掉不说，塌
方还会危及生命。但谁都不气馁，
穷怕了，饿怕了，都盼着能填饱肚
子。

1971年出生的张秋江，自小
长在爷爷身边。坐着小推车和爷爷
一起下地干活，听得最多的是：咱
农民的本分，是种好田，多打粮。
懵懂孩童的心里，扎下了种粮根。

整整 7年，几千亩方田改造初
步完成。为让村民了解各队生产区
域，村会计张兆公在自行车轮上拴
着布条，沿着地边认真测量后，手
工绘制了这张方田图，详细标注耕
地、林地、水利设施等的具体位置
和面积。

充沛的灌溉水压下了地里的碱
气，小麦亩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三四
百公斤。吃饱了饭的小邵寺村人，
把这张普通的方田图，当成了精神
图腾。看到它，全村土地的状况，
尽在心中，小邵寺村人时时记着：
只要勤劳勇敢，再贫瘠的土地，也
能耕耘收获。

第二代的“富裕梦”：
包产到户 种植转型

上世纪 80年代，张秋江的父

亲张学华担起了村农业生产大队长
的担子。作为“农二代”，接过方
田图，继续改造田地、规划未来。

1985年，小邵寺村实行包产
到户，解放了生产力，人们的种田
积极性一下提高了。吃饱肚子不成
问题，人们燃起了富裕的梦想。粮
食种植开始转向经济作物种植，村
民种棉热情高涨。

四邻八村，就数小邵寺村农业
基础好。张学华带领全村人，平整
洼地、河沟子，打了 5 眼钢管机
井。10月，棉桃开了，遍地白花
花，一派丰收景象。

种棉效益好，小邵寺村出了不
少万元户。许多家庭置办了三马

车、拖拉机。小型农机具也走进了
越来越多的农家，农业生产初步实
现了小型机械化。

小农机不仅是干活的好帮手，
还见证了张秋江的大喜日子。1994
年，张秋江结婚那天，用小拖拉机
装扮的婚车，接来了媳妇。红艳艳
的机身，映红一对新人朴实的笑
脸。

“白花花的棉花生出了 15马力
小四轮拖拉机，开到哪儿都神气。
逢年过节，走个亲、串个门也都开
着，那叫一个威风。”张秋江笑道。

耳闻目睹父亲的创业故事，虽

知农业累，但靠双手就能奔来富裕
日子，方田图承载的种粮梦，让青
年张秋江有了满满的奋斗感、创业
感、成就感。

第三代的“科技梦”：
农业开发 基地示范

2010年，张秋江担任了小邵
寺村党支部书记，从前辈手里郑重
接过了方田图。手中一张图，肩上
一副担。他立志，继续方田建设，
带着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搞农业开发，农户要损失几分

地，推行起来难度大。张秋江拿着
方田图上门做工作，“咱爷爷那辈
儿，打井差点儿把命搭进去，现今
农业开发，国家帮咱修路打井，多
好的事儿啊！”讲故事、说未来，
村民们解开了这个味儿。

田间路拓宽了，硬化了，大型
农机具能进田了，土井变成钢管机
井，配上电力设施、水网，消除了
4000亩农田的灌溉死角，可问题
又来了。

“一年多，国家投资近 500万
元，全村人掉了无数汗珠子，开发
好了农田，为啥却没了种地的积极
性？”他发愁，可也明白，人们都
在算经济账。

“这么好的事儿，得让它发挥
功用。”2014年，他决定流转、托
管土地，创新农业生产技术体系，
成立农业现代园。没想到，大多数
村民都非常支持。惜地的老人说：

“地到了秋江那里，才不致荒废。”
张秋江知道，又是方田图帮了他，

“方田图不只是家业，还有种田打
粮是正经事的基因。”张秋江的目
标更加坚定：“种好田，多打粮，
这初心，不能丢！”

园区的院子里，陈列着联合收
割机、拖拉机、旋耕机，还有各种
小型机械，足有百十台套。这些，
是张秋江实现种粮梦的底气和倚
仗。

“国家政策好，购买一台农机
具还补贴30%。有了这些帮手，无
论是耕、播、种、收，一天能管理
四五百亩地。”张秋江说。

引入新型农机装备及高产品
种、农机农艺结合、种养结合、节
水灌溉……张秋江把小邵寺村的土
地建成了产粮示范基地，一年两季
种粮，亩产达 1200公斤，年产粮
370多万公斤。

有时，对着方田图，张秋江会
静静瞅上半天。小小一张图，不仅
有昔日人们建设农田的豪迈激情，
还有承前启后的殷殷嘱托。方田图
绘就的种粮梦，激励他一步步脚踏
实地地走，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农
民。

第四代的“振兴梦”：
生态农业 新型农民

“手有余粮心不慌，一代要比
一代强，于家于国，都是一样的道
理。老人教育我们，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国家给了咱们一片
天，咱要往职业化方向发展，做体
面的新农民。在这一行上，俺家每
一代人都要当状元。”这是张秋江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方田图里的故事，他也经常讲
给儿子张晗听。耳濡目染，张晗这
个“90后”，也加入到了职业农民
的队伍中。

张秋江一直想把粮食打造成
“从田间到餐桌”的放心食品，只
是忙于种植，分身乏术。张晗退伍
后接过这一棒，将自产的小麦磨
面，注册了“晗福糠”商标，还在
县城开起快餐店，卖面粉、蒸馒
头，将产业链条从一产延伸到了
二、三产。

这两年，瞄准生态循环农业，
他们还当上了“掏粪工”。为“厕
所革命”长效机制服务，成立农业
开发服务公司，收集农村厕所粪污
和农业废弃物，加工成有机粪肥还
田，让农田吃上“营养餐”，多产
优质粮。

虽然这个活计又脏又累，可他
们干得有声有色。

“对俺太爷爷、爷爷那辈农民
来说，方田图精神是多打粮。而今
新时代，乡村要振兴，咱农民得发
展生态循环农业，多打优质粮，守
住粮食安全线。这是俺对方田图精
神的新理解。”这个年轻人对于乡
村振兴的理解，脚踏实地又深刻时
尚。

现如今，献县麸糠现代农业
园，吸引来不少像张晗一样的年轻
人。他们理念先进，头脑灵活，以
农业为职业，踏实在大地上耕耘，
如他们的祖辈一样，可分明又那么
不一样。

闲暇时，张秋江也会把这些
年轻人聚到一起，讲讲方田图的
老故事。46年风雨沧桑，方田图
历久弥新。它蕴含的精神，正在
无声感染着下一代，激励着这片
土地上的新农人，将种粮的梦想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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