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河间市果子洼回族
乡东大渔庄村，小潘家庭农场的小
拱棚里，绿油油的韭菜长势喜人，
几名工人正忙着收割。

只见她们弓着身，左手拢起一
把韭菜，右手举镰利落切割。三五
把韭菜聚成一堆，轻轻箍住，齐齐

的一捆成品便闪亮登场。不一会
儿，刚还茂密的韭菜田便被“剃光
了头”。

“一个棚 1 亩多地，一茬出
1500 多公斤菜没问题。”喜获丰
收，负责人艾洪书很是满意。他
说，这是合作社收获的头一茬拱棚
韭菜，虽然刚刚上市，但是早已被
客商预订一空。

“最近的出货价格是一公斤 4
块多钱，5个棚，一共卖了 3万来
块钱。”辛勤的劳动换来回头钱，
每次出货，艾洪书都倍感欣慰。

艾洪书的客户，除了河间本地
的客商，还不乏肃宁等周边县市的
收购商，甚至还有不少河间的市民
驱车来买。

他家的韭菜为何这般“香”？
艾洪书说，答案，就在科学的种植
技术中。

艾洪书的儿子从部队退伍后，
一家人一商量，建起了以儿子名字
命名的“小潘家庭农场”。他们流
转了本村和邻村的几百亩地，拿出

40亩种起韭菜，到现在已经有六七
个年头了。

“咱要讲良心，这韭菜说什
么也不能浇药。”种植之初，艾
洪书和老伴儿、儿子就打定了主
意。

为了种好韭菜，他们老两口还
参加了河间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培训班里，省市农业种植专家带来
的新理念、新技术，让“老农民”
艾洪书眼前一亮。

“听这课，可真是让俺开了眼
界，没想到种菜只用生物制剂、绿
色肥料就足够了，不光能提升品
质、保证食品安全，还能降低成
本，增产增收。”如今提起，他依
然印象深刻。

科学种植这么好的事儿，铆足
了劲，艾洪书说干就干。

底肥用的是农家肥，在韭菜生
长过程中施用的也是绿色肥料，除
了满足韭菜生长所需养分，还能比
较恒定地向外释放营养物质，改变
了以往种植中需多次追肥的传统做

法。提升韭菜品质的同时，用工量
也大大减少；在病虫害防治上，用
粘虫板和诱虫灯这样的物理方法和
生物方法对虫害“围追堵截”。粘
虫板专门诱杀成虫，成虫少了，幼
虫就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就形成
了良性循环……在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艾洪书不断引入科学的韭菜种
植方法。

“管得这么精心，是不是投入
大了、成本高了？”记者问道。

艾洪书摇了摇头说：“错啦！
我给你算一笔账，打一遍药一亩地
下来大约需要 40 块钱，到了夏
天，几天就要打一次药，还要雇人
工，雇工一天得花 150元，这个成
本可是不小；我的生物防控就减少
了农药和人工的支出，粗略计算，
比打农药的收益能够提高五到七
成。”

不仅如此，河间市农业农村局
还为艾洪书配备了农药残留快检设
备、电脑二维码打印机。在收割现
场，就能检测韭菜的药残情况。扫

描二维码，还能看到韭菜生长过程
中用肥情况。

正是有了数据“背书”，艾洪
书的韭菜还卖到了北京、天津等
大城市。河间及周边县市区的采
购商们，也会慕名到基地直接采
购。

赶上品牌农业的“时髦”，艾
洪书还为自家的韭菜注册了商标
——“潘韭”。由于种植的是四季
苔韭，每年 4 月到 9 月，韭菜抽
苔，还能再得一份收益。9月到 10
月，韭菜花丰收，还被他腌制成韭
菜花酱，走上了沧州城区市民的餐
桌上。

科学种韭菜，香了市民的胃，
更甜了艾洪书的心。和其他种植户
交流时，他总说：“种地一定要学
新知识、用新方法，老一套，一定
要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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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芽苗菜小小芽苗菜小小芽苗菜
致富好帮手致富好帮手致富好帮手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在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农场，负责
人宋寿国搞起种植来总是爱出“新花
样”。

前些年种菜，明明是大热天，他却
非给大棚盖上厚棉被。到了晚上，反而
要把风口打开，让作物喝足了风。

这两年搞草莓种植，他更是花样百
出。让草莓住“空中洋房”、睡基质、
精准喝水……棚里都是人们没见过的
“高大上”设备。

宋寿国说，这些都是他做的种植试
验。立志解决种植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他想探索出成熟种植经，带动更多人，
促进当地草莓产业发展——

科技科技科技“““做媒做媒做媒”””绿色韭菜不愁绿色韭菜不愁绿色韭菜不愁“““嫁嫁嫁”””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高聪英

不用土、不用肥，一张白纸、一把种
子就能种出营养丰富的绿色蔬菜？来到青
县曹寺镇硒旺家庭农场，这样的种植模式
让人眼前一亮。育苗室内，种在盒子里的
绿苗儿“身材”修长，齐整地排在置物架
上，生机盎然。

“这是芽苗菜，采用无土栽培技术，
全部原料只有水和种子。在温度和湿度
适宜的环境里，依靠种子的力量自然生
长。”负责人王洪彦边割菜、打包，边介
绍道。

“现在收割的是香椿苗和萝卜苗，先
送到青县信誉楼，再去廊坊大城的信誉
楼，人家都等了好几天了。”不一会儿，
一盒盒芽苗菜就填满了汽车的后备箱。

种植芽苗菜，是王洪彦探索了四五
年的成果。

“前些年，俺就在北京等多地参观过
芽苗菜种植。他们用各种谷类、豆类、
薯类的种子培育出芽苗菜，也叫活体蔬
菜。”彼时，他回到老家曹寺镇后洼村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成立硒旺家庭农场，
想要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带头
致富。

这种不用土、不用肥、更不用药的
种植模式，当即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占
地少、空间利用率高、周期短，种出的
菜绿色、健康，而且营养价值高。无论
是市民买去做菜，还是饭店使用，消费
市场都不小，利润可观。”

但考察了一圈过后，王洪彦发现了
问题。“不少芽苗菜基地，使用的都是专
业机械来营造恒温、恒湿的种植环境。
要是想种植，投资成本不小，而且后期
再想推广，难度也大。”

虽然空手回到了后洼，但芽苗菜种
植的种子，已在王洪彦心里扎下了根。
他清楚，种好芽苗菜，关键就在于调控
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数。在搞设施棚
室种植的间隙，他开始尝试不使用设备
的芽苗菜种植技术。

“芽苗菜品种丰富，有豆类、谷类等
多种，每一种需要的温度都不一样。”如
何泡芽，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每种
种子的密度不一样，泡芽温度也不一样，
有的要高一些，有的要低一些。”但当
时，王洪彦并不知道。他用六十摄氏度的
水泡开了黑豆芽，成功了。又以此类推，
用六十摄氏度的水去泡松柳种子，没想到
却把芽都泡烂了。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泡
种、观察发芽率，一边调整水温。

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也是一个难
点。有的芽苗菜喜欢湿度大一些的环
境，有的芽苗菜要避光种植，种植方法
各不相同。王洪彦又从头开始，一点点
摸索起来。

温度低了，就调高一些，湿度小
了，就把毛巾打湿，捂在芽上“保湿”。
芽苗菜种植看似简单，却是个十足的细
心活。就这么试验着，他一点点将各种
菜生长所需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记
在了心间。

“现在，俺一共用 3个屋子种植芽苗
菜。一间30平方米的大屋，用于播种，种
植香椿苗、萝卜苗，两间 20平方米的屋
子，分别种植豆苗和花生苗。而且在室内
也是用的架式栽培，种植空间大大节省。”

王洪彦培育的芽苗菜种类多、品质
优，很快就在青县信誉楼、任丘信誉楼
和廊坊大城的信誉楼打开了市场，成了
不少市民餐桌上的美味。如今，这里每
10天就能出一茬菜。由于不受环境和季
节的影响，全年都可以出菜。

掌握了成熟种植技术，作为退伍军
人的王洪彦又有了新的想法：“芽苗菜培
育对场地和环境的要求不高，我打算把
周围的村民和退伍军人都带动起来，手
把手教授种植技术，让芽苗菜帮助大伙
儿增收致富。”

“立”起地来种草莓

到达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农场
时，天色尚阴，几个温室大棚上盖
着一层厚厚棉被，远远看去，并无
特别之处。

走进温室，宋寿国轻摁遥控，
棉被缓缓上升。昏暗的棚室明亮起
来，这才看清，一排排架子上绿叶
生机勃发，红彤彤的草莓从架子边
缘垂下头。远远望去，就像是长在
了空中一般。原来，这就是草莓住
的“空中洋房”。

宋寿国说，这是他从 2019 年
就开始探索的立体种植模式。“刚
开始时，俺是在温室的土墙上装上
生长槽，发现立体栽培好处不少。
2020年开始，就把整个棚室都换上
立体种植架了。”

使用立体栽培模式，就好像是
把地“立”了起来。向空中要生长
空间，最大的好处，是可拓展种植
规模。宋寿国说，采用这种立体栽
培的方式，一个棚可以种 2.5万余
棵草莓苗，而正常土培，一个棚最
多只能种1万余棵苗。

普通草莓种在地上，汲取泥土
中的营养。这儿的草莓“飘”到了
空中，靠啥来生长呢？

只见宋寿国扒开茂密的叶子，
这才露出草莓生长的“温床”——
是他用泥炭土、椰糠、珍珠岩混合
做成的基质。

“用基质栽培，是近年来比较
流行的无土栽培模式。这样一来，
就让草莓脱离了土壤的束缚，不仅
健康卫生，还具有保肥水、透气性
好等优点。”宋寿国介绍道。

不仅如此，草莓不接触土壤，
就减少了感染土壤残留病虫害的
机会。这也是宋寿国探索立体栽培
模式的主要目的。

原来，草莓在生长过程中，危
险大多来自于土传病害。“农户们
购苗时，如果不仔细分辨，会买到
泡水苗，易发生炭疽病、黄萎病等
土传病害。还有就是多年种植，在
土壤里累积的病虫害，对草莓生长
也是不小的威胁。”使用基质栽
培，草莓秧苗没有接触土壤的机
会，自然能减少土传病害的“侵
染”。

这样一来，植株不生病或者少
生病，又可以减少用药环节，草莓
的生长更加安全，品质更让人放
心。

吃得“饱”，还得喝得好。在
宋寿国的立体栽培中，灌溉方式也
透着一股时尚气息。

只见他掏出手机，轻轻一点。
“好了，现在开始上水了。”他的话
音刚落，记者就听到管道中传来细
弱水流声。扒开草莓秧苗，黑色灌
溉带下，水滴慢慢渗出，不一会
儿，秧苗根部就湿了一小片。

这是他引入的智能水肥一体化
滴灌技术。“俺在棚外装上了水肥
一体机，棚里接入物联网，手机上
就能设定施肥量，点开开关，随时
随地操控灌溉。而且使用的都是滴
灌，不仅节水，而且能减少灌溉造
成的空气湿度过大问题，减少霉菌
病产生。”

试验里面“搞破坏”

立体栽培形式新颖，生长的果
更是高质、高量。不过，宋寿国也
直言，这种方式看似简单，但对基
质、水肥的要求都很高。种植上，
需要注意的管理事项更是不少。

为此，这两年，他将农场的 6
个温室全部摆上了栽培架，分别做
起试验，探索立体栽培的成熟模
式。

随他走进另一个温室，记者看
到，不同于上一个棚里的H架，这
个大棚用的是A字架。

“在相同水肥、相同管理下，A
字架上的草莓无论从长势，还是产
量，都比H架上的差一些。”这是
宋寿国去年开始进行的对比试验。

“H 型立体架槽宽，也深。A
字架的槽相对较浅，这样根系在
土壤中下扎的范围就缩小了。万
物皆于根，根系浅，产量就低，
这是农户们关心的关键问题。”他
分析道。

但是，不少农户在引入立体种
植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两种架体的
区别。不少人引入A字架后，发现
草莓长势并不如意。“购买架子的
成本不少，也不能说换就换，所以
接下来，我们还要从管理上探索，
怎么用水、用肥壮大草莓的根系，

在有限的空间里，让产量提升。”
除了栽培模式，草莓生长的动

力来源——基质，也是他试验的重
点。记者看到，对比来看，A字架
上草莓秧苗长势较弱，有的甚至还
有些发蔫儿。宋寿国说，这里使用
的基质含沙量较高，使用的都是当
地的建筑沙。

“俺配了好几个基质的方案，
看看到底哪种更好。有的棚室用的
是进口基质，有的棚室用的是国产
基质，有的基质含沙量高，有的含
沙量低。”原来，基质中的学问也
不少。

宋寿国说，如果只使用基质，
秧苗就会徒长。有了沙子，土壤的
透气性就好了，但是沙子也不能太
多，多了会不保温，秧苗就不长
了。“为的就是看看，到底是啥配
比的基质更适合草莓种植。”

别人种草莓，都愿意长得越旺
越好。可宋寿国这里，却千方百计
找问题，还美其名曰破坏性试验。
原来，在他看来，破坏性试验，就
像养孩子一样，不怕发现问题，也
不怵头解决问题，才能找到成长的
良方。

“种植是个精细活，稍有不
当，影响就不小。俺就是要做别人
不敢做、做不起的事儿，把种植难
题都找出来，解决了，总结出成熟
的种植模式。这样，咱农民朋友再
想种草莓，就不用拿自己的地做试
验了，毕竟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这是他的初衷。为此，他还总结了
不少种植方案和技术，分享给向他
学习的农户们。

“宋老师”线上解疑惑

采访时，宋寿国的手机总是不
时响起。

“宋老师，你看看俺这个苗怎
么蔫了？”“宋老师，俺们这草莓今
年咋管理才能丰产？”……点开语
音消息，大多是农民朋友在“呼
唤”他支招解决问题。

宋寿国说，农户们对他的需
要，也是支撑他不断投入到草莓试
验的主要动力。

“我做成功了，别人就看到希
望了。”这些年与农户们打交道，
他太知道大伙儿对好技术的渴望

了。
要想把别人带起来，自己首先

要干好才行，这一点宋寿国很明
白。

在他的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书橱中整齐摆放的图书了。
这些书中，既有时兴的农业技术讲
解，也有典型的农技案例分析，粗
略数过，竟有百本之多。

这些年，宋寿国不断在农业领
域进修学习。每每接触新鲜的农技
知识，他都会悉心印刻在脑海中。
如今提起各项管理技术张口就来，
显然已驾轻就熟。

“我自己最骄傲的，就是用眼
一瞅，就能看出草莓有啥问题。”
花瓣呈粉色，是室内温度低造成
的；花粉不黄，就说明缺肥了；叶
片边缘红尖，要少浇水、少施肥
……他俨然已成了一位“土专家”。

“但不少农户种草莓，还是比
较盲目的。光看着效益好就种了，
没有技术支撑，遇到问题干着
急。”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农
户，他还在视频平台上开辟了授课
阵地。

一 个 人 、
一部手机、一
条视频，没事
时，宋寿国就
在棚里录制讲
课视频，再发
到网上，是备

受欢迎的“宋老师”。
“有时候是俺自己拍，有时候

是农户们拍。虽然手法朴实，但是
内容都是咱田间管理的干货。”他
说，一条视频时间大约 10 余分
钟，主要就是田间问题的解答及如
何增产增效。

没想到，这一尝试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结果。

“一般一个视频放到网上不到1
天，观看次数就能达到几万人次，
还有不少农户留言提问、互加好
友。”由于视频内容干货满满，他
的粉丝也由最初的十几人增长至
7.7万余人。

关注的人多了，宋寿国开课的
劲头儿也更大了。现在，每天都能
在视频平台上看到他授课的身影。
截至目前，他一共播发了近 600条
授课视频。

不仅如此，平日里，宋寿国还
会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开辟网络直
播，“面对面”与农户交流，实时
解答大家的问题。除了解决种植难
题，他还注重对农户发展绿色种植
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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