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果花生认准“范胖子”

“老范，水果花生还有吗？给
俺留10箱。”“老范，高油酸花生油
再来4箱。”隆冬时节，地里没了活
计，范景修依然不得闲。手机嗡嗡
作响，接起来，不是订花生，就是
要油的。

撂下手机，他又忙不迭指挥工
人将花生装车。“沧州的、河间
的、肃宁的……订货的人远了去
了。有经营土特产商店的，也有单
个市民，都点名要咱的水果花生和
高油酸花生油。这不，刚装出几十
箱货来，留不住。”

他说，水果花生是人们给起的
昵称，由于果粒嚼起来有甜味，不
少人都喜欢生吃。

“水果花生的学名是冀花甜 1
号，不同于高油酸花生品种，是低
脂肪的甜花生。前两年俺到沧州市
区参加展会和年货节，人们都排队
买咱的甜花生。”

水果花生口味甜香，让人难以
忘怀。卖花生的范景修，更给大伙
儿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大伙儿买
花生，都要找“范胖子”。

不过，这里的“范胖子”，说
的不只是范景修，还是花生的品
牌。

土里刨食，范景修并没有局限
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打出品
牌，让咱的花生也上高档次。”为
此，他还特意找朋友设计了品牌标
识。

2017年底，以范景修的卡通形
象为 logo的商标“范胖子”问世。
胖胖的身体，诙谐的表情，让人一
眼难忘。同时上线的，还有“范胖
子”甜花生礼盒和高油酸花生油。

好产品，嫁得好“婆家”。除
了与大市场及农产品专卖店合作，
范景修让儿子还开起了网店。搭上
互联网的快车，“范胖子”甜花生
和花生油走向了天南海北。

良种良方成就“花生大王”

从2017年尝试种植花生后，范
景修就没停下探索的脚步。除了

“水果花生”，他每年都要试种十几
种花生新品种。

冀花 18、冀花 19、冀花 545、
花育 23、河南 001……在合作社办
公室的桌子上，一盘盘花生“亮
相”，好似在“开会”。由于长年与
新品种打交道，范景修只看花生的
表壳，就知道是啥品种。

不过，追求新品种，范景修并
不盲目。

“俺们试种的大部分品种，都
是省农科院花生研究室专家李玉荣
老师培育的新品种，远远领先本地
品种。”范景修说，“以前的高产品
种含油量低、高油酸品种产量低，
但是俺们选的这几个高油酸品种，
出米率、油酸含量都挺好，而且抗
旱性、抗涝性、抗病性强，亩产能
达到400公斤呢。”

品质好，产量又高，效益一下
子就上来了，让范景修笑开了
花。要知道，前些年要是种花
生，一亩地连300公斤都收不了。

当然，能结出这么多“好果
子”，配套的高效种植技术也必不

可少。
高效种植，首先要起垄覆膜来

栽培花生。“起垄种植，果实生长
比较集中，方便收获。使用地膜，
则可提升地温，不仅能适当早种花
生，还能降低低温造成的出苗率不
高等问题。此外，还能抑制杂草生
长，又省工、又保水。”

避免花生病虫害和农药残留，
用德国进口拌种剂包衣，坚持防病
优于治病；使用生物药剂，坚持物
理除虫；给花生地上有机肥……不
断用无公害技术“加持”，范景修
的花生不光产量上来了，品质也在
当地数一数二。

这两年，他还引入了水肥一体
化喷灌技术，在麦茬上种夏播花
生。“收完麦子，紧跟着喷灌造
墒，不仅能抢时灌溉，而且让土壤
均匀‘喝’水，后期出苗也齐。”
今年，范景修又打定主意给花生地
安滴灌，“滴灌就更节水了。以后
滴灌、喷灌全覆盖，俺种花生管理
起来更省心，也更高效。”

义务推广致富“金豆子”

品种新、产量高、品质好，范
景修的花生一下子出了名，他也因
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花生大王”。
每年，打听着找他讨种子、学技术
的农户和合作社也不少。

“老范，今年俺想种点花生，
哪个品种好？”正说着，他就收到
这样的语音信息。

“要是想收完小麦种夏播花
生，就选水果花生，口感好、市场
广。要是想走初加工，做炒花生、
煮花生，种河南 001也行，生长周
期还短……”他回复道。

赶上农民朋友找来合作社，范
景修不光热情招待，也会将这些年
的探索经验倾囊相授。“农业要发
展，不能单靠一家一户，还是要走
集约化、规模化道路。”他的想法
朴实。

早在2015年时，他就组织成立
了河间市花生产业协会。平日里，
农户们没事就在产业协会的微信群
里交流种植技术、探索产品销路。
赶上播种或收获期，协会还会组织
现场观摩，聘请专家实地指导。

“说起来，俺们协会更像个中
转站，会员有啥需要，俺们可以提
供，协会没有的，还能帮忙联系。
总之，千方百计解决大伙儿的难
题。”现在，河间市花生产业协会
已有 200多名会员，辐射了雄安新
区、廊坊大城及河间、献县等地，
辐射面积多达万余亩地。

就连合作社周边地块的小农
户，也在范景修的带动下零散种上
了几分地花生。别看规模有限，但
品种好、产量高，收获时，直接拉
到集市上，一公斤卖 7元钱也不愁
销。

“谁都没想到，这花生虽小，
效益却不少。以后，俺们还要再
向加工产业延伸，让小花生成长
为大产业。”让“白胖子”成为致
富的“金豆子”，范景修干劲儿十
足。

来到沧县福地无土有机合作社
的种植温室，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西
红柿像小灯笼般吊挂枝头，甚是喜
人。

“俺们的柿子不光果形周正，个
头也不小，味道也好，跟咱小时候
吃的一样。”合作社负责人陈瑾说，
虽还未到成熟旺季，但给他打电话
订货的客商已不少。

“同样是西红柿，为啥你种的就
好吃？咋管的？”他这一说，勾起了
记者的好奇心。

“秧苗‘吃’得好，柿子就长得
好。”只见他俯身蹲下，掀起地上盖
着的黑膜，两手一掬，手心里，褐
色的“土壤”细腻湿润。

“这不是土，是俺用农家肥与秸
秆等腐熟配比后的基质。”陈瑾说，
之所以选择基质栽培，除了要改变
当地土壤的盐碱情况，他还想做到
废物利用、生态种植。

原来，如果在现有土地上种
植，想要结出好果，不仅要改良土
壤，后期管理中施药、施肥也再所
难免。而有时肥、药并不能全部被
作物吸收，残留在土壤中，积累得
多了，就形成了土壤污染。

“ 使 用 基 质 种 植 ， 就 不 一 样
了。它的原料是农家肥、秸秆，
都是咱农村常见的种养生产废弃

物。把这些东西打碎后，按比例
腐熟、加工，不仅环保，而且可
持 续 ， 一 次 投 入 可 以 用 3 至 6
年。”原来，基质就相当于营养丰
富的能源库，后期管理中，可以
不用再上底肥或者冲施肥了。“使
用基质种植，俺这儿的西红柿哪
个也得长到半斤沉。”

同样是种植西红柿，在沧县崔
尔庄镇孙崇坞村，农户孙大森种出
优质西红柿的秘诀，是在秧苗的

“饮品”上。
来到合作社，一台白色和绿色

罐体组合的机器，在淳朴的农家院
里格外显眼。

“这是专门用于果蔬生产的智能
水肥一体化灌溉管理机，这些罐
体，都是用来装水肥的。”孙大森打
开了话匣子。

他说，由于通过设备实现了智
能自动化作业，即便是种了8棚西红
柿，管起来也十分精细、方便。

“秧苗需要‘喝水’时，由工
人将肥料兑入到一体机中，通过搅
拌将水肥均匀融合，俺再从手机上
操作就行。”孙大森说，大棚要浇
哪种肥料，灌溉多长时间，都能通
过手机设定、开启，既方便又精
准。

灌溉的智能化，还打破了距离

的限制。
“不管人在多远处，只要是棚里

该浇水了，手机连上网络，就能打
开灌溉开关，控制浇哪些棚、浇多
少量。”去年，灌溉时节，虽然他远
在石家庄，但在手机上一点，秧苗
就喝上了水。

流程简便了，灌溉作业就省
时、省力。原来，要将8个温室浇个
遍，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现在，
只需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灌溉作业。
由于棚内使用的都是滴灌设施，还
能节约三分之二的水量。

“别看水量节约了，西红柿的秧
苗和果实，反而长得更好。”孙大森
说道。

原来，设施蔬菜品控的关键，
决定于棚内温湿度。温度高、湿度
大，秧苗易发生菌病，不仅会烂

苗、死株，还会影响果实长势，如
果用药控制，品质还可能受到影
响。

“原来，使用大水漫灌，棚内水
分过大，就易发菌病。而使用了滴
灌，在节水的同时，还能减少水分
蒸发，降低空气湿度，保证作物生
长少病。”不仅如此，由于滴灌是将
肥水精准施在秧苗根部，西红柿不
光能“喝得饱”，还能“吸收好”，
营养十足。

没有病害的侵袭，管理上及时
到位，孙大森的西红柿不光产量喜
人，品质更是没的说。经朋友介
绍，还卖到了多地的商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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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胖子白胖子白胖子”””变身变身变身“““金豆子金豆子金豆子”””
■■ 本报记者 刘彦芹 张梦鹤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
经济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告别燃煤，城镇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冬季使用什么能源取暖
备受关注。

“在‘双碳’背景下，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是目前能源替代的主要形式。”市制冷学
会会长、制冷高级工程师强福悦给出了答案。
他说，去年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
构，可因地制宜推行热泵、太阳能等清洁低碳
供暖。

“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取暖方式，可促
进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是推动农村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市制冷学会多年
来一直关注的课题。近两年，他们不断深入探
讨，调研推出多种绿色环保的取暖方式——

吃饱喝足吃饱喝足吃饱喝足 好好好“““柿柿柿”””成堆成堆成堆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郭聪慧

告别燃煤告别燃煤告别燃煤 农村取暖选择多农村取暖选择多农村取暖选择多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空气源热泵取暖 智慧又环保

连日来，气温虽跌至零下，但
中捷产业园区和顺小区的居民家
中，依然温暖如春。

“别看俺们是新农村搬迁后建的
小区，但到了冬天一点都不受罪。
这一冬室内都是 20多摄氏度，供暖
价格还便宜。”和顺小区的一位居民
乐呵呵地说。

和顺小区的“保暖秘籍”，就在
小区东南侧——在这里，24组空气
源热泵24小时“上岗”，在制冷剂的
蒸发和冷凝过程中产生热能，将供
暖系统中的水流温度提升至 40℃，
温暖千家万户。

“空气源热泵，就是在冬季利用
室外空气做低位热源制热。不同于
锅炉燃煤，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供
热方式。”小区供暖运营负责人——
河北盛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建忠介绍道。

这种供热方式的环保理念，并
不是空口无凭。数据表明，和顺小
区供热面积6万多平方米，可减少煤
炭使用量828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
碳 2154.28 吨、减排二氧化硫 19.89
吨，减排氮氧化物 5.8吨，减排粉尘
19.86吨。

由于空气源热泵供暖是一个系
统化工程，河北盛博公司还自主研
发了智慧能源站，把机组、机房、
远程监控、远程操控合为一体，通
过均衡调控供热温度，实现节能供
暖。

这样的绿色供暖方式，引起了
市制冷学会的关注。

2021年，在市科协组织的科技
创新智库建设项目中，市制冷学
会从众多新能源供热项目中选取
了空气源热泵技术集中供暖项目

为研究对象，对运行情况进行了
跟踪、分析、研究。该研究课题
还荣获市科协 2021 年度科技创新
课题三等奖。

“空气源热泵集中供暖技术节能
环保，安全、经济、高效，对当地
大气环境的保护意义深远。其安装
灵活方便、运行智能，也适合新农
村小城镇建设、城中村改造及城市
安居房工程。”强福悦说，“去年，
盛博公司还承办了京津冀地区分布
式清洁供热技术交流会，与京津冀
多地的供热协会、企业共同研讨清
洁供热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生
态。可以预见，随着可再生能源集
中供暖应用得越来越多，居民采暖
和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对大气的污染
将越来越少。”

和燃煤说再见 多样用能暖洋洋

近些年，市制冷学会一直关注
清洁取暖对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积极
影响。

为了给新农村建设和企业生产
提供更多绿色取暖方式，倡导节能
技术和环保发展理念，2020年，学
会还以《“燃煤替代”新能源技术
的应用和推广》为课题，结合我市
多地实际情况，从地源热泵与太阳
能结合应用、地源热泵应用、污水
源热泵应用、复合型能源 （地源、
空气源、太阳能、光伏发电） 应
用、空气源热泵应用、气代煤应用
等6方面出发，探讨如何选择新能源
形式及怎样更好地应用新能源。

在南皮经济开发区，河北益民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的科研楼，就是
市制冷学会研究的多个节能取暖样
本之一。冬季，这里 8000多平方米
的办公空间暖意融融，正是因为使
用了地源热泵+太阳能的用能方式。

“地源热泵的能量来自于浅层地
热能，它不向外界排放任何废气、
废水、废渣，是一种理想的‘绿色
空调’。但如果过度采集地源换热器
区域的土壤热量，且没有任何补热
措施，就会导致土壤热源亏损，让
供热效果大打折扣。”这时，作为清
洁能源之一的太阳能，便当上了

“替补队员”。
“最节能的补热方式，就是在夏

季时通过太阳能集热器将热能储存
在地下土壤中。到了冬季，再成为
地源热泵采暖的换热热源。”强福悦
说，在春、夏、秋三季，益民公司
通过太阳能采集的热量，除满足厂
区生活热水需要，剩余的都被导入
地下储存，用来提升土壤温度，提
高冬季供热效率。

地源、空气源、太阳能、光伏
发电等能源的复合型使用，在节能
应用中同样不可小觑。

位于沧县姚官屯乡的沧县华鑫
综合楼，就应用了地源热泵、空气
源热水机组、太阳能热水器、光伏
发电、低温地板采暖系统等诸多低
碳节能技术。这里的客房配备了太
阳能集热器和空气能热水器，来满
足每天5吨的热水需求。屋顶上装有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全年可发电
1642.5千瓦时。室内的制冷、制热，
则采用地源热泵系统。

“华鑫综合楼建筑面积3000多平
方米，利用这些可再生能源，年可
节约燃煤 11.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29.34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95.2
公 斤 ，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82.88 公
斤。”目前，这里已成为市制冷学会
复合式新能源应用的样板工程。

服务十几年 打通“最后一公里”

新能源取暖方式多样，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影响深远，在我市多
地已相继落地。

但强福悦也坦言，不少地区缺
乏对当地资源的有效评估，导致新
能源应用技术方案与当地自然条件
脱节，存在新能源形式选择不佳、
利用率低等问题。

“由于技术理念欠缺，不少城
乡新建民居在设计中，只采用了
地源热泵单独取暖方式，使用了
三四年后，土壤热能亏损严重，
再加上没有配套补热措施，供暖
效果差强人意。”这几年，向制冷
学会咨询这类问题的人不少。每
次他们都会耐心解答。若有重大
技术难题则会去现场查看，进行
指导技术，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
方案。

“清洁取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
追求高效、绿色、舒适的取暖体
验，这就需要专业的技术手段作支
撑。”强福悦说，制冷学会自2004年
底成立后，作为融合了全行业优质
资源和先进经验的平台，一直在提
供公益技术服务，平均每年接到技
术咨询电话 3000多个，深入现场技
术指导近百次，技术方案论证近 50
次。

为解决新能源取暖应用中的技
术问题，在我市多部门的组织下，
制冷学会还多次受邀讲解新能源技
术的应用和典型案例，提升从业人
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搭建交流
平台，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打通技
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新能源
更加顺畅、广泛地应用在城乡居民
的生产生活中。”强福悦说，“也欢
迎更多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新能
源企业、人才加入我们，一起发挥
技术优势，助力‘双碳’，造福社
会。”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朗朗上

口的谜语，让“白胖子”成了花生的代名词。在河

间西九吉乡，河间市联发农机联作种植合作社种出

的花生，比寻常的“白胖子”更有名气。从2014

年开始发展花生种植，到成立河间市花生产业协

会，对于合作社负责人范景修而言，一粒小小花

生，除了可做成各种美味，更蕴藏着致富的密码。

这些年，他不断探索花生特色种植，让致富不再是

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