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雄厚的农机实力和经年积累
的种植经验，这两年，孙世军还拓展
思路，进入了全环节托管的社会化服
务新赛道。

“托管服务，俗称‘田保姆’，即托
管对象提供土地，我们像保姆一样，提
供耕、播、管、收等一条龙服务。”与
一些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托管周边区域不
同，孙世军的托管业务，不仅跨县区延
伸到了东光、南皮、黄骅、海兴等地，
还跨市域到达了邢台等地。

“种植户和我们这样的农机组织合

作省心。以前抢农时，农机出现问题，
维修既费力又费时，赶上修理的师傅忙
不过来，农户只能干着急。现在把土地
托管给我们，机械作业时再出现啥问
题，我们在地头上就解决了，一点儿也
不耽误工夫。而且我们的机手专业度更
高，就拿播种来说，出苗率能达到90%
以上，农户都认可。”说起托管的优
势，孙世军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托管的优势，从节本、增
效、抢季等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节本，既是节约时间成本，又是

节约钱物成本。由于使用集约化经
营，统一订购农资，价格更优惠。农
机的使用费，也比单独雇佣降低不
少。”增效，则体现在科学管理上，严
格按照耕种、镇压、植保等各环节规
范操作，粮食产量的提升空间不小。

“抢季，就是抢农时，我们能做到前面
收割，后面就跟着播种，缩短各项农
活的时间差。”

由于服务好、效率高，这两年，
与孙世军合作托管业务的种植户越来
越多，他的托管面积达4万亩之多。

“土地托管是农业发展的趋势，也
是帮助农民增收的新路子。今后，我
们还要在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机械管
理上再下功夫，争取通过土地托管，
托出兴旺产业、美好‘钱’景。”虽是
老农民，可孙世军的理念，就像他经
营的土地一样，一直在焕发新生机。

托管服务蹚新路

近日，吴桥县安陵镇北蔡庄村又
多了一桩美谈——在吴桥县表彰的
2021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中，村民蔡士学、刘占华夫
妇同登光荣榜，分别荣获“乡村振兴
先进个人”“吴桥县道德模范”荣誉。

蔡士学是土生土长的北蔡庄人，
2003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在外经
商的他选择回乡务农。立足基层、服
务三农，他牵头成立粮棉种植专业合
作社，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路

子推广高产新品种，还曾摸索出“鲜
食玉米+土豆+萝卜”的三作三收模
式，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比传统
种植方式大幅增收。

并不只满足于自己致富，热心肠
的蔡士学，想的是帮更多农户致富。
为此，他对合作社社员进行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团购农资、统一销售农产
品的管理服务。这样一来，不仅农户
购买农资享受优惠，粮食的产量也能
提高，帮助不少农民摆脱“用傻力
气，花冤枉钱，还没有好收成”的日

子。
农闲时，借助自己作为

电影公益播映员广泛通联的
便利，蔡士学还主动
承 担 起 科 普 扶 贫 任
务，每年都要到多村
开展上百场次农技培
训。农时农事、大田
作物种植新技术、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
农民需要啥，蔡士学就
讲啥。更为可贵的是，
推广农业技术近 20年，

蔡士学的热情一直不减。农户一个电
话打来找“老蔡”，他就随叫随到。就
算顶风冒雨，也要赶到地头，及时为
大伙儿排忧解难。

蔡士学能专心在种植行业闯出一
片天地，与他的爱人——“贤内助”
刘占华密不可分。农忙时，老蔡要一
连多天泡在合作社、扎到大田里。家
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刘占华悉心打
点。她是婆婆心里的好儿媳、儿媳眼
里的好婆婆、村民口中的好大姐，常
获街坊邻居“点赞”。

百善孝为先。刘占华嫁到老蔡家
30多年，从来没和婆婆红过脸。“如
果计较过日子的琐碎小事，老蔡只能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刘占华的出发点
很朴实。因此，公婆在世时，无论多
忙多累，她都坚持给老人洗头、洗
衣，还变着花样给老人做好吃的饭
菜。老人经常说，亲闺女也比不上俺
儿媳。

“老蔡是‘中国好人’‘省劳模’，
咱也不能落后啊。”这是刘占华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对标”蔡士学，多年
来，不论邻里谁家生活上有困难有大

事，她都第一时间到场，忙前忙后，
献策出力。

热心肠的她，即便是看到陌生人
遇困，也会毫不吝啬伸出援手。

去年正月，一辆货车不慎翻入合
作社附近的路边沟。刘占华看到后，
第一时间拨打 120，并上前施救。当
时，司机已经昏迷，安全带紧紧勒在
他脖子上。刘占华马上到合作社找来
把剪刀，把安全带剪断，将人从车内
拖出来。等到司机清醒，又帮忙通知
了他的家人。刘占华救了别人，自己
却住进了医院，原来，她患有心脏
病，救人时高度紧张，造成心脏病复
发。事后，司机带着礼品上门答谢，
也被她婉言谢绝。

蔡士学、刘占华夫妇为人乐道的
美谈还有很多，在他们的感染下，乡
邻们也向善向好、古道心肠，文明的
春风在北蔡庄村涌动。

近日，泊头市洼里王镇金丰
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冷棚
里，一把把褐色小伞似的菌菇，
错落有致地布满地头。割下一
个，足有巴掌大小，褐色菌盖凹
凸不平，形态甚是奇特。

“这是羊肚菌，一种珍稀的
食用菌及药用菌，因其菌盖表面
形似羊肚而得名，被称作菌类中
的‘贵族’。”见众人觉得新鲜，
在菌田里忙碌的妇女停下活计，
介绍起来。她正是这片羊肚菌的
引种者陈丽。

陈丽说，别看羊肚菌跟香
菇、平菇一样都是食用菌，但所
含营养成分却更加丰富，有“素
中之荤”的美誉。尤为特别的
是，羊肚菌并不生自菌棒中，而
是把地头当作自己的家，“土生
土长”的，其生长所需的营养，
全来自它旁边“平躺”的一袋袋
营养包。

这样的种植模式，真是让人
耳目一新。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别看这
羊肚菌不大，但身价不菲。“收
获期，羊肚菌如果走鲜货，一公
斤能卖到 100余元。要是烘干后
再卖，市场价格还要高，一公斤
能卖到 1000 余元。一般情况
下，亩收益能达到两三万元。”

“既是‘菌中之王’，经济效
益又高，可为啥种植羊肚菌的人
却不多呢？”听她这一说，记者
有了新问题。

“羊肚菌本是野生菌，经过
多年驯化，方能人工种植。但是
它异常‘娇气’，种植难度大，
对温度、湿度和土壤要求极
高。”去年，决定在我市试种羊
肚菌后，他们就对南皮、泊头等
地的棚室进行了测土，确定洼里
王镇棚室的土壤适宜，这才为羊
肚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家”。

“我们选种了 11个温室、6
个冷棚，这样一来，温室的羊肚
菌在春节前就能上市，不少市民
特意买来作礼品相赠，羊肚菌的
身价也水涨船高。冷棚里种植羊
肚菌，则能延长其上市时间。”

第一年试验，就这样大规模
种植，为何他们能有如此把握？

原来，这已是陈丽探索羊肚
菌种植的第七个年头了。这些
年，在廊坊市霸州，她一直与合
作伙伴探索羊肚菌种植，在多方
选育品种的同时，精进管理模
式，还组建起专业团队，将制
种、种植管理及销售等环节摸了
个透。“不同于南方地区，咱北
方长出的羊肚菌菇帽大，肉厚
实。由于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
长，营养成分更高。”

去年，公司要扩大生产规模，
拓展种植基地，陈丽首先想到了回
沧。她虽不是泊头人，却与这里有
着不解之缘。多年前，便在泊头从
事农技服务。“俺有不少亲戚朋友
都在沧州，把好项目带过来，也能
带动大伙儿一块儿致富。”

制种、播种、催菇……首
次试种，他们分别在不同温室
及冷棚进行了品种、管理模式
等多种试验，对每个管理环节
严之又严。

因羊肚菌对温度、湿度要求
极高，每天，他们还会详细记录
每一棚的温湿度及菌菇的生长状
态，为第二年种植积累经验。目
前，已筛选出几个适合沧州地区
种植的羊肚菌品种，产量高的每
亩地可达 500多公斤。为产业化
发展做准备，公司还建起了制种
设备、烘干设施。

眼下，羊肚菌收获已接近尾
声，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还在已空的棚室里倒茬种起蔬
菜，实现棚室全年无农闲，让种
植效益大幅提升。

近日，听闻这里异“菌”突
起，且身价不菲，来考察、学习
的农户也不少。

“虽然我们已摸索出一些管
理经验，但羊肚菌的生长中，还
存在着不少影响因素。我们计划
先把周边有能力的种植户带动起
来，等到发展成熟了，再向南皮
等地辐射。到时候，走公司+农
户的管理模式，不仅为农户指导
技术，在羊肚菌采收后，还能由
公司统一回收。”陈丽计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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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农机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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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5252岁的孙世军岁的孙世军，，虽是地道的老农虽是地道的老农

民民，，却并不走老路却并不走老路。。他善于思考他善于思考，，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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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田的高产出模式产田的高产出模式——

异异““菌菌””突起突起 抢抢““鲜鲜””致富致富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东光县找王镇大郝村东北角
的大棚里，每天都有优美动听的
歌声飘扬。但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在这里欣赏音乐的不是人，
而是一头头憨态可爱的猪。

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好奇，
怎么养猪还放起了音乐呢？

“听音乐，会让猪心情舒
畅，这样它们就不会暴躁地在圈
里东跑西颠了。每天早晨，俺会
定时把音乐打开，到了晚上猪都
睡下了，再关掉。”棚舍主人任
淑敏认真解释道。

怀着好奇心走进大棚，并没
有闻到刺鼻的猪粪味儿。左半边
是干净整洁的猪舍，几十头猪悠
闲地在各自区域内散步。

“俺在棚里建了发酵床来养
猪，棚顶有喷水头，饲料由自己
配置。猪饲料、饮用水及发酵床
上都喷有益生菌，所以不光猪的
身体健康，产生的猪粪味道也
小。自去年 3月建棚以来，没有
一头猪生病。”任淑敏说，采用
这样的养殖方法，猪白天不怎么
睡觉，一直随着音乐慢慢散步，
所以猪肉很紧实，吃起来口感筋
道，售价也比普通猪肉稍高一
些。“年前，按照一公斤 50元的
价格，俺卖了 30头猪，收入 10
多万元。”

除了养殖模式别具一格，让
人眼前一亮的还有棚室右侧——
菜畦里，芹菜、生菜、香菜等各

式蔬菜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这些都是用猪粪沤制的有

机肥种出的蔬菜，怎么样，是不
是看着更水灵？”任淑敏说，这
是她探索出来的“猪菜共生”循
环种养模式。

“不光有机肥能回收利用，
在‘猪菜共生’种养结合的生态
循环模式中，蔬菜可提供氧气供
猪呼吸，猪呼出的二氧化碳又被
蔬菜吸收进行光合作用。猪体本
身产生的热量和发酵床产生的热
量还能小范围提温，帮助蔬菜在
适宜温度下生长。”

此外，由于有机肥栽种的蔬
菜抗性强，在管理中任淑敏也少
用药剂，产出品备受顾客青睐。

“俺不用外出卖菜，都是附近村
民自己来买，按市场价格出售。
不好的菜叶俺会直接喂猪，村民
拿走的都是最好的部分，到家不
用择菜，怎么算都比市场买的划
算。”

“‘猪菜共生’生态循环
种养模式是对传统养猪模式的
一次革命，也能帮蔬菜大棚和
舍内养猪提高收益。这种新型
种养模式更符合环保要求，是
新农村的致富好路子。”看到自
己的劳动成果，任淑敏脸上洋
溢着幸福笑容。“以后，俺还要
在 大 棚 前 后 种 上 野 菜 、 中 草
药、果树，创新更多绿色发展
模式。”

一棚两用一棚两用 猪菜共生猪菜共生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夫妇同登光荣榜夫妇同登光荣榜夫妇同登光荣榜———

种粮大户获评道德模范种粮大户获评道德模范种粮大户获评道德模范
■■ 本报通讯员 孙 亮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近日，沧州润丰源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外，一排排旋耕机具
整齐排列，细看，7字形刀头甚是独
特。

“一般旋耕机都是圆形刀头，可在
粉碎秸秆时，容易滑漏。俺按照剁菜
的原理，将刀头改成 7字形后，可用
直角角度将秸秆剁断，这样秸秆粉碎
就能一次性完成，减少种地的负担。”
公司负责人孙世军说，为让粉碎效果
更好，他还将 7字形刀头改得更薄、
更锋利。

一个小改动，功效大提升，这样
的例子，在孙世军的农机生产中随处

可见。多年前，他就成立农机制造公
司，专注农机的生产与改造。近年
来，与沧州市农科院结缘后，创新的
激情更是有增无减。

彼时，市农科院的专家进行农技
创新和推广时，时常会因没有配套农
业机具而犯难。2014年，还在试验中
的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便
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通
过起垄覆膜，采用宽窄行形式，在膜
侧播种玉米，实现垄沟集雨，帮助玉
米渡过‘卡脖旱’时期。当时这样种
玉米，都是人工铺膜，起垄也是个难

题。得知俺既能改造又能生产机器，
专家老师就找来了，想研发一台多功
能播种机。”孙世军回忆道。

详细交流后，孙世军了解了专家
们对机械的需求。根据已有经验，他
不断填充脑中的图纸，一遍遍改进、
试验。最终，创新出玉米起垄覆膜侧
播“双垄四行”播种机，只一次耕
种，就能实现旋耕、起垄、覆膜、施
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有了配
套机械的助力，这套抗旱、节水的好
技术，得以在我市和张家口等地示范
推广，增收效果显著。

意识到农机研发对农技推广的辅助

作用，这些年，孙世军改造农机的劲头
儿更足了。去年，仅用两周时间，他就
发明出苜蓿平茬松土施肥机，为市农科
院牧草团队解决苜蓿收获后有残茬的问
题。根据大豆团队的需求，他正在研发
大豆借墒播种机，主攻播种季墒情不
足、播种遇难的问题。

靠着创新改造，孙世军获得了 7
项实用新型专利，还有 1 项发明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正在申请中。
2020年，他还在河北省土专家评比中
获得第一名。在他的带动下，儿子孙
建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北阁村，专研农
机改造与生产，成了孙世军的好帮手。

流转土地学新技

除了是广为人知的农机发明家，
在北阁村，要说科学种田，孙世军也
是榜上有名的。

早在2010年，他就成立了建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为农民们提供农机服
务。2011年，县农业部门想在北阁村
推广大豆种植项目，但一家一户的种
植模式，使得管理难度加大。解决种
植分散、效率低的问题，在专家的建
议下，孙世军又做起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他率先流转了 800多亩土地，规
模化、集约化种大豆。由于机械化程
度提高，再加上精心管理，当年，大

豆亩产达200多公斤。
孙世军流转土地，将农户们从土

地里解放出来。那两年收成不错，他
自己也能从地里收个钱，可以说是两
全其美。其后，他还相继流转了 1200
多亩村民们不愿种的远地块、涝洼
地。就连周边村庄的 600多亩地，都
纳入合作社的种植范围。

在种植中，敢于尝鲜的孙世军，
没少引入新品种、新技术，还带头进
行全程机械化生产。近两年，借助市
农科院的技术支持，合作社还根据北
阁村生态条件进行旱作种植技术的示

范与推广。依托农机作业服务平台，
创新农机农艺结合的农技推广体系，
让科研成果帮助更多低产田增收。

今年，孙世军又流转了北阁村
5000 余亩撂荒地，将其改造为产粮
田，“加足马力”多打粮、打好粮。

“正是有了老孙这样敢于尝试新事
物的人，我们做农技推广、进行种植
结构调整，才有了好帮手、带头人。”
市农科院三农服务中心主任席国成感
触颇深，“今年，全市推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听说这个消息后，老孙
没少研究。一是研发所需的播种、植

保、收获机具，再就是为关心这个项
目的村民解答，为种植推广打下群众
基础。”

在席国成眼中，建丰农机专业合
作社还是一个新型农技学堂。“老孙和
我们熟，没事就沟通种植技术，再分
享给农户们。种植关键时期，我们也
时常到合作社指导、培训，让更多农
户学到新技术。”席国成说，上个月，
沧县2022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培训就在这里开展，来自市、县多
地的农业专家向村民们传授了稳粮增
豆的好技术。

老农民的新农技老农民的新农技老农民的新农技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