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骅市羊三木回族乡刘皮庄村的
地块里，两台播种机正奔忙作业，一
粒粒“穿”着红衣的玉米种子蹦跳着
投入大地怀抱，在这片盐碱地种下丰
收的希望。

地头上，王长松脚步不停。他忙
前跑后，调配好种、肥等农资。王长
松并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渤海
新区金丰公社的负责人，也是刘皮庄
村村民新“聘”的“田保姆”。今年
3月，渤海新区金丰公社与刘皮庄村
115户村民签约，托管了1500余亩土
地，全程负责耕、播、机、收作业，
让村民们不种田也能有收益。

继刘皮庄村后，近日，黄骅市旧
城镇后仙庄村、常郭镇常郭村的不少
村民也陆续与金丰公社签约，两个村
近 2000亩土地，也将实现全过程生
产服务托管。

在黄骅，瘠薄的盐碱地居多，农
户自己管理，增收尚且不易。听到有
企业来帮着种地，还能坐等收益分
红，村民们都很乐意。但人人心里也
打上了个“问号”——他们能种好
地、赚到钱吗？

对于这一点，王长松信心十足。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就是我
们的信心来源。在管理中，我们实行

‘6+1’模式，即坚持良种、良肥、良
药、良机、良法、良策等 6项标准。
1则指的是每村安排 1名小社长按标
准科学种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帮着农民赚。通过机械化代替人
工作业，将种植流程标准化，满足农
户不下地、产量高、卖高价的服务需
求。”

原来，早在成立渤海新区金丰公
社前，王长松就有多年农资管理经
验。这些年，不少农户向他求助，都
是因轻听轻信买了不适合本地的种肥

而减产的。
“别看不少人种了一辈子地，可

不知道怎样科学种地。就拿良种来
说，我们选用的都是适合本地的审定
品种。在种植中，我们还要进行盐碱
地改良，来提升地力、提高产量。”

不仅如此，为确保“6+1”模式
能实实在在落地，金丰公社还在每个
村安排了一支年轻化、专业化、机械
化的小社长服务队。村民李建港是金
丰公社驻刘皮庄村的小社长，他带领
五六名职业农民不断学习科学技术，
利用专业农机规范管田。今年，还特
意培养了一名无人机飞手，紧盯植保
作业。

如何让种粮赚到钱，保障农户们的
收益，王长松也早算好了精细账。通过
规模化作业，一季的农资、农机服务等
亩投入能降低七八十元。省下来的，就
是他们额外的收入。通过科学管理，粮
食亩产还有提升空间，他们的目标是增
产100公斤，增收200元。

“我们坚持的是‘党建引领，双
社合作，壮大集体经济’模式，实现

‘政府+企业+农户’三赢。”王长松
说，不管地里产出如何，金丰公社将
给村民们带来每亩至少 400元的保底
收入。一季收成过后，卖粮赚到了
钱，村民、村集体、驻村的小社长还
将获得不同比例的分红。这样的模
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能鼓起
大伙儿的钱袋子。不仅如此，由于进
行托管，土地规模化经营，还能向上
级申请农业保险政策，如遇到灾害性
天气造成减产、绝产，也由保险兜
底，比农户自种多了一份抵抗风险的
能力。

随着托管作业的推进，不少村民
心中的“问号”也变成了“感叹号”。

刘皮庄村村民李桂生，将自家近

20亩土地托管给了金丰公社，每年
能获得近万元保底收益。“不看不知
道，金丰这个‘田保姆’，各项作业
都不含糊。不光作业精细度高，还舍
得用肥。平常俺们自种，一亩地也就
上二三十公斤肥，他们能上到三四十
公斤。还有专人检查播种深度和株
距，可比俺们自己精心多了。”李桂
生赞叹道。看到金丰公社种植出真
招，他也到地头义务帮工、指认地
块。

对于这片土地的变化，李建港也
感触颇深。“村民们把地统一托管，
撂荒的地少了，成了方连了片，还便
于机械化作业，减少人力、物力的浪
费。俺们学到了科学技术，防治病虫
害更得心应手。除了常
规除草、治虫，后期俺
们还要追施营养液，在
稳产的基础上力求高
产。”

农田托管、专家看

田，既提高了种植品质，也节省了种
植成本。近日，渤海新区金丰公社还
在与海兴县的种田大户洽谈土地托管
业务，让更多盐碱地能得到“田保
姆”的精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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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齐家圈村的冷棚里，
一个个身披灰白外衣的甜瓜虽
只有拳头大小，却挡不住收瓜
客商的喜爱。

甜瓜经纪人齐向东穿梭在
瓜棚里，正举着手机发布视
频：“看看咱这小瓜，太漂亮
了，有要货的早点言语，晚了
就排不上个了。”

青县种甜瓜的不少，为啥
齐向东如此自信？

“物以稀为贵。这棚里，
是俺这两年试种后筛出的新品
种，名为‘米粒酥’。别看身
形迷你，却比一般甜瓜更酥
脆、香甜。成熟后，拉瓜的车
都抢着定。别的瓜卖三四块一
斤，它却能卖到8块钱。”齐向
东笑道。

这并不是齐向东第一次尝
到新品种带来的“甜头”。早
在30余年前，青县大棚还是黄
瓜的天下时，他就率先改种管
理方便、效益更高的甜瓜，引
领致富新风潮。其后，博洋 6
号、博洋 9号……一个又一个
新品种亮相瓜棚，都成了市场
的宠儿。

青县根枝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近年来也十分热衷引进新
品种。每年，这里都要引入上
百个品种在相同环境中栽植，
5月还会组织品种观摩会，让
周边的种瓜户实实在在看到各
品种的差异。

“这几年，市民购瓜时，
越发喜欢新鲜的品种，所以农
户们试种新品的动力十足。我
们也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甜瓜品
种提升行动，依托根枝叶这样
的合作社搞新品种试种。对受
市场欢迎的品种，组织观摩、
宣传、推广，来年扩大种植面
积。”河北蔬菜产业体系沧衡
试验站负责人宋立彦说，通过
科学评选，能让老百姓选种有
的放矢，种啥心中有数。“即

便是同一品种的系列内部，有
的耐储存，有的产量高，有的
瓜形好。根据不同的市场需
求，引导农户更新品种，不仅
能进一步细分市场，还能提升
效益。”

除了以品种优势抢市场，
各项新技术的应用，同样助力
瓜果提质增效。

走进根枝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一个个翠绿的甜瓜格外喜
人。为了种出好瓜，“根枝
叶”用新技术将棚室从外到里

“武装”。
“俺们大棚用的是转光

膜，别看同样是塑料膜，但这
个转光膜能将阳光中的紫外
线、绿光等不被植物利用的
光，转化成植物需要的红光或
蓝光，提高光能利用率。”合
作社负责人刘印树说道。

让棚室内部管理更加精
细，这两年，“根枝叶”还致
力于引入现代化设施，用电脑
替代人脑。自动喷药、自动放
风、自动浇水……越来越多的
活计交给机械来做，通过数字
化操控，实现标准化管理。

作 为 新 技 术 的 “ 集 散
地”，近几年，河北农大的技
术专家们也在这里进行了多项
试验。先进、前沿的标准化种
植技术，让甜瓜的科技含量不
断提升。

“有根枝叶等合作社做示
范，越来越多的农户也加入到
了标准化管理的队伍。经营温
室的，可以从管理设施的改良
上下功夫。大面积种冷棚的，
则通过应用新型肥料、菌剂，
让甜瓜品质节节攀升。”宋立彦
说，现如今，通过引入新品
种、新技术来提升瓜果品质已
成为当地瓜农的共识。接下
来，他们还要挖掘更多助力甜
瓜产业发展的秘籍，让青县甜
瓜能持续“甜透”瓜农心。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获
悉，自5月6日出现的大风降温
和阴雨天气，十分适合小麦赤
霉病发生流行。据气象部门预
报，未来几天仍将持续低温阴
雨天气。市农业农村局植保专
家寇奎军提醒，当前全市小麦
生长正值抽穗扬花期，遇阴雨
天气，应立即组织施药预防，
降低赤霉病发生流行风险。

据悉，小麦赤霉病是一种
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小麦抽穗
扬花期是赤霉病侵染感病的最
适时期，此阶段若遇阴雨天
气，将有大面积发生流行的风
险。赤霉病一旦暴发流行，不
仅会造成小麦大幅减产，其病
菌产生的毒素更会严重影响小
麦质量。

寇奎军介绍，防控小麦赤
霉病应坚持“立足预防、适时
用药”的原则，通俗来讲即

“无花打药早、见花打药好、
晴天见花打、阴天见穗打、有
雨提前打、雨后及时打、授粉
不能打、黄花变白打”。可选
用甲基硫菌灵、氰烯菌酯、戊
唑醇、烯唑醇、咪鲜胺、氟环
唑等单剂及其复配制剂喷雾，
并注重轮换用药和混合用药。
提倡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机动弥雾机以及植保无人机等
高效植保机械，提高施药质
量，保证防治效果。

小麦抽穗扬花期不仅是预
防赤霉病的关键期，也是其他
病虫害的防治关键期。此时，
除以小麦赤霉病预防控制为重
点，还应兼顾做好白粉病、锈
病、麦蚜、麦蜘蛛等其他病虫
害的防控。

初夏来临，气温升高、雨水增
多，正是栽瓜种薯的好时节。日前，
在东光县找王镇大郝村，村民任淑敏
和工人们铺地膜、下滴灌、栽瓜苗，
忙得不亦乐乎。

田里，一条条突起的地垄被盖上
了黑色膜衣。任淑敏忙着在垄的一侧
点洞，快速将西瓜苗栽进洞中。此
时，这条垄的另一侧，已经扎根的红
薯苗舒展着枝叶，在阳光的滋润下茁
壮成长。

西瓜和红薯在一条垄上做邻居，
这样的种植模式让人直觉新奇。这是
任淑敏今年首次尝试的西瓜、红薯套
种模式。

“西瓜在地上长，现在栽下，到
六七月份就熟了。红薯在地下长，
虽然栽得早，但生长期长，要到九

十月份才收。”任淑敏说，西瓜早期
生长旺盛，但是根部并不大，不会
抢了红薯的营养。红薯早期生长较
缓慢，六七月西瓜收获后，及时清
除瓜秧，对红薯中后期生长影响不
大。

任淑敏探索西瓜、红薯套种，正
是看中了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土地利用
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早在三四年前，任淑敏就在大郝
村率先尝试用膜下滴灌种红薯。

“先在地垄上铺滴灌管道，再覆
膜，这样既可以防草，还能节水保
墒，减少病虫害发生。垄内土层结构
完整，也利于薯块膨大。”秋天，任
淑敏的红薯丰收，表皮光滑、颜色鲜
艳，由于还是蜜薯等热门品种，一下
子就成了周边市场的畅销货。膜下栽
的红薯，比露天种植早熟一个来月，

“身价”稍高一些，每亩地两三千公
斤的产出，让这片土地的收益大幅提
升。

这两年，看到膜下滴灌种红薯确
实效益不错，不少村民也效仿种植，
大郝村红薯种植面积增加到了几十亩
地。红薯管理虽日益成熟，但爱思考
的任淑敏又发现了新问题——起垄种
红薯，垄间的空间却被白白浪费了。
因此，她把目光瞄向了近年来日益红
火的套种模式。

“ 套 种 可 以 缓 和 两 种 作 物 争
地、争劳力、争肥等矛盾，有利于
两 种 作 物 的 产 量 互 补 ， 提 高 收
益。”由于种植红薯的地块是沙土
地，任淑敏便想到了西瓜种植。她
上网查询，还真找到了西瓜、红薯
套种相关技术，在垄背种红薯，垄
沟种西瓜。

“考虑到雨水充足时，可能会把
垄沟淹了，所以俺就尝试着将西瓜
也移到了垄背上种植。种植前，我
们用有机肥上地，给土壤添营养。
防治病虫害，也都使用的是生物菌
剂，这样后期两种作物的管理也不
复杂。”虽然目前周边人对这种套种
模式心存疑虑，但任淑敏还是脚踏
实地干了起来。为了让两种作物的
生长互不影响，她还选择了成熟时
间早且口感好的甜王西瓜，这样，
西瓜成熟后能尽早拉秧，给红薯留
出成长空间。

“希望几个月后，大伙儿能在俺
这里看到丰收的景象。”任淑敏说，
她要一点点把这种模式的田间管理技
术吃透，再教给更多人，带着大伙儿
一块致富。

青县的5月，是属于甜瓜的季节。大棚
里外，一派忙碌。摘瓜、套袋、装箱、发
车……“早晨青县棚中瓜，中午京津盘中
餐”一直为当地人乐道。青县甜瓜产业虽
起源于上世纪，却能如此长久“甜蜜”，离
不开当地一直开展的品种提升及新技术推
广行动——

特别提醒

低温阴雨低温阴雨 赤霉流行赤霉流行

立足预防立足预防 适时用药适时用药

由于土地盐
碱，我市东部沿海地

区的不少农户种田积极性
不高。随着城镇化、工业化
发展，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多，
谁来种地，成了困扰不少村庄
的问题。为破解这个难题，渤海
新区金丰公社主动当起“田保
姆”，为黄骅市3个村庄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的耕播机收、
统防统治服务，通过新农
具、新技术、新模式，在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间搭起
一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