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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省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名
单公布，青县蔬菜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献
县肉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泊头沙地梨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黄骅渔业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榜上有名。

作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的升级版，这
4个园区能晋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序
列，离不开我市一直坚持的“大产业”发
展理念。做强产业基地、做实经营主体、
做好融合文章、做响农业品牌……争当特
色农业发展的排头兵，这些园区立足本地
特色，在产业集群式发展上频频发力，让
三产融合蓬勃发展、优势资源不断集聚、
涉农百姓连连增收——

瞄准“大产业”发力“大园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小蚂蚱“蹦”上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刘 璐

前不久，记者到献县本斋回族乡孟各庄
村采访古桑林保护，碰巧赶上村里召开党员
代表会，10多名党员代表在村“两委”为村
子发展提建议。记者意外得知，孟各庄村这
些年的变化，跟 30多年前的“老规划”有
关。

“今天，我召集大伙儿过来，主要是想
把这两年村里的建设情况交个底。2020年，
咱村一共硬化路面 1950米。2021年，硬化
了 3300米。目前，村里 80%的街道都硬化
了，今年计划把剩下的两条大道再修好。咱
村是纯农业村，没有集体收入，修路多亏了
大伙儿出力。”村党支部书记王荣海开门见
山。

“别着急，咱一点点来。村里 30多年前
就有规划，家家盖房盖得规矩。要致富，先
修路。路修不好，没法进行下一步。”沧州市
人防办驻孟各庄村第一书记李济广接着说。

“李书记，你来孟各庄不到一年，啥事
都瞒不过你，没想到连村里的老规划你都知
道了。”村委会委员常艳觉得很意外。

“我驻村不能天天光在办公室里坐着，村
里有啥难题，大伙儿有啥呼声，必须入户实地
了解。一次，我去一位村民家走访，他家老人
告诉我，这村街道之所以这么直，是因为多年
前村里就已经做了规划，当时就为了以后村里
好打造。规划里写着：以村‘两委’南面第一
家为中心，周围的地基都要比前一家低10厘
米左右，这样，既有利于村里排水，街道也
整齐。刚来时我还觉得纳闷，这村的房子怎
么盖得都这么齐，原来大伙儿都在执行‘老
规划’。”李济广打开了话匣子，“你家不多
占，他家不随便抬高宅基，没有纠纷、矛
盾，村风能不好嘛！难怪现在村里干啥事，
大伙儿都大力支持。‘老规划’已经从规划图
变为无形的村规民约啦！”

李济广的话，说到了在场党员代表的心
坎儿里，大伙儿争相发表建议。

“忒对了！咱村就是心齐，每次修路需
要大伙儿捐款，你捐10元，我捐100元，人
人都争着出份力。村里环境好了，受益的还
是咱自己。”

“天热了，古桑林旁边文化广场里活动
的人越来越多，电动车、自行车都停在路
边，影响车辆通行。可以把旁边没硬化的那
片地平整下，用不着雇工人，谁在家没事搭
把手就行。”

“西洼的 700多棵古桑树是孟各庄的宝
贝，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融合，搞乡村旅游不能仅局限于
采摘，古桑林有几百年的历史，大有文章可
做。谁家亲戚朋友手头有好项目，可以往村
里引引。”

……
谈变化，聊发展，提建议，半个多小时

的时间，党员代表们“碰撞”出许多新点
子。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孟各庄
村的发展思路也随之变得更加清晰。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上周末，沧县纸
房头镇前营村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马兰
一号”小麦观摩会在市农科院前营试验站举
办，来自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的科技特
派员、科技推广人员及沧县的种植大户等50
余人现场观摩、了解“马兰一号”小麦的生
长情况。

据悉，“马兰一号”小麦诞生于辛集市
马兰农场，具有根系发达、茎秆粗壮、抗
倒、抗病、分蘖适中、亩成穗多、千粒重高
等特点，首创我省小麦亩产超 800公斤的高
产纪录。去年，河北正大种业有限公司在前
营试验站试种“马兰一号”小麦，计划在沧
县示范与推广。活动现场，河北小麦育种首
席专家、“马兰一号”小麦育种人郭进考就

“马兰一号”育种过程、品种特性、栽培要
点、田间管理主要技术等进行现场解读。

“这是个难得的稳产高产品种，经过试
种，证明在盐碱地同样适宜推广。经过现场
测定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马兰一号’
试验田的亩产预计可达 650公斤。我们相
信，这个品种如在我市推广种植，将为全市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市农科
院三农服务中心专家席国成说。

““马兰马兰””新品麦新品麦

高产破纪录高产破纪录

集群式发展 产业风头劲

在青县蔬菜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每年的 5月到 9月，是属于羊
角脆的季节。绿叶间，身披灰白外
衣的羊角脆甜瓜长势喜人。工人们
忙着采摘、分拣、包装，用不了半
天，这些“青县特产”就会出现在
京津市民的餐桌上。

青县是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
基地。截至 2021年底，全县羊角
脆种植面积达 2.7万亩，年产量 33
万吨，产值达 11亿元，不仅丰富
了市民的菜篮子，更鼓起了村民的
钱袋子。

小瓜藤结出富民果，成就大产
业，还只是青县蔬菜产业集群式发
展的缩影。近年来，青县重点建设
结构合理、链条完整、功能互补的
蔬菜产业集群，青县蔬菜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应运而生。园区规划面积
4.4万亩，涉及 34个村庄，成方连
片，规模优势明显。向产业集群式
发展迈进，打造高端精品、强化产
销衔接，青县蔬菜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还形成了种苗培育、蔬菜种植、
设施建造、农资服务、仓储运输、
电子商务、休闲农旅的产业链条，
让瓜果长得好，更“嫁”得好。目
前，园区年产瓜菜 140万吨、叶菜
1.5万吨、种苗1.5亿株，年加工蔬
菜3万吨，销往京津及周边14个省
市区，独特的设施及品种在全省乃
至全国都极具竞争优势。

“近年来，在现代农业园区的培
树上，我们一直坚持大产业发展理
念，通过整合资源、延伸链条，不断
提升农业接‘二’连‘三’水平，实
现集群式发展，让产业基础更牢固，
主体多受益，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
展。”市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殷文红如是说。

产业基础大、经营主体多、链
条延伸长……依托“大产业”发展
理念，黄骅渔业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献县肉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泊头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同
样是我市特色农业的佼佼者。

黄骅渔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以

水产为主导产业，构建起集育苗、
养殖、海洋捕捞、水产加工、冷链
物流、电商渔业、休闲渔业于一体
的现代渔业产业链。2021年，主导
产业总产值达 35亿元。这里还是
北方地区最大的南美白对虾苗种集
散地，年生产能力达 150 亿尾以
上，无论是苗种培育还是养殖规模
都为业内津津乐道；献县肉鸭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已形成优质玉米种
植、饲料加工、肉鸭养殖、屠宰制
坯、熟食加工、连锁经营的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年出栏种鸭 10 万
只、肉鸭 3500万只，辐射带动养
殖场 300多家、玉米种植 1万亩，
2021年园区总产值达 35亿元；泊
头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面
积 9.2万亩，形成了沙地梨种植、
加工、销售（含出口）及休闲农业
的产业链条，年生产、销售梨约30
万吨，2021 年总产值达 32 亿元，
年加工出口7万吨，创汇7000万美
元。

人才实验室 品牌扩音器

集群式发展，助力产业做大做
强。随着各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进入
良性轨道，其洼地效应也愈发凸
显。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现
代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让园区成
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这里，是先进技术展示的“秀
场”。

为实现自动化、科学化、智能
化养殖，黄骅渔业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的多家经营主体将目光瞄向“智
慧大脑”，借助智能增氧、自动投
饲、在线监测以及智能决策、精准
管控等养殖装备，通过无线传感技
术、网络化管理，对养殖环境、水
质、水产品生长状况、药物使用、
废水处理等进行全方位监测和管
理。

在青县蔬菜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核心区及主要经营主体都安装
了农业物联网装备，通过传感器对
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光照等
进行监测，精准指导菜农通风、施
肥、节水灌溉。园区智慧农业应用

覆盖率达到80%以上。
这里，也是高端人才的“实验

室”。
抢占水产科技创新“制高

点”，黄骅渔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建起院士工作站，通过与桂建芳和
包振民院士合作，开展梭子蟹、南
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良种扩繁及
育种技术推广应用，并就水产育制
种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前沿科
学融合等进行研究，近两年获得 3
项专利认证。

献县肉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与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合
作，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
鸭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中国农
科院肉鸭种质创新中心也落户这
里，通过整合“农业农村部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 （家禽） 重点实验
室”“国家水禽产业技术研发中
心”两个平台资源，推动实施种业
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培育航母级肉
鸭种业基地，力争把献县打造为

“国际肉鸭种业之都”。
这里，还是叫响区域品牌的

“扩音器”。
借助品牌的力量，泊头沙地梨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品牌梨果风靡
国内外。这里拥有 8个品牌商标，
其中亚丰、泊洋、齐桥、金马为省
著名商标。集中国十大梨品牌、梨
出口十大品牌、果王等多重美誉于
一身的“亚丰梨”，打入了中粮集
团、华润万家等连锁店。多年来，

“亚丰梨”“金马梨”一直畅销美
国、加拿大等全球各地，溢价率高
于同类产品30%以上。2021年，园
区梨品牌销售额达 28亿元，其中
鲜梨出口量7万吨、出口额达7000
万美元。

在品牌美誉上，献县肉鸭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同样风头正劲。“献
县肉鸭”是河北省区域公用优势品
牌，被列入河北省优势特色主导产
业名录。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坯生
产基地，园区的肉鸭产品先后多次
荣获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名优农产品金奖，广
销全国大中城市。看中品牌化发展
的红利，园区还重点支持和引导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册商标、创建品
牌，培育一批影响大、效益好、辐
射带动强的肉鸭名牌。

辐射带动强 农户增收美

抓大产业，是为了带动更多小
农户。各现代农业园区自创建以
来，就一直引导龙头企业、产业联
合体等与农户形成利益联结链条，
让小农户也能在产业集群式发展中
分一杯羹。

在献县肉鸭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牵
头创建了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献县肉鸭产业联合体，通过

“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
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200 多家，肉鸭养殖场 300 多
家，从业人员达 2.6万余人。产业
链条延伸后，还带动秸秆、粪污收
储运服务行业发展，引领 126家养
殖、农机、种植等经营组织运营。
目前，园区连接农民人均可支配年
收入达 2万多元，养殖业增收对农
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60%。

“加快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
系、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将示范园
区打造成为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绿色发展的先行者，最终目的
还是要通过质量兴农、效益兴农，
帮助当地百姓致富增收。”殷文红
一语中的。

采用“六统一”产业化经营模
式，对社员、果农实行订单生产，
产前由公司垫付生产资料；产中提
供技术指导和培训；产后负责保护

价收购产品，高于市场价收购优质
果品……实行“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泊
头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通过产
业扶贫、技术服务、流转土地、提
供岗位、入股分红、订单生产、收
购统销等形式带动起5万农户。

实行四统一模式，引导菜农与
合作社合作，青县蔬菜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通过“龙头企业+农户”“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在降低菜农
经营成本的同时，让农产品质量可
控，减少销售压力。目前，园区
80%的农户从中受益，可支配收入
高于园区外收入水平的36%以上。

充分发挥特色水产优势，黄骅
渔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除带动起
1300多户农户，还通过引导渔村开
展休闲渔业建设，让村庄旧貌换新
颜。东高头村建起文化中心，贾家
堡村硬化广场、建民俗文化室，赵
家堡村立起铜制雕塑……昔日的苦
海沿边成了宜居的美丽渔村，渔民
们的幸福感大大提升。

“下一步，这些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要成为现代农业样板区和乡村
产业兴旺引领区，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今后，我们还将集中各方资源、力
量，补短板、延产链、促创新，推
动这些特色农业产业进一步高质量
发展，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殷文红说。

这阵子，家住黄骅市常郭镇柳
林庄村的刘青、邓金锋夫妇忙坏
了，微信群里响个不停，都是订
单。

“这不，头茬的蚂蚱接近尾声
了，客户都抢着下单呢。”生意红
火，刘青喜笑颜开。

这边，刘青忙着发货，那边，
邓金锋在蚂蚱棚里也忙得火热。与
普通蔬菜大棚不同，蚂蚱大棚有两
米高，全部用透气的纱网和塑料膜
建造，出入口处装有拉链，像一个
巨型的蚊帐。大棚里，密密麻麻的
蚂蚱“铺”了一地，或爬或跳，足
有数万只。棚内温度高，邓金锋埋
头给蚂蚱喂食着草料，不知不觉，
汗水就滴了下来。

聊起创业史，两人都深感不
易。

早些年，刘青和邓金锋开饭店
谋生。店里的油炸蚂蚱是顾客们常

点的美食，刘青便想着，既然这么
受欢迎，为啥不自己养蚂蚱呢？说
干就干，这对夫妻雷厉风行。

可现实却不似畅想得那么美
好，第一个要跨越的就是技术难
关。

不知为何，田里随处可见的蚂
蚱到了大棚里，成活率却不高。产
量跟不上，效益自然就提不上去。
邓金锋不放弃，多方打听，哪里有
养殖蚂蚱的就跑过去参观学习，慢
慢有了底气。夫妻俩善于琢磨，再
加上一股子钻劲儿，不断丰富养殖
经验，产量也提升了上来。

解锁了技术难题后，两人又迎
来了高温考验。

蚂蚱的生长期是每年的 3月中
旬到 10月中旬，大约能出三四茬。
蚂蚱喜光，越热越兴奋，夏季棚内
的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它们依旧
活跃。可这高温对人来说却是个考

验。彼时，大棚宛如一个大蒸笼，
在棚里待一会儿，汗就能把衣裳浸
湿。为了避开高温，一到夏天，夫
妻俩早上 5点多就已到地边打草。
待棚内温度升高，蚂蚱们扑腾起
来，抓紧一切时间到棚里喂食，一
天要出入三四次养殖大棚。

“每天起早贪黑又得高温作
业，开始身体吃不消，没想到，慢
慢地也习惯了。”刘青感慨道。

让刘青想不到的还有两人心态
的变化。“棚内温度一升高，蚂蚱
就热闹了起来。等把鲜草抱进去，
一下子，蚂蚱就附在了草上，尤其
是那个小蚂蚱，先用嘴巴咬着秆，
也不嚼，生怕别人抢了去，像个小
孩子一样，十分有趣。”讲起蚂蚱
的趣事，刘青的开心溢于言表。

“辛苦，确实辛苦，但要是一天不
去棚里看看，还想得慌呢。”

就这样，两人靠着悉心钻研、

不怕吃苦的劲儿，将 5个棚发展到
20个棚，还承包了 3亩地专门来种
蚂蚱食用的黑麦草、玉米草等作
物。

由于他们养殖的蚂蚱个头大、
品质好，客户口口相传，在微信群
里卖得十分火爆。这小蚂蚱不仅拢
住了黄骅本地的客户，还跟着快递
到了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的餐
桌上。由于客户储存不便，刘青特
意建了个小冷库，便于客户随取随
拿。

20个棚一年能出 4000公斤蚂
蚱，每公斤可卖40元左右，夫妻俩
一年的收入相当不错。尝到了致富
的滋味，他们也乐于帮助他人：

“养殖蚂蚱技术含量不是很大。蚂
蚱生长周期短，只要达到了生长所
需的温度，产卵、生长就不是问
题。有想养蚂蚱的可以上我这来，
我无偿提供技术。”

眼下正是小麦“一喷三防”的关键时
期，日前，在任丘市太平庄村麦田，农户
正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

金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