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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在南皮县寨子镇

青宸苜草现代农业园区，万亩

翠绿的苜蓿生机勃勃，成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瞄准奶业振

兴需求，打造现代农业苜蓿产

业化集群，建设高效、生态的

苜草现代农业园区，南皮县寨

子镇青宸苜草现代农业园区在

一二三产融合、产销游一体及

富民增收上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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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这边的樱桃又红又大，快来摘呀。”“这
边还有黄色的呢，也倍儿甜。”……初夏，又
到了樱桃成熟的季节。在吴桥县港沣农场的樱
桃园内，如宝石般的小樱桃挂满枝头。红的似
玛瑙，淡黄的如凝脂，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前来采摘、游玩。

“一共3斤多，收您60元。”樱桃树下，王
书玲正忙着给游客采摘的樱桃称重收费。

王书玲是港沣农场的“当家人”。返乡创
业后，她瞄准农场毗邻德州的优势位置，调整
种植结构，向休闲农业发力。这片樱桃林，就
是她耗费几年心血倾力打造的。

“这边的是美早大樱桃，就是咱俗称的车
厘子，这种果个大，多汁味儿甜。那边是黄水
晶，成熟后是黄粉色的，别看颜色浅，糖度可
不低……”王书玲说，这片樱桃林占地 30
亩，有美早大樱桃、黄蜜、水晶等 10余种，
不仅品种新鲜，采摘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樱桃好吃树难栽。因为种植条件的限制，
樱桃不是生在湿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就是长在
山区。在平原地区种露地樱桃，对王书玲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最大的困难，是种了四五年，树长得老
大，可就是不结果。”那时，这个难题可愁坏
了王书玲。要知道，为了让这些樱桃树结出甜
美果实，她可是给林子“喂”足了营养。除了
上有机粪肥，还特意用蚯蚓粪便来改良土壤。
可为啥这些树长了好几年，就是不结果呢？甚
至到了后期，还出现了死棵的情况。

发愁之际，王书玲决定前往山东泰安的
樱桃种植基地“取经”。在那里，她新引进了
一批壮苗，还专门向樱桃种植户学习管理技
术。

原来，管理樱桃树是个细心活，冬天要适
时剪枝，夏天还要注意摘心，哪一项落下了都
不行。“俺们按照人家教的方法管，终于看到
了花芽，去年 5 月，樱桃树结了第一批果
实。”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水果，以打造健康
绿色的农产品为宗旨，在日常管理中，王书玲
坚持用绿色标准管理。

这两年，港沣樱桃的名气越来越大，今
年，王书玲还在社交平台上策划起了活动。游
客购票进园后，可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
尝美味果实，还能将这新鲜果实带回家分享给
亲朋好友。转发链接，优惠更多。一时间，港
沣的樱桃火爆了周边百姓的“朋友圈”，每到
周末，慕名来采摘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讯 （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刘兴达 刘
晓天）近日，来自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专业的专家团队，受邀走进南大港产业园区
的田间地头，查看土质、定位取土。这是园区
农务中心正在开展的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盐碱地改良前期工作。

据悉，该项目今年计划改良土壤 3000余
亩，以达到降低土壤盐渍化程度，提高农业生
产力的目的。每到一处，专家们都仔细查看土
壤质量和作物的生长情况，定位取土，以备进
一步处理和检测。通过深入了解盐碱地情况，
对现场提出可行性建议，随后还将制定适宜改
良方案。

项目负责人刘钊廷说，园区每年都要深入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渠道清淤、修建蓄
水池、铺设节水管道等工程措施，提高区域农
业基础设施水平，做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
通、排灌自如、旱涝保收。今年，除工程措
施，项目还首次增加了盐碱地改造、土壤培肥
等农艺措施，希望通过工程、农艺相结合，最
大程度提升耕地生产力，让盐碱低产田变为优
质高产田，促进区域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

盐碱改良促高产盐碱改良促高产

为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日前，吴桥县妇联发
动县农业农村局科技工作者、巾帼家政示
范基地专业讲师等成立巾帼科技助农服务
团，到沟店铺乡东丁村巾帼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为周边种植基地的12名妇女讲
授大棚蔬菜、果树管护、大田管理等技
术。 孙娜娜 摄

机械助力
万亩苜蓿装点南皮

盛夏时节，走进南皮县寨子
镇青宸苜草现代农业园区，田地
里，一望无际的翠绿苜蓿长势喜
人，场院中，一个个青贮苜蓿包
整齐排列，无不彰显着当地苜蓿
产业的红火势头。

“紫花苜蓿被称为‘饲料罐头’
和‘牧草之王’，其产草量高、利用
年限长、再生性强、营养丰富，各
种畜禽都喜欢吃。”园区经营主体
——沧州青宸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李学利如数家珍。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皮人，李
学利对苜蓿并不陌生。2000年前
后，南皮曾是华北地区著名的优
质苜蓿生产基地。因种植面积广
泛、不断诞生新品种，还收获了
全国苜蓿第一县的美称。但那
时，苜蓿需晒成干草，却总在收
割季遇降雨难以储存，效益不
佳，产业因此声势渐微。

“国内奶业发展强劲，但是苜
蓿生产能力不能与之匹配。这些
年，进口苜蓿供不应求。大力发
展苜蓿产业，不仅能抓住奶业振
兴的机遇，提高苜蓿自给率，也
能再次重立咱南皮苜蓿的光荣
牌。”去到北京考察，得知随着现
代农业发展，苜蓿收割、打包已
实现高效机械化生产，沧州青宸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对突破苜蓿产
业困局有了信心。2020年，小小
苜蓿再次扎根南皮。

作为优质饲料，紫花苜蓿对
收割节点要求极为苛刻，刚打花
苞的苜蓿营养价值最高。每到收
获季，园区都发挥大型机械优
势，抢抓农时收割，确保苜草品
质。收割机轰鸣着穿梭，将苜蓿
地从“绿地毯”变成了“条纹
毯”，是这里特有的景象。

由于作青贮饲料用，苜蓿在
地里晾晒几个小时，就被运往了

加工车间。其后，裹包机上场，
后斗装料，前面裹包。随着机械
手臂一圈圈旋转，一块块零散的
苜蓿，被“乖乖”规整成了青贮
圆柱包。

李学利说，农业机械化水平
提高，不仅提升了苜蓿的收割效
率，还解决了存储难题。“引入裹
包机，能有效延长苜蓿的存储时
间。经过裹包的苜蓿，可以立即
装车发往奶牛养殖场。如果小型
养殖场没地方储放，也可以由我
们代存。在收割中，我们会在苜
蓿上两次抛洒发酵菌剂，放置过
程中，有益菌能不断将有害菌杀
死，大约 45 天后，再运往养殖
场。”

这两年，随着加工、收储能
力的提升，园区的苜蓿种植面积
达 1.3万亩，现已辐射 3个乡镇的
8 个村庄，可年产鲜草苜蓿 5 万
吨。

多元发展
延伸链条壮大产业

计划将南皮打造为华北苜蓿
第一县，园区的苜蓿产业不只有
量的突破，还有质的提升。

生产比进口苜蓿更好的苜
草，用高品质苜蓿征服国内大小
奶企，园区将发力点放到了专家
团队建设、新品种选育上。

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市县
农业农村部门等技术专家的基础
上，增加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
业资源环境研究所、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旱地作物研究所和河北农
业大学的相关专家，成立了涵盖
耕作栽培学、土壤学、生态学、
畜牧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就
苜蓿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农机
及产品生产、销售等全产业链进
行研究，打造有高新科技支撑的
现代农业苜蓿产业化集群。同
时，与北京正道种业公司建立了

合作关系，在品种引进筛选、高
产高效优质关键栽培技术研发及
集成示范、苜蓿产品加工等方面
不断精进。

“科技力量的集聚，使得园
区 成 为 苜 草 产 品 的 技 术 孵 化
器、推广辐射源。我们打造了
百亩试验田，现已选取了 2个表
现力好的品种推广种植。”追求
高标准蛋白含量，园区的苜蓿
在刚现花苞时就采收，比其他
地区要早一个星期。借助先进
的检测设备，他们还会对关键
指标进行检测，蛋白含量比进
口苜蓿还要高。

以建设“生态农业、高效农
业、循环农业、绿色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苜草现代农业园区，构
建现代农业苜蓿产业化集群，园
区还在一二三产融合、产销游一
体上下足了功夫。

“苜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
具有药用食用价值。每逢上市季
节，江浙等地的市民把它当作家常
蔬菜炒食，是不可多得的健康美
食。”李学利说，向加工食品产业
延伸，公司研发成功的苜蓿面条已
生产上市，备受好评。

近期，青宸公司还与寨子镇
醋厂合作，研发苜蓿醋，并计划
以此为平台，引入更多食品加工
主体，进一步壮大苜蓿产业化集
群。去年，园区还为“南皮苜
蓿”申请了地理标志产品。

以苜蓿生产与加工为主导，
园区还计划弘扬苜蓿文化，整合
田野风光、河系水景、人文景观
等资源发展观光旅游，实现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打造苜蓿科技园，展示苜蓿
相关科技知识；建设苜蓿科普教
育园，作为丰富大中小学生科普
知识的园区；建设水上乐园，集
排灌、养殖、垂钓、娱乐于一体
……以苜蓿幸福草的概念和特点
吸引游客来园区享受田园生活，
这里发展特色旅游的脚步愈快。

致富有道
小小苜草辐射广泛

小苜蓿长成大产业，不只满
足了奶业需求，还在当地铺出了
致富路。

“今年我种了1000多亩地的紫
花苜蓿，由青宸公司负责技术、
加工、销售，我们光做好种植管
理就行。播种、收割、翻晒、打
包等都是机械化作业，管理简
单、节省劳力，而且收效期长。
苜蓿种上就能长五六年，每年收
获5茬。今年行情好，每亩地纯收
益能达到千余元。”园区苜蓿种植
户说。

这里，还成了“大学生”小
业主的孵化基地。

看中人才的力量，园区推出
“大学生”小业主创业计划，利用
园区现有资源，为大学生提供科
研、实践基地和创业平台，通过
产、学、研结合，进一步促进苜
草产业发展。目前，正积极与中
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
校的硕士、博士生接洽。

产业日益蓬勃，当地百姓也
从中尝到了甜头。

将土地流转给公司或种植
户，根据不同地力，农户每亩

地可获得 500 元至 700 元不等的
流转金。这样一来，愿意长期
进城务工的农民就从地里解放
了出来，可以专心从事二三产
业 ， 打 工 增 收 。 对 于 上 了 年
纪，不便去工厂、城里就业的
劳动力，也可以由园区接收，
继续从事苜蓿种植、加工等相
关工作，每天能赚到 100 元薪
金。全年收割期间，园区要用
工 500余人 （次）。

产业发展的生态效益，也不
容忽视。苜蓿靠自然降水即可生
长，较其他作物更为节水。规模
化发展后，其保水、涵养水源的
能力越发凸显，能有效减少水土
流失，改善园区内农业生态环境。

“随着园区苜草产业做大做
强，我们已与全国各地养殖场建
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不乏伊利、
蒙牛这样的龙头乳企，为咱南皮
苜蓿产业振兴开了好头。下一
步，我们还要全方位开发这一株
小草，积极探索产品深加工，挖
掘更多振兴潜力，壮大致富力
量。”李学利说。

眼下，正是桑葚的成熟季
节，各地的桑葚林里热闹不已。
工人们三五成群，齐心协力兜着
纱网，将成熟落地的桑葚“一网
打尽”，是收获季常见的风景。

可来到东光县东吴文创园的
桑葚林，却少见人影，只有两台
农机轰鸣着从树下开过。只见，
农机前进，旁边的桑葚树随之抖
动“身体”，一颗颗成熟的桑葚顺
势掉落到机器侧面的斗里。原
来，这也是在收桑葚呢。

“这是俺发明的桑葚收获机，
有了它，就不用再辛苦拉网收桑
葚了，既省工又高效。”桑葚林的
主人吴景刚自豪介绍道。他说，
这台机器6分钟便能在林子里转一
圈，一趟就能收上 250公斤桑葚，
可比工人们效率高多了。

“你看，这果又黑又大，成色
多好。从树上摇下来，还不会沾
地，干净多了，不管是制干还是
酿酒，都是上好原料。”吴景刚从
收获箱里抓了一把，笑着展示道。

别看现在喜笑颜开，可前些
年，桑葚的收获对吴景刚来说却
是个大难题。

彼时，他创建东吴文创园，
除了研究制作古兵器，发展文旅

休闲产业，还流转了 400余亩土
地，计划壮大桑葚产业。

桑葚药食同源，用途广泛，
是不可多得的良果。但与此同
时，其采收耗工量大，保鲜期也
短，要是收获季老天爷不“赏
脸”，再遇上不给力的市场行
情，这一年的收益有时都抵不上
人工费的支出。吴景刚的朋友种
植了 100亩桑葚，收获时，要雇
60 个人工，还得跟老天爷抢时
间。往年，一到桑葚收获季就头
疼。

“俺的林子有 400亩，树小时
产量少还好说，到了盛果期可咋
办？”为难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
老本行。

“虽然国内市场上没有桑葚收
获机，但并不代表着桑葚不能用
机器收获。在国外，地广人稀，
用机器收获桑葚已是产业常态。
为啥咱不能研制一台桑葚收获机
呢？”就这样，吴景刚开始了自己
的研发路。

了解吴景刚的人都知道，他
熟悉各项机械原理，善制古兵
器，还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我爱发明》栏目。可在此之前，
他并未钻研过农用机器，更别提

还要“无中生有”了。
发明桑葚收获机，他首先在

国外机收桑葚的视频里寻找灵感。
“外国的收获机，是一台机器

围着一棵树收，通过晃动树干使
桑葚脱落，虽然减少了人工，但
效率也不是很高。”虽然对这机器
不甚满意，但吴景刚好歹找到了
方向。“机器采收桑葚，其实就是
用机器力量替代人力，晃动树
干，让成熟桑葚自然脱落，再收
集。”

有了想法，他开始考虑机器
主体。设计了十几种方案后，吴
景刚发现，新造一台全新机器，
费工、费时，如果只收桑葚，闲
置率还高。“不如在拖拉机身上进
行改装，安装上创新的收获机
具，可拆可卸，成本低，还便于
推广。”

想法初步成形，他开始画起
图纸。机具的关键，是如何不停
摇动树干。这时，他想到了自己
的老本行——古兵器。“弓能把箭
射出去，就是利用了弓弦变形、
蓄能的原理。我们能不能在机具
上，用一根弹簧拉着装置，通过
弹簧变形、蓄能带动装置摇动撞
树？”他灵感迸发。

可 把 握 摇 晃 树 干 的 力 度 ，
是个难点。一开始，吴景刚选
择在弹簧上加装捶打器，但高
度 不 够 ， 力 度 太 小 摇 不 下 果
子，收获平台的挡板还划伤了
树干。根据实地情况，他一点
点改进，磨圆了挡板，又用胶
质滚轮替代捶打器，调整了捶
打高度。

“去年，机器上就装了一个
滚 轮 ， 力 度 还 是 有 些 小 ， 今
年，俺又进行了改进，现在二
代机器上有 3 个胶质滚轮，这
样，在行进过程中，第一个轮
离开、回正后还能相继带动二
轮、三轮，保证力的持续性。”
经过改进，力度适中，这台机
器实现了连续行进式作业。收
获 中 ， 不 用 停 车 就 能 收 集 果

实，效率比国外的机器提高了 5
倍。去年，吴景刚还为这台机
具申请了发明专利。

目前，两台机器连续作业，
一天最多能收获 200多亩地桑葚，
初步算来，一年可节省 20余万元
人工费。

这两年，桑葚收获机在东吴
文创园诞生的消息不光在当地桑
葚种植户中引起轰动，还获得了
东北等地桑葚种植户的关注。近
期，还有外地种植户向他订购机
器。

“我们欢迎各地桑葚种植户来
文创园考察、交流。如果有需
求，我们可以根据桑葚林的株行
距定制机器。希望这项发明，能
帮助更多人，让桑葚产业实现高
效发展。”吴景刚说。

万亩苜蓿园万亩苜蓿园万亩苜蓿园 遍植遍植遍植“““幸福草幸福草幸福草”””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冯 静 白 玥 昝立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