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收抢种，麦收时节，田里的活儿
又急又累。可今年，海兴农民宋庆霞却
没费啥心思，地里的粮食就颗粒归仓
了。

“谢谢孙书记、志愿者们和白书
记，要不真发愁俺家这80亩地的麦子咋
收上来。”望着院子里已苫盖好的一袋
袋小麦，她说不出的感激。

宋庆霞是海兴县高湾镇刘佃村村

民，她口中的孙书记，是刘佃村党支部
书记孙秀瑞，白书记，则是沧盐集团驻
苗庄子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白景春。麦收
来临，宋庆霞的爱人郝平治因为意外摔
伤住院治疗，她还要忙着照顾孙子们，
实在是顾不上收麦子。

刘佃村“两委”和沧盐集团驻苗庄
子村工作队得知她家的情况后，立刻送
去关心问候，还紧急组织志愿者帮着抢

收抢种。炎炎烈日下，村“两委”、党
群志愿服务队、驻村工作队往返于田间
地头和麦场，等着收割机粮仓满了，就
立马组织运输晾晒。一遍遍摊平麦子，
一锨掀装到车上，再一袋袋装好储存
……汗水浸湿了“志愿红”的马甲，但
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就这么抢着，把
4万多公斤小麦妥善归仓。

“大伙儿还收着麦子，俺就给平治
打电话了，告诉他不要担心家里，大伙
儿收的，比俺自己还精心。现在棒子也
种下了，下一季也不发愁了。”宋庆霞
笑道。

这还只是刘佃村以“主题党日”活
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集中开
展“助农增产”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

早在麦收开始前，按照高湾镇“三
夏”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刘佃村“两
委”就开始部署抢收抢种工作。采取

“支部+党员志愿者”模式，村里成立了
党群志愿服务队，组织了2台收割机、6

台播种机“备战”地头。全面了解本村
急需帮助的农户，重点关注在外务工无
法返乡人员、鳏寡孤独等人群，谁家有
难处，“志愿红”就往谁家跑，确保成
熟一片、收割一片，做到颗粒归仓。

这段时间，每天早上 5点，党群志
愿服务队就开始了工作。协调收割机、
联系播种机、晾晒防雨……直到晚上 9
点才结束。烈日炎炎，衣服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每天顾不上好好吃一顿饭，
却依然抵挡不住他们的干劲儿。

“现在都是机械化作业，收麦也很
方便。但就是晒麦子，需要这倒一手，
那翻一下，是个费工活儿。除了俺村的
志愿者，还要感谢咱工作队的白书记他
们，虽然他们驻扎邻村，但俺村有个大
事小情，不用打招呼，人家就来了。一
忙就是一天，都顾不上休息。”刘佃村
党支部书记孙秀瑞笑道，“工作队不光
给俺们争取了建设资金，还带来了好风
气，现在大伙儿你帮俺、俺帮你，一个
村亲得像一家人。”

返乡养地培育“净土”

东光县龙王李镇后店村，从东光东
通休闲农场的果园走过，放眼望去绿油
油一片。果树上枝叶繁茂，果树下杂草
更是旺盛。如果不是看到张占通正和工
人采摘果实，还以为这个园子撂荒了。

村民从这里经过，瞅瞅杂乱无章的
树林，不由感叹：“我说啥吧，别看占
通做买卖在行，种地是真不行。你看这
地里都荒成啥样了也不管？抽空打遍药
不就把这草治住了嘛。”

“咱这是有机果园，可不兴打药，
等忙完这阵儿，俺们拿着铁锹，一片一
片地清就行。”张占通笑答，又一头扎
到了果树下。

有机，是张占通常挂在嘴边的字
眼。这位“80后”青年萌生种地的想
法，也缘起于此。

大学毕业后，张占通本在东光县城
经营着一家电子科技门市，日子过得风
生水起。转向农业种植，源于家中添
丁。去医院化验，孩子的身体不是少这
元素就是缺那营养。耳边多闻的食品安
全问题，让他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给孩
子提供更加健康的饮食。

另一方面，随着电脑行业的饱和，
张占通也在寻求新的创业方向。与朋友
闲聊，分析当前农业形势，俩人一致认
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的农产
品不仅会广受欢迎，经济效益也差不
了。发展有机农业的念想，就这样在他
心头扎下了根。

龙王李镇是传统农业生产区，发展
有机农业，这里水源、空气得天独厚。
那时，虽还未回乡，但张占通的心思已
到了地头。他开始琢磨着怎么降低土壤
里的农药和化肥残留，为有机种植

“养”出一片净土。
年少离乡，多年专心学习，张占通

的种植经验少得可怜。但这个年轻人的
学习热情十足。他上网查、四处看，一
位日本农民在山东养地搞有机生产的新
闻，走入了他的视野。

他有了目标——要健康，先养地。
油葵、玉米，成了他的帮手。与普通农

户不同，种上这些作物后，他既不上
肥，也不用药，指望它们来吸收土壤里
的残留物质。秋天，收成少得可怜，他
却一点儿都不在乎，到了来年，继续这
样做。光是培养这片“净土”，就整整
用了4年。

有机种植长路漫漫

决定做有机农业，张占通坚持最原
始的种植方式，不打除草剂、不用农药
杀虫、不上化肥。

地头上，张占通风风火火干了起
来。可没成想，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头一年，大自然就给他来了个“下马
威”。

临近收获季，高温高湿天气给了虫
害可乘之机。坚持不打农药，张占通和
工人只能用手一个个逮起虫子。为了防
止虫害蔓延，他还用起了老办法——支
上口大锅，盛满水，点起火，引来飞蛾
不断扑向滚烫的热水。

治虫如此费事儿，他仍是坚决向农
药说不。知道香椿特有的气味儿不受虫
子欢迎，张占通还特意在农场周边，密
植了一排红油香椿当栅栏，专门用来驱
赶害虫。

但多数时候，虫子还是要靠人来治
的。到了夏季病虫高发期，早晨四五点
他就要起床，趁着露湿一边摘菜，一边
逮虫子。为此，他还专门琢磨出了哪些
蔬菜更受虫子喜爱，降低种植几率。

饶是如此，甘蓝、白菜、菜花到了
丰收期，剥开叶子却还都是虫眼。收获
玉米也是，每个里必有一个虫子。好
在，客户认同这样的种植理念，不管收
成如何、品相咋样，都照单全收。

除草也是个难活儿，由于不用药
剂，他们只能拿着工具一点点儿地清，
割了一茬又一茬。

“干这个有吗出息？”“能挣多少
钱？”地里的难处不少，家里人的反对
声音也不小。张占通却认准了这个方
向，一条路走到黑。

怎么能在保证健康的同时，集约耕
作、提高效益？他的思考没有停止。铺
设灌溉管道，让浇地不再是个累活儿。

引来粘虫板、
灭虫灯，治理
虫害不再只靠
手了……他一点点摸索着，用新方式种
地。

农药与这里绝缘，动物们却成了常
客。由于农场里慢慢形成了一个生态小
环境，鸟儿、燕子把这里当作了驿站，
没事儿就来喝水、捉虫。张占通十分欢
迎这些好帮手。“燕子不吃落地的虫，
就捉活的。也从侧面验证了，咱这里没
有农药。”

私家菜园送“鲜”上门

虽然目前还没有申请有机认证，但
按照张占通的模式种地，各项管理都要
纯人工作业，成本不低。产出了好东
西，消费市场在哪儿呢？张占通把目光
瞄向了方兴未艾的私家菜园。

灵感，来源于曾经风靡QQ的“开
心农场”。那些年，熬夜“偷菜”是备
受欢迎的社交方式，在“80后”的成长
中留下了深深印迹，张占通也不例外。

把“开心农场”搬到自家地块，也
是受到了客户的启发。由于口口相传，
找他做私家菜园的客户互相熟识的不
少。有时客户来采摘自己的果实，跟邻
地的友人打个招呼，就串到别家“偷
菜”，欢乐十足。

为此，张占通把菜园分为四边都是
4.5米长的方形区域，以每块地每年100
元的价格出租，还提供40多个品种的种
植方案。由他代管，客户可以购买除
草、浇水等服务。

但如此细分，也就意味着管理难度
更大了。

一来，这里种的品种太多，一块地
里最多的时候种了十二三
种作物，与之相配的工具
也多种多样。但张占通不
怕麻烦，有些客户喜欢老
品种，他就专门淘来老种
子。有些喜欢尝鲜，他就

四处寻找新品种。
再就是不同作物的灌溉时间不一

样，有的需要喷淋，有的得漫灌，哪一
样都不能马虎。

还有除草，本来就是费工的活儿，
赶上特别窄的地块，还需要人蹲着拿小
铲子拔草。

由于不上化肥，也不打农药，果实
不光产量低，模样也不周正。

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人们的认种热
情。“咱这儿的黄瓜不顶花，也不直
溜，比市面上还小四分之一，但口感绝
对没的说。”“咱的西红柿是小时候的味
道。”点赞的客户不少。

保证人们吃到新鲜的果实，丰收季
节，张占通几乎天天送货上门，给客户
挑的都是虫子眼少、品相稍好的。剩下
的虽是残次果，但口感确实不错，他就
自己消化，一点儿也不浪费。

农场距东光县城仅半个小时车程，
还成了客户休闲的后花园。周末时，大
车小车，拖家带口就来了，徜徉在自己
的小菜园里，乡村慢生活让人身心放
松。张占通的客户，也由最初的 20余
人，发展到了200多人。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发展
家庭农场、特色农业，俺觉得这么‘折
腾’有奔头。根据客户的需求，今年俺
还要尝试生态养鸡、养鹅。品相不好的
果实能被鸡、鹅消化，产出的粪便还能
还田。通过种养循环，创造更多产
值。”10余年间，张占通已由“奶油小
生”成长为“巧克力大叔”，但他的初
心不变。他还要继续奋斗在有机路上，
一步一个脚印。

藏粮于技 做好“芯片”

盐碱地种出高产麦
■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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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协力干群协力 颗粒归仓颗粒归仓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夏日清晨，5点钟天色就已

大亮。张占通麻利起床，早早来

到了菜园。露珠清亮，晨风凉

爽，他拿起锄头，一下一下清起

草来。迎着朝阳起，伴着晚霞

休，是这个“80后”青年的生

活常态。

这些年，张占通坚持用有机

模式经营菜园、果园，不光精心

养地，还坚决向农药、化肥说

“不”，创新私家菜园，让健康的

果实走进百余户家庭——

6 月的海南，暑气难
耐。三亚市崖州区的南繁基
地里，和天气一样火热的，
是当地第二期玉米的收获场
景。农民育种家黄丙欣在
1000多个玉米实验组合中忙
着鉴定，脸上满是丰收的喜
悦。“今年有些表现力不错
的组合，快递回俺们泊头，
看看它们能不能经受住盐碱
地的考验。”

虽身在海南，但黄丙欣
一直挂念着 2700多公里外
的泊头市。那儿是他的家
乡，多年来，泊头及周边县
（市）的大田种植一直为盐
碱土质所困，成了黄丙欣不
断探索藏粮于技，进行良种
创新的源动力。

当前，他培育的“泊
麦7号”小麦，正在泊头市
及周边的5万余亩盐碱地上
迎来丰收时刻。虽然去年
因罕见秋汛而播期推迟，
但今夏，还是交出了亩产
过千斤的满意答卷。

“‘泊麦7号’是冬性
品种，抗寒、抗旱、耐盐
碱，分蘖能力强，成穗率
高，亩穗数能到 45 万株，
千粒重达41.6克，所以晚播
也不减产。”说起种植，黄
丙欣一如既往地兴奋。

黄丙欣出生于泊头市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深知
良种对农户的重要性，从
1990年就开始研究蔬菜新
品种的栽培、育种技术，
先后荣获全国农业战线科
普带头人称号、河北省科
普贡献奖。

“春旱、缺水、土壤瘠
薄是盐碱地种田的常见问
题，可这些年，市面上并
没有针对于咱这个区域，
抗逆性强又高产的小麦品
种。往往是农户们也买了
好种，年景好收成就多，
赶上气候异常，产量减半
是常有的事儿。”十几年

前，从蔬菜育种转向大田
育种时，黄丙欣立志培育
出一个节水、抗旱、耐盐
碱又高产稳定的新品种。

没有高新技术支持，
资金也时而捉襟见肘，他
却心无旁骛。为了加速育
种过程，每年还要自费到
海南的南繁基地做试验，
起早贪黑，一待就是半
年。别人育种是百里挑
一，可到了黄丙欣这里，
千里挑一都不为过。“泊麦
7号”就是他耗时14年，从
3600多个小麦品系中筛选
出来的。

追求节水增产，规范
小麦种植技术同样是藏粮
于技的重点。根据“泊麦 7
号”的特点，黄丙欣还总
结出多抗、节水、高产、
高效配套技术规范。在他
看来，育种成功不是目
的，让农民受益才是目
的。多年来，他还致力于
农技推广，在泊头及周边
县（市）建起了400多个农
技推广服务网点，从播种
到收割对农户进行全程技
术指导。

如今，在盐碱地上，
即便农户们只春浇一水，

“泊麦 7号”亩产也能超千
斤，可亩均增产75公斤。

但这还不是盐碱地上
藏粮于技的终点。“种业是
农业的‘芯片’，一粒种子
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
百姓的饭碗。接下来，我
们还要充分挖掘小麦品种
的增产潜能和抗旱栽培技
术的节水潜力，进行春季
免灌溉旱作技术研究，创
新集成沧州麦区节水旱作
高产高效种植模式，逐步
建立小麦节水抗旱品种
育、繁、推一体化技术体
系，协调推进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泊头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两天，盐山县金英家
庭农场的 280亩小麦收割完
毕，农场主陈金英格外高
兴，因为今年的小麦又迎来
了大丰收——亩产550公斤。

日前，有人到金英家庭
农场取经，只见收割机在麦
田来回穿梭，麦秸飞舞间，
一垄垄金黄的小麦被“剃了
头”。几个来回后，麦粒如
瀑布般涌进三轮车里，过秤
后，卸到储藏间，泛起阵阵
麦香。

陈金英来到小麦储藏
间，捧起一捧麦粒，直夸饱
满。看着堆成“金山”的小
麦粒，她脸上满是喜悦。为
了这丰收时刻，她和爱人没
少投入物力和人力。

“地租每亩 300元，粉
碎玉米秸杆每亩需要 30
元，小麦底肥每亩 200元，
旋地播种每亩 60元，麦种
每亩播 25公斤共计 100元，
种麦人工费每亩 10元，春
季小麦每亩追肥 40公斤折
款 120元，施肥人工费每亩
10 元，麦田喷施除草剂、
杀虫剂、杀菌剂共3遍，包
括农药和人工每亩花 45
元，给小麦浇3遍水每亩人
工、电费计 80元，小麦收
割每亩 50元，每亩花费合
计 1005元。”每一项管理，

每一笔支出，她都细细记在
心中。

“ 俺 这 亩 产 达 550 公
斤，现在小麦每斤价格是
1.57 元，每亩能卖到 1727
元，除去成本，每亩净利润
722元。农场一共 280亩小
麦，俺两人能赚到 20多万
元。”再算出这笔账，她脸
上的笑容更灿烂了。“累是
累了点，但收成不错，一切
都值得。”

陈金英说，农场流转土
地的规模虽说不算大，但是
通过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细算一下，觉得农业增
收的潜力真是不小。“尤其
是通过精细管理，将饭碗牢
牢端在咱自己手里，俺们把
农业当职业，也有了自豪
感。”

在盐山县，像陈金英一
样投身农业规模化种植的农
户越来越多。近几年来，盐
山县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农
业，针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多的特点，依照依法、自
愿、有偿的原则，抓好土地
流转工作，使闲置或粗放经
营的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培植了一大批耕种大户、家
庭农场，使粮食生产向规模
化、集约化、农场化、高效
化的方向发展。

种田能手细算收成账
■ 本报通讯员 王洪胜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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