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麦种植“特”为先

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核心
区，东光县宁豪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场院
里，仿佛一片金色“海洋”。卸麦、烘
干、收储……收麦有条不紊。

合作社负责人尹建宁说，这些小麦
虽外观与普通小麦无异，但“内涵”却
十足丰富。他们种植及收购的是优质小
麦，这种小麦筋度更高，产出的面粉稳
定时间更长，更有劲儿。

原来，在面粉加工业中，要产出不
同筋度的面粉，需使用优质面粉与普通
面粉进行配比，所以优质小麦是面粉厂
必购的原材料。为此，合作社还开辟了
10多亩试验田，每年试种优质小麦，筛
选好品种。

“今年俺们种的济麦 44和济麦 17，
就是在多轮种植、加工中脱颖而出
的。”尹建宁说，这两个品种吃水量
高，使用同样比例的面粉，能做更多面
食。

优质小麦虽“天赋异禀”，却并不
娇气，在田间管理上不用特别对待。

“由于分蘖力、抗逆性强，开春浇
两水，亩产就能到 600公斤。今年，俺
合作社的收成更好，高产地块每亩能打
出700公斤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尹
建宁高兴不已。

不仅如此，由于面粉生产需求量
大，每公斤优质小麦的身价也比普通小
麦高出 0.2元。如此算来，一亩地如果
产麦600公斤，起码能多赚120元钱。

看中了优质小麦的身价和市场，这
两年，找王镇大郝家寺村、宋庄村、马
辛村等多个村庄也刮起了“优质风”。
通过“基地+农户”的模式，由合作社
提供麦种，并按优质优价原则回收小
麦，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已发展了 1.4
万余亩优质小麦高产基地。

来到海兴县高湾镇现代农业园区，
丰收季，麦粒同样堆成了“金山”。

“你瞧，这小麦细长饱满、透亮泛
红，跟其他小麦明显不同。它是‘捷麦
19’，咱旱碱麦老品种的升级版。”园区
经营主体——海兴县粮心蔬菜种植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宝金说，虽然当地有水浇
条件，但2014年开始流转土地发展规模
化、机械化种植时，他们还是选择了没
有产量优势的旱碱麦品种。

原来，由于海兴的农田以盐碱地居
多，春季少雨，看天吃饭，只有这个品
种耐旱又耐碱，不但在纯旱地不减产，
浇一水的话产量还能提高不少，多的时
候一亩地可以收麦400多公斤。

“别看这小麦产量不高，但磨成面
粉出粉率高。做成面食有嚼劲，越嚼越
甜。俺们现在不光自己种麦，还面向周
边种植户收麦，每公斤收购价比白麦高
出七八分钱。”张宝金说，由于产量有
限，麦子还在收割时，他们就抢先定下
了。

精深加工“圈粉”面食店

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能发展
万亩优质麦高产基地，离不开当地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东光县宁豪面业有
限公司的带动。

以小麦制粉和科研开发为主营业
务，宁豪面业已有27年的历史。

尹建宁从小在宁豪面业公司长大，
对这个行业再熟悉不过。近两年，他敏
锐察觉到消费需求的变化。“原来就是
生产单一产品，做啥面食都用同一两种
面，但现在，消费者对面粉专用的需求
越来越细，高品质的面粉也越来越受欢
迎。”

接手企业后，为了促进产业发展，
他不仅成立了宁豪种植专业合作社专种
优质小麦，还投资3000多万元，引入现
代化面粉加工设施，通过扩张规模、提
升工艺，提高面粉品质。

在宁豪面业，小麦开启成粉之旅，
首先要过近红外智能分析仪这道关。别
看优质小麦与普通小麦用肉眼看不出区
别，但在这机子上一放，30秒就能测出
水分、面筋含量、硬度、W值等数据。

每次小麦进厂前，工作人员都要在
运麦车上取10余个样品，再从样品中综
合取样，测定优质麦及普通麦的品质，
以便分仓储存使用。

随后，麦粒被放入现代化加工流水
线，按比例搭配，经过一遍遍研磨后，
在几十个出粉口精细配粉，就能成为拉
面粉、馒头粉、花卷粉、大饼粉等多个
类别的面粉产品。

“根据市场需求，在每个类别中，
我们还能创新细分产品。比如馒头粉，
既有松软的，也有嚼劲儿十足的，根据
小众客户健康需求，俺们还研发了胚芽

馒头粉。”尹建宁介绍道。
深入研发，独创特色，这里生产的

拉面粉及大饼粉等由于筋道适中易操
作、耐泡，深受我市品牌拉面店的欢
迎。看到近两年烤冷面在小吃界势头火
爆，公司还引入了烤冷面制作机械，向
精深加工进一步探索。

经过现代化改造，公司可日加工小
麦 500多吨。借助园区已发展的选种、
种植、收购等产业链条，就近收购优质
小麦，每吨可节省运费六七十元。

走品牌化发展道路，尹建宁还为面
粉产品注册了“民声”品牌。如今，宁
豪面业的面粉不仅走入东光县60%的农
村家庭，还占据了沧州市区面食店用量
的“半壁江山”。

旱麦文化承载乡愁

打造旱碱麦产业，以旱麦选种、种
植、收购为基础，海兴县粮心蔬菜种植
有限公司一边向加工产业迈进，一边尝
试着挖掘旱麦文化。

依靠财政资金支持，公司在园区建
起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旱碱麦面粉加
工厂。

“俺们这儿只加工旱碱麦，能保证
面粉纯度。正式生产后，还能反向带动
种植产业。”张宝金说，为了保证面粉
质量，还专门建起化验室。明年，公司
还要在园区配套建设粮食烘干设备及恒
温冷库，为面粉生产提供更好的原粮和
更好的存储环境。

丰富旱碱麦产业的文
化内涵，公司近两年还申
请了“长寿馍”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

长条身形，外表泛
黄，让张宝金引以为傲的

“长寿馍”，别看相貌平平，却是当地特
产，用旱碱麦面粉制作而成，老一辈儿
人都叫它长长饽饽。

早些年间，长长饽饽是当地人逢年
过节走亲访友必备的礼物。只是，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表并不光鲜亮丽的
它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餐桌。

挖掘旱碱麦文化，张宝金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长长饽饽。“老手艺、老味
道，跟俺一样惦记它的人不少呐。”走
访村里的老一辈，召集会蒸馍馍的大
娘、嫂子，将旱碱麦面粉和好后，得多
人配合，用压杠压制多次，搓成长条形
立于台面上，才算成功。

当那热气腾腾的饽饽出锅时，张
宝金就知道它会“抓住”人们的胃。
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馒头，长长饽饽
嚼起来筋道有劲，入口留有麦香。更
重要的是，这一个小小的饽饽里，不
知承载了多少人的乡愁记忆。现如
今，每到春节前后，“长寿馍”订购热
线都响个不停。

让这盐碱地上的麦香浸润更多人的
生活，张宝金还计划在园区建设一座旱
碱麦文化博物馆，通过老物件、老工
艺，展示旱碱麦生长过程及有关历史文
化。

“到时候，我们还要策划旱碱麦研
学游，让人们在旅游互动中，体验旱碱
麦加工、长寿馍制作，不光是吃面，还
要留下关于旱碱麦的美好记忆。”张宝
金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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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梦鹤
电话 3155706 电邮 czrbsn@163.com

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六月初一P6 三农在线

SANNONG ZAIXIAN

“任丘仙艾”将“艾”进行到底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金 洁 摄影报道

一季的辛苦能不能多挣个

钱？小麦几分钱的跌涨就备受关

注。在大家还犹豫啥时候售麦价

格合适时，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

业园区、海兴县高湾镇现代农业

园区的小麦不仅早早有了好去

处，还通过深加工，成为备受面

食店、消费者欢迎的优质面粉、

面条及特色馍馍。这些，得益于

园区不断将小麦产业链条由一产

向二、三产业延伸的动作。

在精选优种、现代加工、丰

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发力，东光

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海兴县

高湾镇现代农业园区不断挖掘一

粒麦的价值——

随着多个品种的葡萄
陆续上市，在黄骅市羊二
庄镇周庄村，希友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葡萄大棚再次
热闹起来，引得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走进葡萄大棚，放眼
望去，藤蔓上挂满了沉甸
甸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
下，一粒粒葡萄晶莹剔
透，让人垂涎欲滴。

“我是这家的老客户
了，每年都过来采摘。这
里的葡萄特别甜，而且是
绿色食品，吃着也放心。”
游客朱佳璐一边体验采摘
乐趣，一边说道。

“眼下露天种植的葡萄
还没成熟，咱家葡萄抢占
了市场先机，根本不愁
卖。”看到游客高兴，合作
社负责人周希友脸上也笑
意十足。他说，根据不同
天气情况，温室大棚可以
通过自动放风设备来调节
室温，始终保持葡萄生长
的最佳温度，所以这里的
葡萄比露天葡萄早成熟近
两个月。

周希友的葡萄之所以
受欢迎，还缘于他一直坚
持的绿色理念。采用现代
技术和传统绿色种植方
法，大棚里用的底肥都是
发酵好的牛粪有机肥。坚
持让葡萄自然成熟，在种
植时，他们不使用膨大
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
让葡萄完全处于自然生长
状态。

“不使用药剂，不代表
我们放弃管理。要保证果
品的品相与品质，反而对
种植技术要求更高。”周希
友说，由于采用棚室种
植，植株生长阶段比露天
的提前，可免受虫害侵
扰。饶是如此，在葡萄藤
发芽前，他们还是会对全
棚进行消毒，提前预防，
确保后期不用药剂。到了
夏季，防虫网更是严阵以

待，通过物理手段达到控
虫目的。

不仅如此，棚室种植
还减少了风雨对葡萄的

“侵袭”，降低了病菌传播
的风险。为了控制棚内湿
度，这里全部采用滴灌，
让水肥能充分被根部吸
收，减少水分蒸发。

为了让顾客们吃得放
心，这里的葡萄会不定期
接受农业部门的抽检和化
验。前两年，周希友的葡
萄就通过了绿色产品认
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这在当地可是个
稀罕事儿。

今年，周希友不仅尝
试种植新品种金手指葡
萄，还建起了冷棚，想最
大程度延长葡萄的在市时
间，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
这稀有葡萄。

眼下，希友合作社的
大棚葡萄除了备受游客青
睐，还供应到黄骅及沧州
市区规模较大的商超，并
销往天津、保定等地。葡
萄进入商超时，带有二维
码“身份证”。顾客扫码
后，可在河北农产品监管
追溯平台了解葡萄的信息。

此外，周希友的女儿
还在黄骅市区开了一家大
棚葡萄专营店，让更多人
都能尝到这“绿色”葡萄
的甘甜滋味。

打通了种植与售卖之
间的所有环节，周希友的
大棚收益也是逐年增加。

“接下来，我希望在稳
定产量的同时，将大棚打
造成集农业生产、休闲观
光旅游为一体的生态采摘
园。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提升品牌价值，走出
绿色乡村振兴路。”周希友
信心满满地说。

炎炎夏日，又到了各类
田间虫害高发时期。每天晚
上，盐山县金英家庭农场的
田地里都会亮起一束光。只
见光线直冲而上，在百米内
形成一束光圈，照亮整片农
田。光线周围，无数虫子正
争先恐后上演着“飞蛾扑
火”。

次日一早，农场主邢中
水早早来到了地头。只见他
打开设备，抽出一个方形盒
子，里面满是已被灭杀的飞
蛾。

“这照蛾子的灯太有用
了，一宿就能抓多半箱子蛾
子。”他边倒出飞蛾，边估
量道，“足有四五公斤。一
只蛾子就能产上千只虫卵，
要不是这样杀死了，得产多
少二代三代幼虫！”

邢中水说，这是盐山
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给农
场 安 装 的 高 空 荧 光 杀 虫
灯，俗称“高空灯”。这套
设备是根据昆虫夜间趋光
的生物本能设计出来的。
当昆虫开始活动时，可以
在其成虫活动早期就发现
害虫，通过灯光将其诱集

到设备中电击灭杀，大大
提升虫害防治效率。

不仅如此，用上这设
备，病虫害减少了，邢中水
的地里还能少打一两遍农
药。这样一来，在减少用药
成本、保障作物产量的同
时，还能减少作物的农药残
留，提升了绿色品质。

“高空灯主要监测、防
控草地贪夜蛾、棉铃虫、黏
虫等迁飞性害虫。一台设备
能有效诱捕周边 500米左右
的昆虫，可辐射 500 亩农
田。目前，我们县已投入了
11台这样的设备，每台设
备投入3万元。通过诱杀成
虫，减少田间落卵量，压低
田间虫害发生基数，实现了
大田作物绿色高产栽培。”
盐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
责人介绍道。

为粮食生产设下一道
“挡虫关”，植保人员还可通
过回收虫盒，对虫体标本进
行区分统计，快速了解当前
区域的虫害种类，提前预测
迁飞性病虫害，进而指导农
户进行针对性防治，实现早
防早控。

竖起高空灯竖起高空灯
设下设下““挡虫关挡虫关””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汉杰

近日，在“任丘仙艾”地理标志产
品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林地间，青翠
的艾草随风摇曳，正按照仿野生抚育的
模式肆意生长。

“任丘艾属于四大名艾之一的祁艾
范畴。受四季分明及白洋淀湿地的气候
影响，任丘艾性味犹良。历史上，任丘
也是祁艾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祁艾的应
用在清宫处方里占了艾叶的十分之
三。”基地负责人、任丘中草药种植协
会会长吕永军介绍道。

吕永军说，为弘扬任丘传统艾文
化，早在2015年，任丘中草药种植协会
就开始搜集本土艾草种源，并精选任丘
艾草保育点，按照仿野生抚育的方式，
根据艾草的生长特性，排除化肥、农药
及激素等人为因素干扰，为其提供原生

或类似生态环境。
“采用仿野生抚育方式栽培艾草，

不光有利于资源保护，产出的艾草药
用品质也高。”吕永军说，以基地的高
密度自然绿化林为基础，除艾草外，
他们还容留、收养、抚育了 300 多种
白洋淀地区各类药用植物及十几种濒
危植物。

将“艾”进行到底，基地还将艾绒
做成艾柱、艾饼、艾条等衍生产品，并
摘得京津冀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大健康
产品优秀奖等多项荣誉。2019年，“任
丘仙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核准注册。近期，“任丘仙
艾”种植基地还通过了河北省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验收。

经过多年扩繁，“任丘仙艾”已在

任丘市于村乡、议论堡镇的 400多亩土
地里扎根。立足任丘艾草的文化资源优
势，今年，任丘市计划进一步扩大“任
丘仙艾”种植面积，通过延伸加工、销
售、康养、旅游等产业链条，叫响“任
丘仙艾”品牌，用一株株小小的艾草为
乡村振兴赋能。 “任丘仙艾”仿野生抚育生长

收获优质麦收获优质麦

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的现代化面粉加工设备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区的现代化面粉加工设备

特麦特麦特麦“““圈粉圈粉圈粉”””变成变成变成“““餐桌宝餐桌宝餐桌宝”””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昝利亚 司亚娜 常燕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