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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老师，俺家新播的玉
米，有的不出苗，有的苗很稀，往
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能给看看是
啥问题吗？”一大早，农科院席老
师农技服务微信群里，一位农户就
发来视频和语音求助。

“初步分析，你这是地里玉米
出现粉籽、烂种，导致出苗不齐
或缺苗的情况。在缺苗的位置扒
开土，应该可以看到玉米种子已
经膨胀、腐烂。播种前后出现高
温天气，又接连降雨，就会出现
这种情况。”听完农户的问题，市
农科院三农服务中心专家席国成

“上线”了，“田间积水是造成玉
米烂种、烂苗的主要原因，因
此，大雨过后要给田间及时排

涝，并及时划锄打破土壤板结，
再就是根据自己地块的情况及时
补种。”

席国成说，给田间补苗，要根
据种植规模而定。“如果缺苗率在
10%以下的地块，可以不用补种，
后期能通过管理补上产量。小户的
地块，如果缺苗率在 10%至 30%，
要及时催芽补种。缺苗率在60%以
上的地块，要及时毁种，紧抓农
时。对于种植大户而言，缺苗率如
果达到30%以上，综合考虑人工费
等投入，直接整田毁种更便捷，再
种时可选一些生长期稍微短的品
种。”

“各位老师，俺这低洼地的玉
米底下黄叶了，请问是否要追加尿

素还是液态氮肥？”又有农户发来
新问题。

“你的地里低洼处有存水，可
以追施氮肥或液体水溶肥，同时，
如果没打除草剂，可以抓紧打除草
剂，并结合着打杀虫剂，防治玉米
螟、棉铃虫等。”席国成提醒，近
期各地雨水较多，高温高湿利于病
菌滋生，玉米根茎腐病、顶腐病、
褐斑病等病害均有发生，农户们在
防病治虫和控旺时可注意配合使用
高效杀菌剂，做到无病预防、有病
治病。

特别提醒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深
入践行市级社会组织“百社
联动、齐力助困”乡村振兴专
项帮扶行动，日前，沧州湖北
商会携会员单位沧州弘盛集团
等一行人，深入到献县淮镇前
丁村、南皮县乌马营镇西五拨
村开展慰问走访活动。

每到一家，他们都与困难
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困难
户的身体状况、政策保障享受
情况及其他生活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并送去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

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
任，这并不是沧州弘盛集团的

首次助农行动。多年来，沧州
弘盛集团致力于深耕电商领
域，并依托旗下的“扶乐家新
零售电商”平台，多次助销秭
归脐橙、盐山旱碱麦等，助农
增收。

“在走访慰问的基础上，
我们还计划为帮扶对象提供
长期帮助，帮助帮扶对象链
接社会资源、谋划长远发展
途 径 ， 增 强 其 自 我 发 展 能
力。同时，深入挖掘当地乡
村的土特产品，通过电商桥
梁，让产业兴旺起来，助力
乡村振兴。”沧州弘盛集团董
事长助理吴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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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脉运河水，悠悠一

城景。随着我市开展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运河旅游

已成了当下市民假日休闲

的不二选择。深厚的文化

内涵、迷人的田园风光、

新颖的文旅项目……立足

区位及特色，我市不少现

代农业园区在加强运河生

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基础

上，也打造出了诸多令人

流连忘返的“网红打卡

地”，让新时代的运河有魅

力更有人气——

这段时间，青县曹寺镇后洼村“两委”办
公室格外热闹，不断有村民前来签署意向书，
同意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统一管理。

“土地流转给村集体，不光村民们得实
惠，还能壮大集体经济，给村里干更多事
儿。”后洼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彦很是感慨。“多
亏了进军叔帮忙协调，要不这次壮大集体经济
的摸底工作哪能推进得这么顺利。”

王洪彦说，这些年，后洼村能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落后村，变成备受瞩目的美丽乡村，离
不开“进军叔”这样的乡贤支持。

王洪彦口中的“进军叔”，是后洼村村民
王进军。别看他只有 53岁，可在村中颇有威
望。年轻时，王进军就离开后洼外出打拼，日
子过得蒸蒸日上。家里条件好了，他没有忘记
同乡人，有合适机会，就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干
活儿，谁家需要帮忙，更少不了从中协调，是
公认的“热心肠”。

彼时，王洪彦带着一腔热血回到后洼，想
让村庄焕发新生机。可面对一穷二白的小村，
他也没少嘬牙花子，光靠村“两委”的力量哪
行呀？

为难之际，他想到了王进军，“进军叔是
个热心肠，在俺后洼村，这样的热心能人也不
少。”为此，后洼村建起了一支乡贤组织，联
络村里在外的四五十位能人，共同为村庄发展
献计出力。后洼村乡贤会成立后，大家一致推
举王进军担任会长。

后洼村搞美丽乡村建设，王进军开车拉着
王洪彦去天津拜访建筑商，并捐款 6000元；
村里建孝老食堂，王进军捐了 2000元，还带
动兄弟、儿子一起献爱心……在后洼村，只要
是有募捐活动，王进军不光自己第一时间响
应，还积极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

道平了，灯亮了，建起青县红色教育基
地……这些年，在后洼村“两委”和乡贤会的
努力下，后洼年年有新变化。

作为长辈，王进军也没少给王洪彦传播正
能量——“当干部，一定要一心一意为村里办
事儿。看到你办的都是正能量的事儿，村民们
的心就会慢慢打开……”

“和进军叔交流这么多年，俺的治村思路
打开了，有他这样的乡贤支持，俺们给村里干
事儿的底气更足了。”王洪彦说道。

这一次，后洼村决定流转全村土地壮大集
体经济，王洪彦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找王进军商
量。

“叔，县委组织部倡导咱村集体合作社流
转土地搞规模化经营，有建行贷款，中化央企
给提供农资和技术托管，你觉得咱能干不好
吗？”说着，王洪彦还算了一笔账，“大伙儿把
土地流转给集体后，每亩地可获得600元保底
收入。按亩产小麦 400公斤、玉米 650公斤保
守算来，刨去成本，每亩地最后能落下800元
钱。四六分成，农户每亩地还能再拿 320元，
集体每亩地收入480元。这样一来，村集体每
年可增收七八十万元。”

“大田规模化经营是趋势，更何况咱县里
还有那么多支持的好举措。俺回不去，意向书
你就代签吧。”王进军答得痛快。

“叔，可有些村民的土地已经包给人家种
植户管了，1000多亩，面积可不小，要让人
家流转给村集体，这事儿阻力不小。”王洪彦
又道出了难点。

“你放心，我找户家说去，不管是啥心
结，都说开，怎么着也得把这好事儿干成
了。”王进军说道。

果不其然，在王进军的协调下，不到一
天，这户种植户就签了流转土地意向书。陆陆
续续地，来签署意向书的村民更多了。现在，
后洼村90%的土地都有意向纳入村集体统一经
营。

“村民们、乡贤会都这么支持村里工作，
我们一定不负所望，以党支部引领集体经济
合作社，想办法鼓起集体腰包。以后村里有
了钱，我们要新建红白理事会，减轻村民们
的经济负担，还要把更多老人纳入孝老食堂

‘托管’范围。总之，就是要让咱后洼不光有
高颜值，还有好内涵。”王洪彦意气风发。

致敬传统
文旅携手有好戏

人人都知吴桥有闻名世界的
杂技文化，殊不知，在吴桥县曹
洼现代农业园区，酒文化也名声
在外。

竹影斜斜曲径深，波光粼粼
映花荫。各色美器诉往事，多味
佳酿醉来宾……盛夏时节，走进
园区的酒章文创园，工人们正忙
着选水、备香料，准备着入伏制
曲。古朴的地缸井窖、裹着“红
头巾”的酒缸，仿佛让人置身旧
时酒坊。

“吴桥酒头酒工艺始于明清年
代。当时，曹洼乡这一带普遍酿
酒，明末工部尚书范景文曾在
《北吴歌》 写有‘家家酿酒泛黄
花，初熟携将问狭邪’。”酒章文
创园负责人卢鸣峰娓娓道来。

他说，酒文化能在这里盛
行，一是得益于临近运河水系，
水源丰富。再就是吴桥自古便是
重要粮食产地，酿酒原料丰富。
发扬古酿文化，卢家几代人致力
于传承、发展原生态酿酒工艺，
让这醇厚原酿得以在历史长河中
留存。2017年，酒头酒酿造技艺
还入选了市级非遗名录。

让这老酒、老味、老口感为
更多人所知，酒章文创园建起天
酿坊，再现当年范景文的范氏酒
坊酿酒场景。如今，来这里参观
酿造工艺，一品醇厚酒香，已成
为京、津、冀、鲁多地游客的假
日选择。

旧时，酒头酒随运河漕运被
送到京津等大都市，为此，酒章
文创园还别具匠心还原运河老物
件、老场景，再现那些伴着运河
航船、江湖艺人在运河码头上打
场子撂地的场景。

弘扬酒章文化，在这里，还
有一座世界最大的酒器具博物
馆，曾创造了世界吉尼斯收藏酒
器具造型样式数量最多的纪录。
从脸谱到生肖、从扇面到书本、
从火箭到山形……进入臻艺酒器
具博物馆，3万多件别具一格的酒
器具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

在酒章文创园，还能感受到
浓浓的“清廉文化”。一踏入文创
园大门，即可看到“不受嘱，不
受馈”六个大字。在“二不尚
书”范景文纪念馆，范景文清正
廉明的事迹更让人心生敬畏。

近两年，这里还建起红色文
化展览馆、重走长征路等经典景
点。漫步其中，游客们可沉浸式
体验革命历程，接受红色教育的
洗礼。

“致力于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乡村旅游示范基地，我们还
建起大润智慧农业生态园区，发
展生态果蔬采摘，并计划以此为
基础，整合周边乡村的民俗资
源，打造康养基地，提供健康文
旅好去处。”卢鸣峰说道。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魅力，
位于园区的岳庄村同样瞄准乡村
文旅产业，建起谷物文化馆、民
俗广场、特色民宿、岳飞纪念
馆、岳庄村史馆等景点，勾勒出
了一个融文化、休闲、观光、体
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小镇。

新桃亮相
“运河桃源”引人醉

夏风吹红了桃子的脸蛋，更
吹热了沧县捷地乡桃实现代农业
园区的人气。眼下，园区位于大
运河畔的千亩桃园陆续进入采摘
季，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桃实现代农业园区是集果蔬
种植、休闲农业、餐饮服务、养
老服务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
区。园区核心区位于捷地回族乡
傅家圈村，此地人称“福圈”，地
处享有“醒龙镇”美誉的京杭大
运河迴弯处，水土丰沃，因种桃
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

沿迎宾大道傅家圈牌坊驶入
运河堤顶路，未进桃林，路边展
牌上的“明星桃”就已让人垂
涎。6月成熟的“红油王”“黄油
王”；7月成熟的“风味皇后”“白
如意”；8月成熟的“黄中皇”“绿
洲一号”……桃园负责人付宁笑
迎过来：“我们有 1000多亩桃园，
引进了 12 个新品种，软桃、硬
桃、油桃、毛桃都有，基本做到
品类全覆盖。”

再来到桃林旁，堤顶路上已
满是汽车“长龙”。林子里，游客
们挎着篮子悠闲漫步，看到心仪
的桃子就纳入篮中，不一会儿，
红彤彤、黄灿灿的桃子就堆成了

“小山”。
每年的 6月底到 10月底，这

样热闹的采摘景象，在园区已成
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夏日硕果压枝惹人爱，春日
桃之夭夭更是让人醉。阳光明

媚，粉里透红的桃花一朵挨着一
朵，挤满整个枝条，微风拂过，
香味扑鼻。游客们置身这浪漫粉
红中，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

付宁说，为给游客们带来视
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园区还特
意引入了一个名为“龙柱碧桃”
的新品种。每到开花时，桃树如
同花柱般，是远近闻名的“网红
桃林”。

感受完采摘闲趣，游客们并
不急着离开。顺着堤顶路的步道
蜿蜒向前，草色青青，朵朵月季
无畏酷热，恣意绽放芳华。绿树
丰茂，合力为堤顶路打起“遮阳
伞”。绿荫下，骑行的游客悠然掠
过。

河边的树林里，一家人正张
罗着铺开地垫，搭起帐篷。小朋
友在草丛里穿梭，不时欢喜喊
道：“妈妈快来，这儿有好多蚂
蚱。”还有游客只静静地坐在林
下，任河风徐徐拂面，眼中，满
是一池碧绿的惬意。

春日百花盛开，夏秋硕果累
累，河边风景如画……以运河为
主线，以各类果园、林木为依
托，沧县捷地乡桃实现代农业园
区俨然成了市民们休闲的“后花
园”。在这里融入自然，放松身
心，已成了不少市民周末休闲的
必选动作。

园区人气“暴涨”，如何让这
片田园风光更亮眼，更受欢迎？

“村里建起了农家乐，游客来
了不光能摘桃，还能品尝地道的农
家美味。我们还鼓励村民发展民
俗，让人来得了、住得下，沉浸式
享受田园生活。以后如果能获批旅
游项目用地，我们还要发展休闲康
养，让热爱乡村生活的人能一年四
季都在这‘桃花源’中休养生
息。”在付宁的规划里，这片“运
河桃源”越来越诱人。

农业研学
亲水文化嗨翻假期

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让人提不起出屋的念头。可在沧
县姚官屯乡香海蝉林现代农业园
区，却别是一番清凉天地。

香海蝉林现代农业园区地处
沧县姚官屯乡高官屯村，规划面
积 5000余亩，是以田园自然风貌
为基础，融合特色运河乡村文化
及现代农业、水上乐园、研学培
训、休闲度假、餐饮住宿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
花草掩映，鸟鸣啾啾，走进

香海蝉林现代农业园区，清澈的
湖水犹如一面明镜，倒映着蓝
天、白云。微风吹过，泛起阵阵
涟漪，碧绿清冽，沁人心脾。

“以前这是片荒凉的废砖窑，
经过园区改造后，通过吉祥渠与
运河相通，让死水变成了活水，
可游船、垂钓。因水面整体形状
如一个平置的如意，故取名为如
意湖。”园区负责人刘智荣说，立
足运河水系资源，他们正以这片
天然水域为脉，打造让人流连忘
返的亲水文化休闲园区。

正说着，前方突然传来阵阵
欢笑声。顺着指示箭头望去，原
来是水上乐园。

循声走去，水花扑面而来，只
看着就爽意十足。瞧！造浪池中，
游客随水浪上下翻腾，享受被浪花
冲击的快感。突然，一股巨浪席卷
而来，只听见尖叫声一片。

“嚯，太壮观了!”众人不禁感
叹。再看高速滑梯上，游客正飞
一般地冲下来，尽享清凉和刺激。

“戏水休闲还只是我们依托运
河生态打造的多个文旅项目之一。
从园区规划之初，我们就以文化为
纽带，以‘圃园结合’创意开发为
特色，引进‘体验经济’发展理
念，将这里分为研学教育区、休闲
娱乐区、生态种养区和康养度假区
四大功能区，让
人们在玩的同时
还能增长知识。”
听 刘 智 荣 这 一
说，大伙儿的兴
致更高了。

乘观光车沿环湖路行驶，路
边满是中药材植物，这是园区精
心打造的“百草园”。枸杞、板蓝
根、红花……别看这一株株小小
的植物不起眼，品种却很丰富，
足有上百种之多。

来到农耕文化体验区，木
锨、石磨、斧子、耙等老物件更
引人注目。“这木锨以前是扬场用
的。过去没有联合收割机，收麦
子都要靠人工。过去吃的面粉都
是用石磨磨，磨袋面可不容易
了。”这些老“古董”，好似在默
默诉说着旧时的农耕记忆。

“百草园”周边，还有学农实
践基地、拓展基地、国防教育展
示中心，都是让人长知识的好地
方。

徜徉园区，移步皆景，处处
令人流连忘返。接下来，园区还
要进一步将生态改善、文化传承
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到一起，推
动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近日，黄骅市滕庄子镇在东道安村的党建
游园开展“喜迎二十大 向党说句心里话”主
题活动。“永远跟党走”“岁月易流转，党魂永
存心”“青春心向党，共赴新征程”……党员
干部纷纷提笔写下一心向党的铮铮誓言。

韩 玉 张梦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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