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河边荒地昔日河边荒地
今朝收获甜蜜今朝收获甜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眼下，正值桃子上市俏
销时节，泊头市洼里王镇后
八尺高村边的桃林也喜获丰
收。

一个个光鲜红润的油桃
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香
甜气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采摘、体验。桃林间，还
有十几位农户正采摘、装
筐，忙得不亦乐乎。

“你瞧，这桃儿不光好
看，而且清甜多汁，挺好
吃了。”“快过来，这边的
桃 不 一 样 ， 是 另 一 个 品
种，也挺甜了。”游客一边
摘果，一边呼朋唤友，让
丰收的果园，更添了几分
热闹气息。

“ 咱 这 桃 园 就 在 村 口
边 ， 守 着 公 路 ， 交 通 方
便。旁边是清凉江，环境
也好。现在一到 6月底有桃
儿 了 ， 就 开 始 热 闹 起 来
了，不是来收桃的，就是
自己摘桃吃的。要是搁以
前，哪成想能这样？”看着
高兴游玩的人们，后八尺
高村党支部书记段玉海也
被这快乐感染。

也难怪他如此感叹，将
思绪倒回到几年前，这片河
滩地还少有人问津。

彼时，虽然此地毗邻清
凉江，但由于河沿上并无道
路，而且各地块零散不整，
原先虽种了不少杂树、枣
树，但村民们的管理热情并
不高。再加上洼里王镇的铸
造、运输和环保除尘产业发
展得红红火火，不管是年轻
人，还是中年人，都对这片
土地少了兴趣。

“这地挨着河边，灌溉
条件挺好的。要是大伙儿都
不 种 ， 扔 了 怪 可 惜 的 。”
2017 年，后八尺高村“两
委”开始琢磨着，把这些没
人种的小地块儿集中整合起
来，变废为宝。

300多亩地，虽然不太
多，但涉及到的户家可不
少。决定整合利用后，后八
尺高村“两委”一户一户地
做工作，最终，以每亩地

500元的价格流转了过来。
“谁承包这地，就种桃

树，咱打造十里桃花堤，春
天赏花，夏秋摘桃，有人气
又有效益。”将整合好的土
地再分包给想经营的农户，
后八尺高村“两委”还确定
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为此，段玉海还做起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不光
参与承包了20亩地桃林，还
自己开车去到河南、山东等
地的果树研究所，考察桃子
品种。

早油桃、突围桃、中油
7 号……各式各样的新品
种，都被他“领”回了家。
虽然在当地看着都不错，但
也不是哪一种都能适应泊头
气候。前几年，就有一些品
种因为不耐寒，被冻死了。
来年春天，段玉海又重新嫁
接了更加优良的品种，断断
续续地一共试种了 35 个品
种。

段玉海开了头，村民们
承包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原来在外跑车的中年人，都
加入到了种桃的队伍中，换
个“赛道”继续挣钱。为了
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后八尺
高村“两委”也注重对村民
们的引导，除带动大伙儿种
植含糖量高的品种，还注意
错开成熟期。

头年引个接穗，接到大
树上，第二年就能挂果；品
种多、甜度高、口感好，顾
客认同度高，还有商超专门
来收货……几年间，后八尺
高村的桃果产业越来越红
火。现在，沿着村边的桥向
西走去，桃林长达 2000米，
成熟期从 6月开始，直到 11
月才结束。

“经过精心管理，一亩
地产2000公斤桃没问题。走
大市场，一公斤卖 3 元钱，
一亩地能落下 1 万来块钱。
要是走采摘，售价还要再高
一些。”段玉海说，河滩地
被再利用，一个个致富果坠
弯了枝头，成了名副其实的

“甜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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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学农事 地头变课堂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今年的献县农业圈，“杀”出一匹
“黑马”——“90后”青年赵正传放弃高
中教师的“铁饭碗”，回乡端起“泥碗”
种大田，一时间成了热点。人们除了诧
异，还少不了质疑：“读书的回来种地，
能行吗？”

努力汲取农技知识、引入高质量农
资产品、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
里”……除了打理好自家农场，每一
天，赵正传都要奔波在各个地头。从3
月底回乡至今，几个月时间虽不长，但
赵正传已用实际行动证明，大学生创
业，他是认真的。经历过从乡村“鱼
跃”到县城，又从县城回流乡村的他，
也想用亲身经历告诉更多人——

西瓜成熟季，走进东光
县龙王李镇小李村，一个个
圆滚滚的西瓜躲在瓜藤下
面，玩“捉迷藏”。村民们
忙碌采摘，虽汗流浃背，但
笑容满面。看来，又是一个
丰收的好年头。

小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武
忠说，该村种植西瓜已有五
六个年头，目前种植面积达
80余亩，近几年西瓜行情不
错，收益喜人。“俺们龙王
李镇属沙质土壤，通透性
好，有利于提高西瓜的含糖
量。俺村种的是蜜冠龙、京
欣一号、丰收 3号这几个品
种，不光西瓜个头大，而且
口感好、品质优，含糖量可
达 10%左右，比普通西瓜高
出两三个百分点。”

为了提高土壤利用率，
村民们还在西瓜地空隙里种
下玉米等作物，既提高了农
作物产量，又增加了收益。

“两行玉米，搭配着种
一行西瓜。春天，起垄种完
春玉米，垄沟里就种上西瓜
了。这样不光能收西瓜，还
能多收半亩地玉米。别看是
套种，可咱这西瓜长势不受
影响，俺这儿最大个的西
瓜，能长到 20 多公斤，就
算 个 小 的 ， 也 有 10 多 公
斤。”在龙王李镇陈庄村，
党支部书记刘治杰同样为特
色西瓜套种“点赞”。他
说，这里西瓜不光品质好，
亩 产 也 能 达 到 5000 多 公
斤，行情平稳时，一公斤能
卖到1元左右。

如今，在龙王李镇，如
小李村、陈庄村一样发展玉
米、西瓜套种的村庄还有三
四个，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达
300多亩。龙王李镇的西瓜
名声越来越响，每到成熟季
节，前来收瓜的客商络绎不
绝。

日前，黄骅市羊二庄镇东花寨村
的鑫岭现代田园综合体，接待了一批
特殊“游客”——一家幼儿园的家长
和孩子们来到这里，体验了一堂内容
丰富的“农事课”。

眼下，正是杏梅成熟季节，黄澄
澄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令人垂涎。

“妈妈快看，这儿的果子真大。”
“宝贝儿，这是杏梅。你看，咱们平
常吃的果子，是长在树上的。”一入
园，家长和孩子们就被一片丰收的场
景吸引了。大家悠闲地在林下漫步，
一边体验着采摘的乐趣，一边观察着
果实、叶片，丰富自己的“农业知识
库”。

随后，一行人又来到家禽养殖
区。在这里，老师现场教学，和小朋
友们一起指认家禽、家畜，并一起观

察、总结它们的成长环境和生活习
性。

“综合体建成后，不光有前来采
摘休闲的游客，还吸引了许多学生和
亲子游客，其中还有幼儿园与我们达
成了长期合作意向。”负责人陈庆周
说，鑫岭现代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村、
农业、田园为基础开发，围绕农、
林、牧、副、渔多元化产业结构建设
的现代化田园综合体，既能发展特色
种植，又可以满足游客观光体验的需
求。

园内各个板块都是聘请资深设计
师精心设计的，目前已建成综合管理
服务、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农耕文化
休闲科普三大区域，形成了以特禽养
殖、瓜果采摘、垂钓观光为一体的农
业综合体。

体验完一系列有趣的项目后，一
道道以园内种植蔬菜为主要原材料的
佳肴被端上餐桌，孩子们大快朵颐，
在快乐中结束了此次课程。

“这样的农事课程不光让孩子学
到了很多知识，也为我们和孩子搭建
了一个亲密沟通的平台，享受到难得
的亲子时光。”“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开
展这样的课程，让孩子多了解农业，
多亲近自然。”活动结束后，家长们
仍意犹未尽。

“目前，我们采取的生态农业＋
旅游观光模式，得到了许多游客的肯
定，不仅增加了收入，还找到了适合
的发展之路。现在，越来越多游客来
我们这儿体验特色观光和农业劳动
课，让我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瞄准农旅融合，陈庆周满心期待。

父亲突然离世
高中教师回乡端“泥碗”

夏日的清晨，才七八点钟，日头就
已晒得厉害。连日降雨，田间的湿气不
小。阳光暴烈，温度升腾，在地头待上
一阵儿，便如同置身蒸笼。

在献县张村乡，赵正传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进尚且湿松的玉米地里，仔细
翻看着一片片叶子。只听他对身边的农
户说：“你看，这片地涝了，叶子已有些
发黄，应该及时追加液态肥料。高温高
湿会让病菌滋生，玉米易发根茎腐病、
顶腐病、褐斑病，也要及早防控。”此
时，鞋子和裤脚已沾满泥土，但他却丝
毫不在意。眼中，只有这绵绵“青纱帐”。

如果时光倒回到几个月前，此时的
赵正传，应该是衣着整洁站在讲台上的。
结合课本知识，不时诙谐地讲起故事，
虽然他教授的是相对枯燥的政治知识，
但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受学生们喜爱。

1994年，赵正传出生于献县张村乡
大章村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父母以务
农为生，后又靠着经营农资门店和农场，
供出了这个学习拔尖、待人礼貌的大学
生。大学毕业后，赵正传考到了献县第
五中学，成为高中部的一名政治老师，
享受全额事业编待遇。“老赵家的儿子有
出息，不光走出了农村，还端上了‘铁
饭碗’。”在大章村一时众人羡慕。

从讲台到地头，赵正传的转变，源
于家中变故。去年12月4日的晚上，在
县城工作的他突然接到电话，父亲突发
脑出血，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一个现
实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哥哥在天津工
作，家中只有母亲一人，这偌大的农场
和已经经营了20多年的农资门店怎么办？

纠结，不是没有。虽然从小在村里
长大，可专注学习的赵正传，下地的次
数屈指可数。更何况，县里还有他喜爱
的教育事业。犹豫、彷徨，那段时间，
他仿佛掉了魂儿一般，除了对父亲的追
思，还有对母亲和家中的担忧。

决定，也是瞬间的。今年 3 月 19
日，他如常给母亲打电话。响铃多时，
却无人接听。再打，还是不通。求助邻
居、亲朋，也没有消息。夜已深，急疯
了的他穿着拖鞋就开车往家赶。半个小
时的车程，却不知为何那么漫长。车刚
到村口，母亲回电了。还好，老人只是
外出忘了带手机。

松懈下来的赵正传没多说什么，只
一人静静地在村边坐了一夜。心中，终
有了决定——第二天一早，他敲响了校
长办公室的门，与“感谢”一同递上的，
还有辞职信。

科学种田
他的优势是学习力和洞察力

决定虽是一瞬间做出的，可真返了
乡，要面对的难题却比想象中多太多。

家中的农资门店，成立于 1996年，
在父母的经营下，已在献县当地小有名
气。怎么能维持住老客户，还能开发新
业务，销售业务的门道可不少。近些年，
瞄准土地规模化、机械化发展趋势，赵
正传的父母还成立了献县正轩家庭农场。
600多亩地的田间管理，对赵正传这样的
种植“新手”来说，更非易事。

此时，已决定踏踏实实做农业，这
些困难到了赵正传面前，反而简单了。

“不会的，咱就学。多年的学习生
涯，俺最不怵头、最拿手的，就是把好
的经验、做法学到手。”赵正传直言，多
年培养的学习能力，正是他攻克难关的
信心来源。

由于去年连续降雨对播种影响不
小，今春麦田的黄苗、弱苗比例大。趁
着小麦返青起身拔节，做好春季田间管
理，对追平产量尤为重要。“新手”赵正
传，就在这困难中出发了。

每一天，他都要到田间地头，查看
麦苗长势。遇到问题，就上网查看，听
专家讲，把农技知识一点点记在心中，
再结合自己地头的情况，分析、判断。
有时候一遍看不懂，就再问、再学，无
论如何，都要研究透。

在与其他种植户的交流中，他还发
现，大伙儿普遍缺少主动学习的能力。
甚至还有人说：“这地里头每年跟每年都
不一样，学了也没用。”

赵正传却不这么认为：“虽然农业是
看天吃饭，可要是把农技知识系统总结，
其实是能预测、解决咱种植中很多问题
的。虽然每年年景不同，但不能因此放
弃学习的念头。”为此，他不光自己学，
还深入思考、总结，再通过农民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带动更多人主动学
习农技知识。

边学边实践，赵正传的麦田交出了
满意的答卷——亩产700公斤，收成比往
年都好！

农资领域，也是赵正传必须要突破
的。管好农场之余，他开始“跑村”铺
设销售点。这时，他的洞察力又发挥了
作用。下乡中他发现，随着土地规模化
经营，去经销点拿货的小户越来越少，
村级农资店也越来越少。

察觉这一趋势，他决定及时“转
舵”——面向大户，打通“最后一公
里”，由做农资转向做农业技术服务。打
电话、串乡村，从那时开始，每天坚持

拜访种植户，成了他的日常工作。没用
多长时间，献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种植户
就认识了这个努力的“后生”。

当然，获取信任还要有实力做基
础。这时，他积极引入的大品牌、高品
质农资，及不断积累的农业技术都成了

“好帮手”。找他咨询农业问题的人越来越
多，无论多远，只要有时间，他一定会
开车到地头查看、解决。即便是对方不
购买农资，他也认真十足。

好口碑，就在这一点一滴间积累了
起来。一度不温不火的农资店，在他的
经营下，又红火了起来。

仰望星空
做乡村振兴的追梦人

从4月开始务农至今，100余天的时
间虽并不长，赵正传的心里，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采访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引人注
意。赵正传说，每天早晨起床后，他都
要做一番自我催眠。

他会很认真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
“你现在干的，是光荣的事儿。正因为有了
你这样的农民，咱乡村发展才有希望……”

从讲台到地头儿，这也许是他为自己
找到的、能在地里坚持下去的唯一良方。

不过，他也坦言，如果说最初的
“洗脑”带着几分强迫，那现今，自信则
占了更多的分量。尤其是每
每当他回访时，看到农户因
为科学管理脸上绽放灿烂笑
容，他的心中满是自豪。

偶尔，他还会回想起小
时，跟随父亲到地头为农户

指导技术的场景。这样的传承，对他来
说，何尝不是一种慰藉？

赵正传知道，自己已从内到外完成
了对“农民”这一职业的自我认同。

瞧，地头上的他，身为一名“职业
农民”，正将方方面面的管理做到极致。

为大伙儿做飞防服务，他十足精
细。每次出去打药，只要时间能安排
开，他一定要到现场，看着师傅配好
药再走。因为他要求得细，地头的边
边角角都不放过，有些机手甚至不愿
意和他合作。但赵正传并没有因此降
低自己的标准，他知道，只有精细
化、标准化才能走得长远。

步履不停，赵正传好像每天都有干
不完的活儿。

问他为何这样拼？赵正传对记者说，
有一年高考的语文作文让他印象深刻，题
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从此，这
几个字便印在了他的心中，伴随至今。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基础，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现在，振兴
农业就是俺选择的星空，要追求的梦
想。虽然大学生创业不容易，但越来
越多的人理解俺，支持俺。俺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脚踏实地，‘泥碗’同
样能变‘金碗’！”烈日炎炎，地头
上，赵正传注定又要度过疲惫的一
天，但这，也是他努力迈向梦想的一
天。

沙地西瓜 套种增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赵 越

农业奔头大农业奔头大农业奔头大“““泥碗泥碗泥碗”””变变变“““金碗金碗金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