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东
光县秦村镇秦一村的无花果大棚也迎
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走进农户
李秀英家的种植基地，一排排无花果

树枝繁叶茂，紫红色的果实挂满枝
头，清香扑鼻，让人垂涎。

“无花果被称为树上的‘糖包子’，
不仅可以当水果鲜食，也可以烹饪菜
肴，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果品。”果实丰
硕，李秀英满眼笑意。“要不是俺村积
极鼓励大伙儿发展特色种植，哪有现在
这丰收景象。”她继而感叹。

原来，李秀英从2019年就开始探
索无花果种植。作为东光县首个“吃
螃蟹”的人，她可没少遇到难题。看
到她的难处，秦一村党支部四处联
络，带动她外出“取经”，4年间反复
试验，日益精进种植技术，这才有了
现在的丰收美景。

“现在种植技术成熟了，每亩地
能够产出 1500多公斤无花果。”李秀
英说，她还着意引入了许多新品种。
现在，大棚里主要种植的是波姬红和
斯特拉，具有根系发达、耐热抗旱、
生长周期短、随摘随长的特点。在管
理中，她还坚持不打药的绿色种植原
则，产出的果实品质极佳。

“自从无花果进入成熟期，县城
内的三大商超每天都要来采购新鲜果
实。”基地还面向市民开放，设立了
采摘日。游客可通过电话提前预约到
园中采摘，尽情享受田园乐趣。

如今，仅依靠这 4亩地无花果，
李秀英的年收入就超过了12万元，日

子是越过越红火。
“明年，俺村还要进一步扩大无

花果种植规模。未来，无花果将成为
秦一村主打的农副产品之一，引领乡
村产业蓬勃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
富。”秦一村相关负责人说，瞄准特
色农业，他们会继续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不断实现农业发展特色化、多
样化。同时，大力修建公共基础设
施，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农民
持续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红色基因浸润文明村红色基因浸润文明村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刘艳宇

借势革命遗址
打造红色基地

走进黄骅市羊二庄镇大赵
村，“红色大赵村”五个字率先映
入眼帘。

大赵村的红色基因根植于 70
多年前。1943年 6月 30日，黄骅
在大赵村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
时，被叛徒杀害，年仅32岁。

英雄生命戛然而止，红色精
神却在这儿永续传承。

去年，在原有的大赵村惨案
遗址上，村里又新建了黄骅烈士
纪念馆，并拓展了长达 4公里的
红色长廊。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
广场上，一幅幅生动的党史学习
教育、文明新风展板整齐排开，
引来人们驻足学习。

“村民们大多是听着黄骅烈士
的故事长大的，一代人传一代
人，就这样，全村上下老小，说
起黄骅，都能聊上几句。大赵村
是黄骅烈士的牺牲地，我们有责
任打造好这一红色名片，传承黄
骅精神。”村党支部副书记孙立国
说。

十几年前，村民孙津生自告
奋勇，成为村里第一个义务讲解
员。无论寒冬还是酷暑，无论农
忙还是农闲，只要需要讲解，哪
怕耽误农活儿，他也往遗址上
赶。如今，孙津生年逾八旬，依
然站在讲解一线。

为了丰富讲解队伍，更好地
传承红色精神，大赵村“两委”
还组织了一次面向全体村民的讲
解员招聘会，并在市里找来专业
人员进行评选。最终，3名村民
脱颖而出。

为了让参观不浮于形式，大
赵村“两委”还设计了一套进馆
仪式。

进馆前，升国旗、奏国歌，
人们伫立在国旗下，感受民族自
豪；国歌毕，全体默哀 3分钟并

向烈士雕像三鞠躬。随后，全体
举起右手，诵读入党誓词。一通
流程下来，宛如一支燃烧的火
把，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之情。

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团结村民树新风

“书记，卡口值班人员还没确
定下来吗？”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大赵村
“两委”在卡口值班人员的调配
上犯了难。“卡口是最直接对外
接触的地方，人们对疫情缺乏了
解又害怕，一时间，少有人愿意
报名。”孙立国说，也就是在这
时，他萌生了把党小组建在网格
上的想法。“越是艰难险阻的任
务，越应该发挥党员的积极带头
作用。”

在大赵村，党史学习教育有
着天然的优势。

孙立国说：“我们通过动员
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书记
讲党课、农村‘大喇叭’等多种
形式，把党史学习教育延伸到每
一名党员。同时，参观黄骅烈士
纪念馆、大赵村惨案遗址，给党
员们上一场生动的党史教育学习
课。这样，党员们牢记了初心使
命，干事激情也被激发了出来，
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的作用也就
发挥了出来。”

由于大赵村有三分之一的人
住在黄骅市区，党员分散，村

“两委”又创新提出在黄骅市区成
立“驻市区党小组”，固定党小组
活动场所，配齐办公设施。“驻市
区党小组”成了在外村民的第二
个家。

“驻市区党小组”建立后，组
长孙连环每天串门，解决了村里
一个近十年的土地纠纷，两家握
手言和；退休医生孙立成再“上
岗”，在“红十字热线”上化身

“线上医生”，谁家缺医少药都找
他；企业家变身热心“红娘”，为
待业者牵线搭桥……

孙连环说：“自从建立了‘驻
市区党小组’，能为村民做点事，
觉得特别自豪和光荣。”

孙立成则说：“从小听黄骅烈
士的故事长大，也想过做英雄。
和平年代，不能‘抛头颅、洒热
血’，但能为人们做点事，也算是
圆了儿时的英雄梦。”

党小组建在网格上，给网格
管理注入了主心骨，许多难题迎
刃而解。与此同时，村民们心贴
得更近了，也更加团结。

借势农旅
打好乡村振兴拳

这些年，红色基地的完善让
大赵村更具人气，这个村也成了
了省级文明村，慕名而来的游客
不少。

如何把人气转化为生产力，
是大赵村“两委”一直在考虑的
问题。

这时，大赵村家东农场为村
庄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2018年，村民孙世刚回乡创
业，着眼于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
求，决定从种养结合的生态农场
做起。

“要把农产品的质量提上来、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起来、把
农村的优势发挥出来。”流转土
地、建屋舍……5年来，200亩农
场已初具规模且小有特色。

7亩桑树林，只为千余只鸡
服务，渐高的枝干是它们的屋
舍，散落的果实树叶是它们的食
物。百余只山羊，拥有 20 亩草
原，相当于每只羊拥有超过 100
平方米领地。

成片的小麦、玉米、苜蓿在
这里轮番登场，成了小动物独有
的粮食。地里不用除草剂，各种
久违的小动物冒了出来。蛇、刺
猬、蚯蚓、青蛙等，构成了天然
的生态家园。粮食用于动物生
长，动物粪便又反哺种植，200亩
地的农场上形成了一个生态闭环
圈。

一个鸡蛋卖 3元钱，下单预
订的却不断；羊肉一公斤高出市
场价 12元，吃过的人却连连称赞
……家东农场“出圈”了，不是
因为贵，而是因为品质。

农场为人们提供了绿色产
品，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为村里添加了美丽风光。未来，
孙世刚在农产品加工、研学等二
三产业上还有很多动作。

“家东农场为大赵村走农旅结
合之路带了个好头，以后，我们
还要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良方，
在红色资源的基础上打出组合
拳，进一步促进咱大赵村的振
兴。”孙立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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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结出致富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孟 悦 司晓奇

南皮县刘八里乡林果现代农
业园区和南大港溢香园现代农业
园区并不是传统的梨产区，如
今，却因种梨出了名。眼下虽是
夏季，但园里已弥漫着诱人的梨
香，从7月初到10月，这里都陆
续有梨果上市。

近年来，立足当地气候、土
壤情况，两个园区不仅引入特色
梨果新品种，还通过绿色管理、
农旅销售等创新举措，走出了独
特的兴农之路——

特色梨果硕果满枝

盛夏，来到南皮县刘八里乡林果
现代农业园区，梨果已陆续进入丰收
期，硕果累累挂满枝头。趁着天气晴
好，工人们 6 点多就到了梨园里采
摘、装筐。

“现在成熟的是‘新梨 7号’，这
个品种口感特别好，皮薄、酥脆、多
汁，吃到嘴里，爽口还没渣子。不
信，你尝尝。”核心区经营主体——
南皮县保民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王晓玲热情招呼道。

接过梨果，将信将疑咬上一口，
果然是酥脆爽口，水润甘甜。

“我看周边都是种大田的，为啥
你们要种梨，还这么好吃？”瞧着一
个个躲在叶间的“红脸蛋”，记者好
奇。

“咱这儿本就位于梨适生带，无
论气候还是土壤都适合种梨，早些年
也有种植历史。只是这些年，人们多
外出打工，慢慢把种植放下了。”王
晓玲热爱农业，在大田生产中已游刃
有余，决定扩大经营范围时，便将目
光瞄向了果品产业。“果树开花有景
看，结了果有钱赚，这么算来，入股
不亏。”

选择种梨，也经过了多番考量。
一是因当地土壤沙质，虽然松软透
气，但不保水、保肥，而梨树的根系
发达，对土壤要求不严。再就是相对
于其他果品，梨果可以放到冷库中储
存，在市时间长，能一直卖到来年三
四月份。“咱这儿种梨历史久，管理
技术相对成熟，有啥问题，当地的专
家就能解决。”

四处考察后，王晓玲一下子便相
中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新梨 7号”，
这是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早酥梨为
父本杂交培育出的早熟品种。

“这个品种兼具优质、早熟和耐
储存的优良性状，不光种植户喜欢，
也特别受市场欢迎。这不，俺这梨刚
上市，就有客商来拉果，摘多少，要
多少。现在一天能卖出 5000公斤梨
果。”如今，园区已发展了 300多亩

“新梨7号”优质种植基地。看到好品
种对市场的开拓力，这两年，王晓玲
还相继引入了秋月、玉露香等时新特
色梨品。

一排排梨树整齐排列，站在地头
上眺望，满目都是伸展的枝叶，一眼
望不到边际……南大港溢香园现代农
业园区，同样将发展的目光瞄向了梨
果产业。

“别看咱这边土壤盐碱化比较
高，但碱地里富含硒、钾等元素，所
以长出的水果甜度高、口感好。”园
区北园经营主体——沧州华林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贾士勇介绍道。

“俺们做过化验，同样的品种在咱这

儿结的果儿，跟别地儿的口感就是不
一样。”

他说，因园区紧邻南大港湿地，
所以这里生产的梨果又有“湿地碱
梨”的美誉。

在园区的“湿地碱梨”集群中，
种植面积达 90%之多的是皇冠梨。这
种梨果个大，果皮金黄，果肉洁白，
口感细腻，酸甜可口，是中早熟品
种。此外，这几年园区还相继引入了
新梨 7 号、红啤梨、绿宝石等新品
种。如今，千亩梨园风姿绰约，自 7
月初到10月，硕果满枝。

精细管理吸引好“婆家”

林果产业初具雏形，南皮县刘八
里乡林果现代农业园区没有止步，又
琢磨起如何提高品质，做“优果
园”。

从树木栽植之初，王晓玲就做好
了打算。近年来，不少地区栽培梨果
多选小冠密植，可王晓玲却反其道而
行。5米树行，2米树距……园区中，
每棵梨树都有足够的通风、透光空
间，为其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让果品再“升级”，王晓玲还一
门心思认准了绿色管理。

她热衷钻研技术，果树在哪个生
长阶段需要啥微量元素，都摸得一清
二楚。在合适的时间，让果树吃上

“营养餐”，管理是事半功倍。秋冬季
节，有机肥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
餐”。这样，不光产量有了保证，就
连风味也独特，普通梨果含糖量只
12%左右，园区的梨果却能达到
14%，甚至是16%。

减少药剂施用次数，辅以物理控
虫，也是保证梨果“绿色”身份的原
则。针对梨果易产生的食心虫等虫
害，园区多使用杀虫灯物理灭杀。给
果园除草，也尽量喷洒影响小的生物
制剂。多管齐下，南皮县刘八里乡林
果现代农业园区的果品在去年成功通
过了绿色认证。

“以后我们还要探索林下畜禽养
殖，借助鸡、鸭、鹅的力量除草，尽
量压缩药剂的使用空间。在做好果品
品质的同时，还要把产品溯源做起
来，到时候顾客吃到咱的果子，还能
看到管理过程，更加放心。”王晓玲
说。

南大港产业园区的土壤中盐碱超
标，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都“难以
忍受”这恶劣环境，沧州华林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又是如何让梨树在这贫瘠
土地扎根的呢？

“土壤盐渍化严重，我们就挖排
水沟，通过大雨冲刷，沥排盐碱。”
说起管理，贾士勇直道不易。“再就
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有机质多
了，土壤的通透性比以前好一些。”

为此，虽然种植面积达千亩之

多，梨树行里长了草，他们也不会喷
施药剂。而是通过除草机割草，这
样，留下草根能涵养水源、增加土壤
通透性，割掉的草叶重回大地怀抱，
为土壤贡献了有机质。

盐碱地瘠薄，为了让梨树吃足营
养，秋冬季，一车一车的有机肥被施
到园区的土地上。到了春季，还要再
施一遍复合肥。

别看成长不易，可产出的皇冠梨
一个能有半斤沉，而且异常甜美，含
糖量甚至超过了普通梨果。“天赋异
禀”再加上精细管理，“湿地碱梨”
在客商中的名气越来越大。眼下，皇
冠梨虽还有 1个月才上市，但已早早
订好了“婆家”。

农旅融合“甜意”倍增

“这儿的梨品种丰富，还特别好
吃。紧挨着湿地，空气也新鲜。”

“看，那边还有葡萄呢，摘完梨，咱
上葡萄园里转转。”……

盛夏时节，上午八九点，南大港
溢香园现代农业园区里就热闹了起
来。除了几个工人忙着管果树，还有
三三两两的人群穿梭在树行间采摘游
玩。

“我们园区距南大港湿地不过两
三公里路程，区位优势显著。这两
年，‘湿地碱梨’不仅引得客商来，
每到上市时节，还吸引游客来观光、
采摘。”贾士勇说，眼下“新梨 7号”
正陆续上市，在南大港湿地观光后，
再到园区采摘梨果已成为不少游客的
必选旅游路线。

除了种植梨果，南大港溢香园现
代农业园区还种有葡萄、桃、杏儿等
其他果品，农旅融合已成为带动果品
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

看到农旅融合日益
红火，南皮县刘八里乡
林果现代农业园区也在
为三产发展未雨绸缪。

“规划之初，我们
便想以果品生产为主

线，实现产、供、销一体，再逐步
延长至休闲、采摘、服务为主的现
代农业。”王晓玲娓娓道来。“我们
种植的都是特色品种。除了梨果，
还打造了几十亩桃园，选种了油
桃、蜜桃等十几个品种，保证从 6
月到 11 月，接连有桃儿能采摘。”
新品种带来新鲜感，正是吸引人气
的“利器”。

春暖花开，桃园里姹紫嫣红，梨
园中洁白如雪，以花为媒，来这里赏
花观光的游客也不少。为此，园区还
计划建设一条大地景观带，在道路两
侧的果树间，栽种油葵、油菜花等观
赏性强的经济作物，并在道路上绘制
3D立体字画。

春日到此，田园美景让人如痴
如醉，秋日果实飘香，也是前来赏
玩的大好时光。依托乡土景观，增
强园区与市场的互动性，南皮县刘
八里乡林果现代农业园区还要拓展
休闲旅游、研学体验、劳动教育等
产业，延伸出科普教育、农事体验
等功能。

“到时候，三五好友同行，亲朋
近邻簇拥，相约丰收果园，一起体验
采摘之趣，在春华秋实中感受农耕文
化，无论是对种植还是对果品，都有
更多认识。”王晓玲憧憬道。

休闲观光，不单单是集聚人气，
最终落脚点还是开拓属于自己的市
场。“借助休闲农旅带来的高人气，
以后我们还要做大自己的‘优乡’品
牌市场，让优质果品卖出优价。并以
此为平台，展销咱南皮当地的土特产
品，助力各类农业产业优质发展。”
王晓玲说，在“优果园”里乐享更多

“甜头儿”，已成了园区发展的不懈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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