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沧县宏康农庄的产品
配送车都会穿梭于市区的各个小
区间，为农庄的会员们带去地头
上的“新鲜问候”。

宏康农庄位于沧县汪家铺乡
马士庄村，已发展了 100多亩设
施蔬菜种植和 200 多亩露地种
植。从成立之初，这里便不走寻
常路，玩起了“私人定制”——
为市民们提供菜单参考，让大家
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地头直送的
新鲜蔬菜。

“别看种植面积不大，但品种
却有 30种之多，既有普通叶菜、
茄果类蔬菜，也有不少特色品
种，就是为了给市民们提供丰富
多样的美食选择。”合作社负责人
张缤介绍道。

除了新鲜、便捷的送菜方
式，农庄的绿色种植高招，也是
圈粉利器。

秸秆、稻壳、畜禽粪便……
这些让人头疼的污废，在农庄
却成了备受青睐的宝贝。把它
们凑到一起，掺上生物制剂发
酵，再次以有机肥的身份返回
土地时，就成了果蔬绿色生长
的营养源。

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小果、残
果、次果，不能走向会员的餐
桌，丢了又可惜。没关系，在这
里照样有用武之地，搅碎之后，
放入发酵罐中，几个月后，摇身
一变成了酵素。用作叶面肥喷洒
到植株上，不仅可强壮秧苗，还
能增强果蔬的口感。

不仅如此，为了让大家尽快
尝鲜，配送当天的清晨，农庄的
工人们会按计划去棚里采摘，再
拿到包装室内分拣、清理、打包。

如今，宏康农庄的会员已多
达 300余人。将私家路线进行到

底，今年，宏康农庄还面向全市
招募起具有绿色种植情怀和人脉
的“城市合伙人”。

“认可我们种植理念的‘城
市合伙人’，不仅可自己享受农
庄的健康果蔬，还可以将这健康
理念推介给更多人，由农庄的消
费者变成合伙人，一起帮助健康
农业长久发展。”张缤说，今
后，他们还将由供给优质农产品
向提供多样服务转变，为会员们
策划更多采摘、研学类农业服务
项目。

借助毗邻市区的优势，在沧
州力源生态园，园主梁立军同样
将发展的目光放到了私家路线
上。

梁立军是河南人，在这里承
包了 20个大棚，发展草莓、火龙
果、西瓜等特色种植。每到周
末，到生态园采摘、游玩的市民

都不少。月余前，他又专门拿出
一个大棚，开辟了私家菜园业务。

“大伙儿都喜欢吃咱这儿的水
果，平常我们也经常去市区送
货。这些年，就经常听到有人说
想吃自己种的菜。”梁立军说，人
们虽然对健康果蔬的热情高，但
少有时间管理，所以，他便想到
出租棚里的菜畦。市民和生态园
签订认领合同后，只需按期限缴
纳租金，由生态园负责提供种
子、菜苗、有机农家肥、浇水、
除草、搭架等日常管理，可谓一
举两得。

一个大棚，一共 1 亩多地，
被梁立军划分成了 7个菜畦。其
中，有 4 个菜畦种植的是西红
柿、黄瓜、辣椒等“硬菜”，确保
一旦结了果，能一天摘一次。其
他 3个菜畦，则可根据客户的需
求，种植特色品种，进一步满足

私人食用需求。
“我们的菜园分为全托型和无

忧全托型。全托型，即生态园只
负责种植管理，由客户自主采
收。无忧全托型，则由生态园每
周免费配送蔬菜一次，一年共免
费配送 48次。”梁立军的安排很
是贴心。

心知顾客最重视蔬菜的绿色
健康品质，在管理中，他除了给
土地上足牛羊粪等有机肥，还严
格使用生物制剂或物理办法治
虫，全程按照无公害管理方式种
菜，并不定期在网上给客户发送
管理视频。

目前，已经有十几户家庭认
领了力源生态园的“私家菜园”。

近日，献县郭庄镇东孔庄村北广场锣鼓喧
天，东孔庄首届“龙门奖学金”发放仪式在这里
举行。活动现场，东孔庄村2022年度的9名准大
学生手捧鲜花、荣誉证书和奖学金，脸上满是喜
悦。

“今年俺村共有 9名学生考上大学本科，这
不仅是户家自己的喜事儿，更是咱东孔庄的骄
傲。为祝贺和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同时激励正
在埋头苦读的学生们，在村民杨茂东等几位爱心
人士的共同倡议下，60位企业家和爱心人士积
极参与，成立了东孔庄村‘龙门助学基金会’。”
村有喜事儿，东孔庄村党支部书记李俊河笑意盈
盈。

他说，通过募捐，今年基金会共筹集助学金
9000元，为村里考上大学本科的孩子们每人发
放1000元，既是深深鼓励，又饱含着满满爱意。

据了解，东孔庄村自古以来就尊师重教，
学风蔚然，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之村、教育之
村。历年来，从这里走出的大学生不胜枚举。
一个个农家娃通过自身努力，跃上了“龙门”，
不仅有公务员、人民教师、医生、军官等，还
有博士、博士生导师，在各行各业中贡献着自
己的才能。走出农门，他们还不忘家乡，不时
为东孔庄村建设添砖加瓦。近年来，东孔庄村

“两委”集合众人之智、之力，在保持好学风、
好村风的同时，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提
升村容村貌。

“推动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我们发起成立
助学基金会，设立‘龙门奖学金’，就是要激励
更多农村家庭关注子女教育，从而在全体村民中
形成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
围，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发起人杨茂东说道。

“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我们一定会努力学
习，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希望，走更远的路，攀
更高的峰，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现场，学生们也大受鼓舞。

“东孔庄村在外工作、创业者分布在全国各
地，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始终怀揣赤子心。大伙
儿对东孔庄的公益付出，父老乡亲不会忘记。
希望东孔庄村将这种美德和正能量持续传承下
去，让文明乡风越吹越盛。”郭庄镇镇长王浩
说。

乐享“私家”菜 菜园也“全托”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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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获获“““龙门奖学金龙门奖学金龙门奖学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赵志忠

物以稀为贵，在农业发展中，
唯我独“特”，是提高竞争力、增
加效益的不二秘诀。近年来，我市
不少现代农业园区在发展中，就打
出了“特”字牌。

海兴县张会亭乡现代农业园
区，依托当地多刀茴香的特色资
源，扩规模、上设施，初步形成种
植、冷藏、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
的产业链条。泊头市灌河现代农业
园区，发展特色肉鸽养殖，让小鸽
子变身致富宝的同时，还带动起设
施种植、大田种植和休闲农旅，走
上绿色循环路——

种养走种养走种养走“““特特特”””路路路 产业抢产业抢产业抢“““鲜鲜鲜”””机机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于中建 常燕霞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孟悦）为创新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创建工
作，日前，东光县新时代文明中心陆续在各个乡
镇开展绘制文化墙活动，引领乡村文明，打造

“一村一景”。
绘制现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们顶着炎炎烈

日，对各村墙面进行粉刷绘画。他们手拿刷子、
滚筒，蘸着颜料，勾轮廓、涂色彩，忙得热火朝
天。一面面原本素白的墙面，好像变得会说话一
样，色彩鲜明、主题突显。

通过开展绘制文化墙活动，图文并茂地
宣传政策理论、公序良俗、文明标语等内
容，不仅提高了乡村“颜值”，还使村民们在
耳濡目染中增长见识，厚植爱国情怀，凝聚
向心力。

手绘文化上墙手绘文化上墙手绘文化上墙

一村一景添彩一村一景添彩一村一景添彩

张金元张金元 赵赵 越越 摄摄

“““冠农冠农冠农”””摘下摘下摘下“““十佳十佳十佳”””牌牌牌
本报讯 （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田志锋） 日

前，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2022年度家庭农场“十
佳典型案例”名单，泊头市冠农家庭农场获评全
省“十佳典型案例”之一，也是我市唯一上榜单
位。这是记者从泊头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泊头市冠农家庭农场位于泊头市营子镇，自
成立之初，就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按照绿色种
植标准大力推广桑椹种植，并取得了绿色食品认
证。为解决鲜桑果销售难题，农场率先建起
3000平方米的桑椹干生产厂房，购买现代化桑
椹生产设备，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通过“绿色种植+桑椹产品加工+多渠道销售”
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冠农家庭农场还积极引导周
边农户、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种植，带动了“一镇
一品”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
前，泊头市桑椹种植基地以营子镇为核心，辐射
周边 5个乡镇，种植面积超 5万亩，年产鲜桑椹
5万余吨。

多刀茴香全年飘“香”

天刚蒙蒙亮，在海兴县张会
亭乡现代农业园区，南齐村村民
就早早赶到了茴香种植基地。阵
阵香气扑鼻，满目绿意让人瞬间
清醒，抄起镰刀，他们仔细割起
茴香。

“俺村种的是多刀茴香，3月
初 播 种 后 ， 能 一 直 收 到 10 月
底。”南齐新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齐长岩说，眼下，露地
茴香正逢收获期，忙碌的收割场
景每天都上演。

原来，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
茴香，南齐村的茴香以能割多刀
而闻名。这里茴香种植历史悠
久，种子都是农户自产的多年前
的老品种了。秋季时，农户把茴
香根窖藏储存，来年春季，再把
根种在地里生长留种。为此，合
作社还特意注册了“康时青”商
标，目前正在申请“南齐茴香”
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这些年，为了让这独特的
“南齐茴香”全年飘“香”，园区
还不断探索设施温室种植。每年
中秋前，在温室中播种，11月左
右便有茴香上市，此后，能一直
割到来年麦收前。这样一来，光
温室一年就能收获 6刀茴香，亩
产达 7500 公斤。由于反季节销
售，效益大增，亩收入达3至5万
余元。

不仅如此，“南齐茴香”无病
虫害、分枝性强、抗逆性强，在
生产中，农户们也注意不用化
肥、不打药，还于 2020年获得了
绿色食品认证。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这才不
辜负大伙儿一年到头在地里洒下
的汗水。让这个愿景成真，园区
还探索出了“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

“公司，即我们在 2014 年成
立的南齐蔬菜交易服务中心，现
在已成了远近知名的蔬菜集散中
心，主要负责联络各大市场、商
超，对‘南齐茴香’实行统一包
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合作

社，就是南齐新发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为农户提供统一种
植服务。近几年，合作社辐射带
动了周边北齐村、双庙村的不少
农户共同种茴香，面积达千余
亩。”齐长岩说，采用这种方式，
不仅可从源头上统一“南齐茴
香”的品质，更为茴香的销售提
供了强有力保障。

凭借独特属性，“南齐茴香”
不仅占领了盐山、黄骅等周边地
区，还成了天津市场的“常客”，
并与沧州市区的大型超市达成供
货协议。现在，园区每天可销售
5000公斤茴香，每公斤售价比普
通茴香高出1元。

“飞”来肉鸽唯我独特

泊头市灌河现代农业园区，
则将特色牌押到了养殖上。

来到泊头市灌河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宽敞干净的鸽舍内，
鸽子一家甚是悠闲。羽毛雪白的
成鸽时而优雅踱步，时而静卧小
憩，乳鸽更是乖觉，安静地卧在
笼子一角。

“怎么样，这鸽子漂亮不？俺
们养殖的是天翔达 1号，无论是
抗病率还是产量、肉质，都是行
业内数一数二的。”合作社负责人
董存才说，为了保证肉鸽的种系
纯度，能在园区安家的，都是祖
代鸽。

“鸽子吃五谷杂粮，自身基
因中免疫性就高，在定期防疫的
基础上，用药也较少，所以肉质
健康，是高端市场的‘宠儿’。”
原来，合作社发展特色肉鸽养
殖，正是看中了其独特的健康产
业潜力。

不仅如此，由于养殖投资
大、技术含量高，目前全国的肉
鸽产量远远填不满市场的胃口，
所以别看这肉鸽小，可利润高、
缺口大。

“每对种鸽每年可繁育 9窝肉
鸽，大约 18只。一只肉鸽的市场
售价在 16 元至 18 元，再刨除成
本，每对种鸽繁育的纯利润能达
到 100 到 150 元。如果是销售种

鸽，那利润就更高了。”董存才算
了一笔账。

小小肉鸽，如此宝贝，生活
自然备受优待。细看鸽笼前的绿
色食盒，玉米、高粱、豌豆一应
俱全，还有核心料，真可谓营养
丰富。

“这些饲料都是俺们自己加工
的。先通过粮食精选机精筛，坚
决剔除不好的、发霉的，再抛
光、除尘，保证饲料干净、卫
生。有时，还会加入维生素等营
养元素。”如此丰盛的营养注入，
让高效养殖模式如虎添翼。

董存才说，按照自然哺育规
律，原来一对鸽子，至多可以哺
育两只小鸽子。如今吃得好了，
再加上机械孵化的助力，一对鸽
子，便可以哺育 4只乳鸽了。这
样一来，不仅能保证种鸽品质，
还将产量提高了一倍。

养殖技术探索成功，为规模
的扩大铺平了道路。如今，园区
的肉鸽养殖规模已达到了 6 万
只，在我市乃至全省养鸽行业中
都处于前列。其肉鸽产品供不应
求，是北京、上海等地活禽市场
的常客。

瞄向健康市场的高品质需
求，合作社还尝试着在养殖中加
入硒元素，向富硒肉鸽养殖迈进。

产业发展保“鲜”有方

打出“特”字牌，如何让其
生命力更持久？两个园区还不断
延长链条，向产业化发展靠拢。

这两天，齐长岩异常高兴
——期盼了多时的物流冷库项目
终于竣工，不久便可投入使用，
让他大为振奋。

“咱这儿的多刀茴香虽是特
色，可毕竟保鲜期短，尤其是夏
季储存，一直是个难题。平日
里，来了订单俺们就得赶紧割，
割完了就赶紧运走，生怕耽误一
会儿，菜叶到市场就烂了，影响
咱‘南齐茴香’的口碑。”齐长岩
说，为解决这个难题，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谋划物流冷库项目。

今年，一个占地 220 立方米

的保鲜库和一条日包装加工能力
达 30吨蔬菜的生产线，终于在园
区落地，成了多刀茴香产业化发
展的“保鲜膜”。

“有了冷库和物流，储存不再
是难题，以后咱这茴香保鲜一个
星期都没问题。通过生产线精细
加工，我们还能发展小包装、精
包装，更好地满足市民们的消费
需求。”他喜上眉梢。

随着种植、冷藏、包装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初具
雏形，今年，张会亭乡还整合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 500 万元资金，
在北齐村投资建设了 30栋高标准
日光温室，通过扩大多刀茴香种
植规模，鼓起集体的腰包。

在泊头市灌河现代农业园区，
小鸽子的带动作用同样也不小。

换茬季节，泊头市灌河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光秃秃
一片，只有松泛的黄土和成堆的
肥料。

“这都是鸽子身上产下的宝，
咱这儿的果蔬长得好，多亏了它
们。”原来，这些肥料都是鸽子粪
发挥余热的结果。

“鸽子的消化道短，鸽粪被排
泄出来时，里面还保留着 30%的
原粮。这些原粮，可是植物生长

的营养供给站。”董存才说，合作
社的养殖车间都配备了自动清粪
袋，定期清理的粪便被收集起
来，运送到合作社的肥料厂，打
碎后加入松针等花肥，再腐熟、
发酵。半年后，便成了改良土壤
的“得力助手”。

受益于这些有机肥，园区种
植的草莓、西瓜、西红柿、甜瓜
等备受市场欢迎。每到瓜果上市
时节，除了客商来拉货，还有市
民专程来体验采摘乐趣。结束乡
间采摘，游客们并不急着返程。
午间，原汁原味的农家饭菜端上
餐桌，卤鸽、熏鸽作为特色美食
抢占餐桌 C 位，更让人垂涎不
已。小鸽子带火了乡村游，还有
不少人慕名而来，专程品尝这一
口鲜嫩。

由于养殖中需要大量原粮，
这里还形成了种养结合的循环
链。一只肉鸽每天就需要 1两多
玉米，6万只肉鸽一天就要吃掉
3000 多公斤玉米。小鸽子一张
嘴，就带动起周边几千亩土地的
大田种植。

看中了特色种养的好前景，
这两年，灌河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还发展了百余头肉牛育繁，在
绿色循环农业之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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