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枣，在沧县已有3000多年
的历史,，还曾成为当地增收的支
柱产业。可近些年，受采收期阴雨
天气影响，红枣产业一度陷入低
迷。但聪慧的沧县人没有放弃，他
们将解困之力倾注到深加工上。建
起储存冷库、引入先进生产线、研
发特色枣制品……产业链条的延伸
不仅提升了枣品综合价值，还带动
起种植业。

近日，记者走进沧县杜生镇金
丝小枣现代农业园区和沧县大官厅
乡枣产业现代农业园区，看一颗小
枣如何在深加工中“改头换面”，
赢得市场、惠利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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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仉王农技科普协会：

科技惠农34年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席国成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初秋时节，来到东光
县大单镇仉王村的地头，
绿油油的黄瓜架排排站，
翠绿的黄瓜吊坠藤蔓，甚
是喜人。

这是仉王农技科普协
会改革传统种植模式的硕
果。这些年，向专业化种
植发展，协会组织种植能
手到山东寿光及青县蔬菜
基地参观学习，结合本地
实际，闯出了一条种植错
季黄瓜的致富路。

“小麦收获后，不少农
户就不种玉米了。麦茬地
闲置半个多月，再整地种
黄瓜。由协会为农户提供
种子、专用肥、植保等技
术管理措施，8月初就有黄
瓜上市。管理好了，亩产
5000公斤黄瓜没问题。”协
会负责人牛文全说，错季
种黄瓜，遇到市场行情好
的年份，农户亩收入能达
1.2万元，即便是行情一般
时，收入 8000元也不是大
问题。

提起效益，牛文全喜
上眉梢。可他这股高兴劲
儿，却不是为了自己。原
来，随着城镇化发展，不
少人外出打工，愿意留在
土里耕种的多是上了年纪
的老人。

“可以说，这部分人也
是真正以土地为生的人。”
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土地
收益，让大伙儿都能奔个
富裕日子，就成了仉王农
技科普协会的目标。

其 实 ， 促 进 农 业 增
产、农民增收的种子，早
在 1988年便种在了牛文全
的心中。那时，他放弃乡
政府工作，回村办起全县
第一个科技服务组织——
东光县仉王农业技术推广
站时，就下定了决心：“普
及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科
技，繁育、推广农作物优
良品种，引进新项目、新
产品，让土里也能刨出

‘金子’。”
从成立之初，农技站

就始终向高科技产品要效
益。紧密联系科研单位和
相关公司，不论是种子、
肥料、农药，只要是能帮
助农户增产的，协会第一
时间引进、试验，待到成
熟后，及时在农户中推
广，让科技成果迅速转化
为生产力。

和市农科院合作搞小
麦繁种，亩均增收 300 元
钱；推广秸秆还田，将两
季粮食亩均产量由 750 多
公斤提升到 1250 多公斤；
试验春玉米起垄覆膜种
植，探索控草、节水新型
种植模式……这些年，虽
然工作条件艰苦，可牛文
全和他的科技小组一直扎
根在田间地头，用科技助
推农业创新发展。在技术
站的小规模基础上，2019
年，牛文全还建起了东光
县第一家农村科普协会，
让农技科普更广泛、深入。

带头人释放榜样力量

农业发展靠科技，科
技的创新靠人才。别看仉
王农技科普协会诞生于一
个寻常村庄中，可他们对
科技人才太渴求了，也深
深明白，人才对农业发展
的重要性。

为营造全民学科技、
全民懂科技、全民用科技
的氛围，仉王农技科普协
会还创新了“科技创新
奖”“高产状元奖”等多项
科普活动，带动农户们争
当科技带头人。

农户牛景臣，便是在
科普活动中脱颖而出的科
技带头人之一。

当时，一心想要致富

的他，把目光瞄向了蛋鸡
养殖。可仉王当地并没有
畜禽规模化养殖的传统。
科普协会得知后，多处打
听，为牛景臣牵线搭桥，
帮着他去外地养鸡场参
观、学习技术。

有了技术做支撑，牛
景臣尝试着建起两座养殖
棚舍，成了 2 万多只蛋鸡
的“大管家”。协会还请来
专业技术人员示范，怎么
科学管理、合理饲喂、及
时防疫？随着养殖技术逐
渐成熟，牛景臣的蛋鸡病
死率低了，产蛋率也连连
提升，行情好时，可年收
入 15万元。后来，他不光
成了全村炙手可热的养殖
能手，还带动起了 20多家
农户成为养殖专业户。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
错季黄瓜，则是致富带头
人赵向河引入的。去到山
东寿光参观，他发现，同
样一根黄瓜，错个季节上
市后身价倍涨。回到仉王
后，就着手研究起露地黄
瓜种植，率先创下了大田
亩产收入超 7000 元的纪
录。其后，农户们纷纷加
入到错季黄瓜的种植队伍
中，收入连连攀升。

这些年，仉王村时常
有种植能手和养殖大户受
到协会奖励，获得科技书
籍、优质农资等实用奖
品。榜样的力量，让农户
们看到科技兴农的前景。
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仉王农
技科普协会中，成为产业
兴旺发展的生力军。

农技科普路没有尽头

“大伙儿注意了，现在
正是玉米穗粒形成的关键
时期。到了生长中后期，
玉米螟等病虫害多发。尤
其是近期降雨量多，气象
条件有利于病虫害发生，
一定要注意进行‘一控双
提’技术……”清晨，还
不到 6 点，牛文全便来到
了科普协会。他熟练打开
设备，认真广播着准备好
的玉米管理注意事项。此
时，仉王村上空，科普音
频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响
亮。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
业要想有个好收成，关键
在防，实在防不住了，也
要对症下药，这就需要大
家对技术胸有成竹。”所
以，这些年，科普协会一
直把学习农业先进技术作
为头等大事。每年，他们
都会针对不同农时搞技术
讲座，随时印发科技资
料，开展科技下乡、科技
赶大集、科普宣传日等活
动，聘请技术专家讲课培
训。

这两年，利用互联网
技术带来的便利，牛文全
还组建了“仉王农业技术
科技服务专业群”，在周
边每个村都吸收了 10余名
种田大户、科技能手入
群，普及、交流科学管理
技术，为大伙儿答疑解
惑。

让 农 技 宣 传 更 “ 亲
民”，多才的他还创编了二
十四节气歌谣，用顺口溜
接地气的方式，让人们了
解啥节气该干啥农活儿。

别看牛文全已 65 岁，
可在农技学习与科普这条
路上，他好像不会疲倦似
的。科普协会也因此成了
当地和周边农户信赖的

“娘家”。
不过，看到现在愿意

坚守土地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牛文全也没少发愁。
为此，他特别注意在年轻
一代中培养“接班人”，一
起参加科技培训，深入地
头生产实践。这一切，只
为将农技科普之路，一直
延续下去。

一颗小枣“改头换面”

走进沧县杜生镇金丝小枣现代农
业园区的沧州全鑫食品有限公司，听
闻到的是机器轰鸣。眼下虽是枣品加
工淡季，但这里的生产车间还是忙碌
不已。

筛选、清洗、烘干、油炸、包装
……灰头土脸的红枣在流水线上转了
一遭，便成了备受消费者喜爱的脆枣
零食。

沧州全鑫食品有限公司从事枣品加
工已有 30余年。这些年，不断进行研
发，一颗颗红枣从最初的除尘、清洗、
去核，到变身蜜枣，再到“拥抱”核
桃、巴旦木、葡萄干等多样干果，不断
改头换面，可谓是“七十二变”。

“建设生产线开发多元产品，不仅
解决小枣保鲜期短的问题，还丰富了
枣类产品的风味，打破人们对传统枣
产品的印象，让吃枣变得更休闲、时
尚。”公司相关负责人王美杰说，如此
多样深加工，在充分消耗当地红枣原
料的基础上，可帮助枣果增值不少。

地处沧县大官厅乡枣产业现代农
业园区的沧州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同
样是一家集枣制品加工、储藏冷藏、
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公司负责人王国战说，前些年，
官厅区域小枣种植产业甚是红火，枣
树是家家户户的摇钱树。可一到枣果
成熟季，怕果子烂在地里，农户们多
是即时卖了，一般难走上好价儿。解
决这个难题，2006年，沧州盛源食品
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公司率先建起成排的储藏冷库，
依托先进的冷藏储存和保鲜技术，为
鲜枣提供了保鲜“后盾”。储存的红枣
原料丰富了，他们又相继引入3条加工
流水线，根据不同枣果特点，开发出
红枣、蜜枣、阿胶枣、香酥脆枣、枣
仁派、枣夹核桃等多款产品。

现如今，每年9月，公司就开始在
园区收购枣品，整个生产季要持续到
来年四五月份。生产旺季时，可日加
工金丝小枣、本地大枣、冬枣等枣制
品3万公斤。

近年来，沧州盛源食品有限公司
还获批成为红枣期货交割仓库，实现

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
为降低企业和种植户的经营风险，给
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显神通拓宽市场

枣干、枣片、阿胶枣、香酥脆
枣、枣夹核桃……“改头换面”后，
不仅让小枣有了更为长久的“生命
力”，还为园区的枣业开拓了更为广阔
的市场。

“2006年时，我们生产的蜜枣就很
受欢迎，甚至一度供不应求，从东北
到南方，只要是大型批发市场中，都
能见到我们的产品。再到后来的阿胶
枣，无论是大袋散装，还是单颗粒小
包装，销路都四通八达。”王国战说，
这些年，盛源公司生产的阿胶枣、水
晶蜜枣等系列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
者欢迎，还曾远销到日本、韩国和东
南亚地区。

近几年，消费者的降糖需求增加，
蜜枣不再如往昔“受宠”，“盛源”又迅
速改进工艺，推出香酥脆枣、枣仁派等
产品，同样风靡东北、华北、华东和华
南等地的大型批发市场。

看到直播带货愈加红火，“盛源”
还着力开辟线上市场，与粉丝多的主
播合作，在快手、抖音等平台卖货。

“线上市场面向的是全国各地的消
费者，不仅可以提升品牌知名度，还
减少了中间商环节，直接让利于终端
消费者。”如今，线上销售已在其市场
销售中占比30%。

与“盛源”不同，“全鑫”将自己
的客户群体定位到了大型连锁商超。

“最早我们也是走散货，流通大市
场。后来发现，红枣产业的商超市场
尚处于空白期，就致力于提升加工品
质，打通商超渠道。”王美杰说，这些
年，“全鑫”的枣品能成功打入到大润
发、沃尔玛等超市系统，离不开公司
坚持的品控。无论是原料采购，还是
加工生产，再到后端抽检，“全鑫”都
全力以赴，争做品质上的佼佼者。

没想到，营业额并没有因为精简
到商超市场而缩减，反而大幅提升。
尝到了商超市场的第一波红利“甜
头”，不光“全鑫”得到迅速发展，也
带动了当地小枣种植、收储等多环节

发展。
看到“全鑫”的枣品成功携手商

超，园区的不少红枣加工企业也纷纷
开拓这个市场，一时间，无论是枣品
加工水平，还是效益，都水涨船高。

将加工品质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
线，“全鑫”的枣品还获得了安徽省三
只松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认可，建
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做OEM代工生产。

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他们还将枣
制品由真空大包向更加精致的手抓
包、礼盒包等休闲零食方向转变，并
早早闯开了电商渠道，建立起天猫旗
舰店，在多家电商渠道铺货。

产业升级收获甜蜜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拓展，“全
鑫”的深加工能力稳步提升，如今可
年加工枣制品1.5万吨；在沧州盛源食
品有限公司，每年也有 1.5万吨枣制品
走向市场……稳步发展的深加工产
业，反向带动起了种植业。

“红枣的个大、肉好、品质高了，
我们加工出的枣制品品质才好。”为
此，沧州全鑫食品有限公司每年都会
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各种植基地收购
优质红枣。

在效益的驱动下，杜生镇金丝小
枣现代农业园区探索出了提升红枣品
质的管理模式——农户以枣树入股，
由合作社统一修剪、统一技术、统一
施肥、统一打药，将一家一户管理不
好或无人管理的枣树“托管”。

这样一来，不仅可有效防止病虫
害传播，还能推动生物制药剂及有机
肥普及，规模化提升红枣品质。借助

“枣品质提升项目”，合作社里的所有
社员只向林里施用有机肥、生物药，
再辅以粘虫胶、灭蛾灯等物理控虫技
术，小枣品质连年提升。

在沧县大官厅乡枣产业现代农业
园区，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同样促进
小枣产业升级。

“红枣就近
销 售 到 园 区
中，为农户节
省 了 不 少 路
费。而且大伙
儿产多少，我

们收多少，不用担心枣果滞销。再就
是收购价格上，按照优质优价原则，
在随行就市的基础上，每公斤高出2分
钱。”王国战介绍道。

他说，沧州盛源食品有限公司自成
立伊始，就与红枣合作社及枣农联系紧
密。随着加工能力的拓展，先后与沧县
爱润冬枣专业合作社等多家合作社签订
了长期收枣协议。合作社统一购进农用
投入品、果树管理、技术服务等，带动
千余户枣农坚守在种植业上。

而红枣仓储、加工、运输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更是大大提高了园区内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率。在两个园
区中，从事深加工的三四百名工人，
80%以上来自周边村庄，平均每人每月
可收入3000元以上。

眼下，立足红枣深加工产业，向上
下游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已发挥出甜蜜
效应。今后，两个园区还将在培育成熟
的加工产业带和产业集群上继续发力，
不断创新加工技术，提高农产品加工转
化率和附加值，源源不断地“加”出枣
业甜滋味。

“对于咱村修路，大家有什么看
法？”“如何增加集体收入，把咱村建设
得更美？”……

日前，新华区小赵庄乡赵官屯村召
开村民议事会，村党支部书记王永立与
村民们坐在一起，就村内的环境卫生、
路面破损等问题进行探讨。而这样的场
景，以前在赵官屯村并不常见。那时，
大伙儿对参与村里的工作可不积极。

“不了解村民的想法，怎么更好地为
大伙儿办事儿？”破解这一难题，赵官屯
村“两委”探索建立了村民议事会，坚
持“一事一议”，让村里的事由村民商量
着办，在家门口解决实际问题。

以村民议事为切入点，赵官屯村广
泛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参与其中，倾听
村民心声，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以“察
民情、解民忧，议村务、树新风”为目
标，村“两委”积极深入田间地头、农
户家中收集大伙儿对村庄发展的建议，
做到常规事项“一月一议”定期议，急

办事项“一事一议”随时议，因地制
宜、因人施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

“以前没有议事会，村民们对村里的
事儿不大关心。现在只要他们提出疑
惑，就会有知晓情况的村民或者议事会
成员站出来解释情况。村里的事儿解决
得更快了，老百姓也更加放心了。”今年
以来，赵官屯村已经通过村民议事会，
协调解决问题21件。

村民议事会使许多建议得到了落
实，对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更激发了村民们当家做主的内在动
力。大伙儿纷纷表示，自从有了村民议
事会，村里的纠纷少了，大家都愿意为
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赵官屯村“两委”将继续
深入开展村民议事会活动，让“有事好
商量、遇事多商量、众人事众人议”成
为常态，着力打通教育群众、引领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市不少农业
经营主体依托便利区位优势，在
做好种植业的基础上，向休闲服
务业延伸，走上了以景带旅、以
旅兴农、农旅融合的都市农业发
展道路。图为周末，市民在市区
周边的葡萄种植基地采摘、游
玩，感受田园风光。

张梦鹤 摄

村民议事会村民议事会 议出幸福感议出幸福感
■■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徐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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