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丰收 迎盛会”，第五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在风清月朗、天高云淡之日，如
期而至！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蟹肥菊黄，当种子
变成秋天的果实时，心里满溢着沉甸甸的
幸福！

丰收节，是真正把为农惠农举措送到
农民手里，才带来的好日子。

乡村兴才有民族兴。为了丰收，为了
14 亿国人端稳饭碗，农技人员从种子培育
到种植方式，不断更新技术送技惠农，让
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农业强，产业必须强，端好饭碗，要
兴产业。我们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
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
旺，出台多项助农惠农措施，把产业发展
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

耕地是粮食的命根子。为了端稳这饭
碗，我们坚守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动摇，
千方百计保护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老乡们
更是惜地如金，房前屋后，院落沟边，这
儿种几棵瓜，那儿种几畦菜，充盈了一家
人的菜蓝子。

从端稳饭碗到端好饭碗，幸福生活都
是奋斗出来的。丰收节，弘扬农耕文化，
展现乡村魅力，也是应有之意。

丰收是结果，播种、耕作、收割是过
程，这个过程就是奋斗，是“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浸满汗水的奋斗；是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只争朝夕的
奋斗；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
种瓜”，老幼齐上的奋斗。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凝结农民的辛勤汗水，秋之
果实沉甸甸。在这奋斗的过程中，农家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这带着浓浓土
地香的文化，正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根。

丰收节，展示农民风采、传递榜样力
量。千千万万的奋斗者用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创造着、维护着我们的幸福生活，也
定义着自身的价值和追求。今年，我市夏
粮生产喜获丰收，秋粮再获丰收指日可
待。这成果的得来，和坚守土地的广大基
层干部、种粮大户、思路活跃的乡村能人
们的榜样力量分不开。他们带着百姓干，
干给百姓看，换来了一片片土地上的丰收
盛景。

丰收节恰逢盛会临，农民创造美好生
活的干劲将备受激发，推进乡村振兴必形
成强大合力，合奏出丰收最强音。

沉甸甸果实
迎盛会
■ 刘彦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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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丰收的大地如诗如

画。走进乡村田野，五谷满仓，姹紫

嫣红，随处可见热闹的丰收场景。“蓝

色粮仓”对虾肥美，鼓起了农户的腰

包；火红高粱地里收割机往来驰骋，

忙碌着颗粒归仓；沉甸甸的枣儿坠弯

枝丫，引来游客竞相采摘……一幅幅

绚烂动人的秋收百景图，让见者皆心

生喜悦。

丰收美景的背后，离不开各地农

户的坚守和探索。在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来临之前，记者走进田间地

头，看农民如何挥洒汗水，让丰收的

期盼成真，奔向心中的美好生活——

引种新品
趁“枣”尝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秋高气爽，高粱晒米。来
到东光县找王镇，鹏瑞谷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 600多亩高粱
地一片火红。几台收割机边缓
慢前进，边“吞食”着一片片
高粱穗。

“除了咱东光县找王镇，
我们在盐山、黄骅等地的种植
基地也忙着收高粱呢，今年一
共种了 6000多亩地。”合作社
负责人冯志兰介绍道。

冯志兰从 2019 年就钟情
高粱种植。当时，从杨树种植
转向大田生产，她有自己的考
量。“高粱既抗旱、又抗涝，
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应性

强。而且近两年效益不错，种
植收益比较可观。”随着接触
的深入，她愈发觉得高粱管理
简单、种植省心，几年间不断
流转土地、扩大规模。

“不同于其他大田作物，
高粱没那么‘缠人’。在墒情
适宜时播下了，就好出苗。要
是天实在旱，浇一水就行。出
苗后，就不用再雇人浇水了，
靠自然降雨就能长。定期飞防
除草、除虫，长到 1 米多高
后，就不怕涝了，等着到季节
收割就行。”她说，高粱种植
可实现从旋耕、播种到管理、
收割的全程机械化。这样一

来，不仅能节省不少成本，还
带动起了一批当地的农机手共
同增收。

收割后，高粱会被运到合
作社的晾晒场晒成干粮，再运
到黄骅、山东等地的收购点。
地里的秸秆，可作青贮销售，
也可粉碎后还田，经过一冬的
腐烂、发酵，为土壤增加丰富
的有机质。

“卖干粮，市场价格还要
好些，刨去地租、种肥、机

械等成本，每亩地能收入三
四百元。虽然不如玉米、小
麦两茬种植效益高，但是省
心、省力，我们很知足。”高
粱火红，映红了冯志兰的笑
脸。如今，仅靠这一季规模
化种植，合作社便可年收入
20多万元。

今年秋播，合作社还计划
在部分收完高粱的地块试种油
菜，进一步探索提高农业收益
的种植模式。

火红高粱火红高粱 映红笑脸映红笑脸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秋风吹红了枣儿的脸蛋，各地枣林里，农
户们忙碌而喜悦。

来到献县韩村镇南张白村，沧州元早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晨西正忙着给采摘
鲜枣的游客称重。还未到9点，他已送走了几
拨满载而归的游客，来不及喘口气，就又迎来
了一批考察品种的客商。

“别看俺们这园子不大，但有 30多种鲜
枣，大伙儿都觉得特别新鲜。而且不少都是中
早熟品种，别地儿的枣果还青着，咱这里就有
熟的了。不光游客愿意提早来尝鲜，考察的客
商也不少。”说起自家枣园，王晨西如数家珍。

听他这么一说，一行人提起了兴趣，好奇
地走入园内，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茂密绿叶间，颗颗饱满的枣儿坠弯了枝，
看来又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走近一棵树，上面的枣儿比一般的稍长，
下圆上尖，一头呈锥形。

“这是马牙枣，因形似马牙而得名。那边
还有和它类似的月光枣，是在‘马牙’的基础
上培育的精品。”王晨西说道。

再向旁看，另一树的枣儿通体泛着粉红
色。

“这是胎里红，从开花到结果都有看头。
它开紫花，结的也是紫色果实，等到枣子慢慢
长大，颜色渐渐变成红色，最后变成艳红。”

四五厘米长，顶小底大，活脱脱缩小版的
葫芦，这是葫芦枣；外形略扁，浑圆似蟠桃，
是蟠枣；还有枝干弯曲，观赏用的盘龙枣、拐
龙枣；口感酥脆、甜蜜多汁的伏脆蜜……真是
琳琅满目，让人不由看花了眼。

“俺爸从年轻时就致力于推广新品种，建
了这个园子。20多年间，不断引种、筛选新
品种，这才让园子里的枣树队伍越来越壮
大。”耳濡目染，王晨西10多岁时就会嫁接枣
枝了。近几年，看着父亲年岁愈大，他主动接
过了示范推广新品种的接力棒。每年8月下旬
至 9月上旬是鲜食小枣的市场空白期，为此，
他着力引进鲜食枣品，走起休闲采摘路。

作为一名“80后”，王晨西还紧跟时代步
伐，玩转网络销售，借助微信朋友圈、快手短
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宣传自家的枣品、苗木。
这不，每到丰收季，元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枣园都人气旺盛。如今，依靠鲜枣采摘和
苗木销售，公司每年可收入数十万元。

“红枣在咱沧州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但
近些年，受气候和效益等影响，农户们却越来
越不愿意种枣了，枣林面积也缩减了不少。俺
希望，能通过新品种的示范、推广，为大家提
供致富的新思路。欢迎感兴趣的枣友来参观、
交流，大家一块儿扬长避短，重新壮大咱红枣
产业。”微风阵阵，枣树枝叶沙沙作响，仿佛
在回应王晨西的期冀。

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刘
郭庄村，张俊青种植的 100亩
玉米在轰鸣的收割机声中格外
惹眼。

人们穿梭在玉米地中，一
手掰玉米，一手提袋子，不一
会儿，地界上就堆起了一座座
小山。

“我这里种的是鲜食的黏
玉米，论个卖，娇贵些，得人
工‘伺候’，受不了机器的

‘摧残’。”张俊青笑着说。
和本地玉米的“命运”不

同，这些新鲜的黏玉米离了田
间地头，人工“脱皮”后，得
真空包装“穿新衣”，最后被
运往黄骅、盐山等地的商超。
如此一来，一个黏玉米能卖到
两三元，是本地玉米的四到五
倍。

黏玉米经济价值高，市场
前景好，是张俊青在 2020年
的一次购物中发现的。煮熟的

黏玉米一个售价三四元，却不
缺顾客，这让他活络了心思。

深入了解后，他还发现人
们的减肥需求日益增多。黏玉米
口感好又是粗粮，正迎合人们当
下的生活需求。而在商超中，不
是大棚玉米就是速冻玉米，本地
的鲜食黏玉米并不多。发现商机
后，张俊青果断放弃种植本地玉
米，开始“牵手”黏玉米。

第一年，他先在自家的10
亩地上试种。相比本地玉米的
粗放型管理，黏玉米管理起来
要精细得多，尤其得注意防控
病虫害。“一个窟窿眼就毁了
一个玉米，马虎不得。”张俊
青说。于是，他格外留意玉米
的生长状态，抓好时机喷洒生
物制剂，保证玉米的“外貌”
完好无损。

第一年试种，张俊青就大
获丰收，可没高兴两天，他开
心不起来了。原来，黏玉米最

好吃的时候就是那两三天，一
股脑儿种的玉米在短时间内摘
不完，更销不出去。这让第一
年尝试种植转型的他吃了亏。

“最后，没卖出去的玉米都按
普通玉米论斤卖了。”

但这次失败并没有让张俊
青气馁，反而让他看到了黏玉
米的市场，更坚定了发展黏玉
米种植的信心。同年，他建起
冷库，购入真空包装机，为黏
玉米的保鲜做足功夫。他又流
转了 50 亩地，打算分批种
植，以避免玉米同时成熟造成
的滞销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
年，张俊青终于尝到了黏玉米
带来的甜头。

不过，说着容易，做起来
却一言难尽。以前种植玉米，
只管种，不愁卖，时常有收粮
食的商贩走街串巷。现在种黏
玉米就不一样了，从种到收，

再到卖，大小事儿都得自己操
持。“最难的还是卖，销路不
好打开。”

为了把自家的黏玉米推销
出去，张俊青没少往商超跑，
有时候，还主动当起超市的售
货员。“这个黏玉米是咱本地
种的，吃起来甘甜、香黏，还
好消化，真空包装的，您放冰
箱里冷冻，冬天拿出来煮，和
刚下来一个味儿！现在能免费
品尝，您尝尝？”这些话，张
俊青不知道要说多少遍。

“自家种的，自己最了
解。新产品，得先给人家讲明
白了，人家才买不是？”张俊
青说。就这样，黏玉米卖到了
黄骅、盐山、东光等地。

玉米地里，一众人忙着，
丰收的喜悦爬上脸庞。“前两
天，石家庄的客户也主动打来
电话要玉米哩！”张俊青笑着
说。

金秋 9月，新农人贺志龙
也尝到了丰收的甜蜜。这边，
刚和客商联系妥当，为百余亩
新鲜的欧李果找到了好“婆
家”。那边，果品深加工厂里
也传来了好消息——以欧李果
实为原材料的欧李果汁研发成
功，陆续进入投产阶段。

“有了自己的深加工链条，
以后再有农户想发展种植，我
们也有回收的底气了。到时候
带着大伙儿一块致富，就不再
是一句空话。”贺志龙说。

贺志龙是沧县高川乡夭之
沃农牧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为
他带来丰收喜悦的欧李果，是
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力捧的“致

富明星”。
红红小小，形如樱桃，吃

起来，味道却跟李子相似，好
像又多些酸涩……这便是贺志
龙口中的欧李果。

“因为果实含钙量比较高，
大多数人喜欢叫它‘钙果’。原
来欧李果都是野生的，经过种
植专家的专门培育，才成了优
质的水果品种。”贺志龙引种欧
李果，正是看中了它的营养价
值。

那是在 2016 年，退伍回
乡的贺志龙想在农业上做些文
章。偶然上网“冲浪”，欧李
果进入视线，一下子就抓住了
他的眼球。“现在人们重视健

康，种植欧李果，有市场前
景！”

当年秋季，他就引种了100
棵。探索出成熟的种植技术
后，几年间，从几分地逐渐发
展成了现在的百亩种植面积。

“欧李果不如其他水果口
感好，做鲜食的少，主要用来
做酒、果汁等。”贺志龙说，
这里的果实采收后，直接进速
冻冷库储存，再相继走向北
京、天津、辽宁等地的欧李果
酒加工厂，供不应求。今年，
公司的欧李果亩产达 2000多
公斤，刨去种植成本，每亩地
收益超万元。

虽然地里的果实不愁卖，

但贺志龙知道，要想把欧李果
产业做大做强，还是得有自己
的深加工产业作支撑。为此，
从去年开始，他就和当地的一
家果品深加工厂合作，不断研
发欧李果汁。

“研发中，我们不断改良
配方，在保证口感的同时，保
留欧李果浆的营养，终于有了
成形的产品。下一步，俺计划
通过电商直播，蹚出果汁的销
路。有了成熟的产销模式后，
再发展育苗产业，带动周边有
种植意向的农户。”让小小的
欧李果成为致富增收的新动
力，贺志龙已规划好产业发展
方向。

小小欧李小小欧李 致富有力致富有力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秋田披彩衣秋田披彩衣秋田披彩衣 喜迎丰收节喜迎丰收节喜迎丰收节

任丘市麻家坞三村新梨园的晚秋黄梨丰任丘市麻家坞三村新梨园的晚秋黄梨丰
收收，，上市后备受欢迎上市后备受欢迎。。 金金 洁洁 摄摄

甜糯玉米甜糯玉米 甜润农户甜润农户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陈慧杰

走进海兴县小山乡蔡家庄村的咸水养
殖基地，捕虾人正紧锣密鼓地捕捞着咸水
对虾。随着虾网收紧，一只只活蹦乱跳的
鲜虾跃出水面，一派丰收景象。

“瞧，这个大的，足有手掌大小。今年
大丰收，每天产 1 万余公斤咸水对虾没问
题。市场行情也好，现在每公斤比去年高 6
元。”蔡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姜权亭喜上眉
梢。

他说，蔡家庄村周边都是盐碱滩涂，
原来多少也种点庄稼，但长得不好，没啥
收成。借助近海优势，村里从上世纪 90年
代就开始养殖咸水对虾，至今已有二十五
六个年头。

“咸水对虾生长所需水源全部是引进的
海水，需要投放的饵料较少，生长环境更
加绿色生态。所以咸水对虾的虾青素含量
更高，不仅口感好、回味鲜，而且蛋白
质、钙镁等含量都高于一般淡水虾。”如
今，每到对虾丰收时节，从北京、天津、
山东等地来拉虾的客商络绎不绝。

养殖咸水对虾占尽地利，勤劳的蔡家
庄人还不断从选种、育种及养殖等方面精
进技术，将咸水对虾的亩产从最初的 20多
公斤提升到了 60公斤左右。如今，副业变
主业，咸水对虾养殖已经初具规模，成为
蔡家庄人致富增收的新支点。

“水产养殖是我县的主导产业，目前，
全县有水产养殖户 310 余家，从业人员达
1.52万余人。水产养殖总面积近 8万亩，主
要养殖南美白对虾、梭子蟹等，年产值达
2.1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从优化水产养殖
模式、引进新品种、延伸产业链等方面开
拓创新，为提高‘蓝色粮仓’经济效益、
促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海兴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董海甫说。

盐碱滩上虾儿肥盐碱滩上虾儿肥
蓝色粮仓效益高蓝色粮仓效益高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