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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年过半百，但敢想敢干，在荒芜的盐碱地上翻出了新花样；他几十年没摸过锄头，可种起地来，敢

于尝鲜，行动力不亚于年轻人；他离家多年，却始终深恋故土，回乡创业，也不忘造福乡邻；他紧跟潮流，

探索短视频拍摄，在“河北李叔”的视频号上，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分享给更多人。他，就是南皮县环京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月庆。

2018年，北漂多年的李月庆选择返乡务农，在家乡南皮县乌马营镇范家村，建起范家生态庄园和盐碱地

家庭农场，让一片荒地焕发生机——

““落后村落后村””变形记变形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 宽

初冬，天干物燥，正是田间
地头防火的关键时期。任丘市于
村乡东黄垒村的地头上，几个年
轻的身影引人注目。他们并没有
在一个地头驻足，而是往来巡
逻，检查地里的秸秆和杂草清理
情况，排查火灾隐患。

这些年轻人，都是东黄垒村
青年民兵巡逻队的队员。眼下，
正值冬季防火关键期，队员们特
意将自己的本职工作调配开，每
天都定时到地头巡逻。

“俺村的青年民兵巡逻队是
在 2013年成立的，主要由村内
党员、团员和优秀青年组成，现
在，已发展了 80余人。自组建
以来，他们认真推进村里各项工
作，是咱东黄垒发展的生力
军。”说起巡逻队，村党支部书
记刘占帮打开了话匣子。

刘占帮说，东黄垒村共有
2000多人，是个中型村。2012
年他刚上任时，东黄垒村还是远
近有名的“落后村”。村民们忙
着打工赚钱，年轻人闲下来就是
喝酒、打牌，少有人关心村庄发
展。

“虽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
带，但没有群众的支持，一个人
的力量确实有限。”为难之际，
刘占帮把目光瞄向了村中的一处
小院——当年，抗日英雄吕正操
正是在这里指挥战斗。可以说，
东黄垒的青年都是在红色小院的
大槐树下长大的。

“村里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基
础，村‘两委’就想着开展民兵
训练，组织青年民兵巡逻队，将
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为村庄发展
出力。”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青年民兵巡逻队成立后，不光肩
负着东黄垒村的治安巡逻、排水
防涝、防火防盗、抢险救灾、应
急救急等工作，还时时关注孤寡
老人和困难群众的日常生活，帮
助解决生活难题。如今，村里的
年轻人都主动加入巡逻队，打
牌、喝酒的少了，大伙儿聚到一

块儿，光想着怎么为村里作贡
献。

在东黄垒村，除了好男儿的
助力，巾帼同样不让须眉。

举办农村技能培训班，使广
大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够学习知识
和培训技能；定期开展“文明家
庭”评选、“美丽庭院”评选、

“五亮双评”等活动，浓厚乡村
文化；定期开展扶贫帮困、义务
清洁村庄环境等巾帼志愿服务活
动……由四五十位妇女组成的巾
帼志愿者队伍，积极配合村“两
委”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了

“半边天”的作用。
各方面力量的注入，成了东

黄垒村蝶变的动力。十余年间，
东黄垒村“两委”不断进行基础
建设，持续对村内道路、自来水
供给、污水处理、河道治理、垃
圾收集处理、厕所、路灯亮化等
进行改造提升。

截至目前，全村硬化水泥、
柏油道路5万多平方米。30多条
街道平坦宽阔，让村民们彻底告
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的出行难；党员群众共同参与村
庄清理，建筑杂物、生活垃圾没
了影踪，村庄的“脸面”干净整
洁；户户通上天然气、如厕不再
是难题，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
建起篮球场、图书室，休闲有了
好去处；打造省级示范妇女之
家，为乡村振兴涵养巾帼力量。

如今的东黄垒村，已由昔日
的“落后村”，变成了四邻八乡
都点赞的“先进村”。

“虽然村容、村风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距离精品村
庄，还有一定差距。今年，我们
还要继续进行美丽乡村建设，除
了将背街小巷都修整齐，还要打
造文化街，不但让村庄有颜值，
更有内涵。”刘占帮干劲儿十足。

村美人和展新颜，东黄垒村
还在不断焕发新气象。

西瓜双向长西瓜双向长西瓜双向长 省地又增产省地又增产省地又增产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耐岗 摄影报道

众所周知，西瓜大都是“躺”在地
上生长的，然而，吴桥县曹洼乡的大润
智慧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却打破这种常
规种植模式，除了让西瓜“躺”着长，
还吊在半空生长，实现提质增收。

日前，来到大润智慧生态农业示范
园区，只见郁郁葱葱的西瓜藤蔓沿着一
根根挂起的牵绳，已经爬到了一米多高
的空中，形成了一片绿色“西瓜林”。
一个个匀称饱满的袖珍西瓜，吊长在瓜
藤上，产量喜人。

“原来这个蔓是在地面长的，现在
吊起来了，就空出了地面空间。为此，
我们还多栽了一些西瓜苗，爬地长，充
分将地上、地面的空间都利用起来。”
园区负责人张莹莹笑着介绍。

她说，现有的西瓜栽培模式要么是
爬地长，要么吊蔓长，而园区的新型种
植模式，兼顾了爬地长和吊蔓长的双重
优点。这样，由于株数增加了，瓜果坐
果数也增加了，产量随之提高。这种立
体栽培方式，还可以帮助西瓜秧通风透
气，全面接受阳光照射，有利于降低病
害的发生。

虽然模式新颖，但操作起来并不复
杂，只是在管理上比常规的栽培模式更
加精细一些，特别是要格外注意肥水管
理。

原来，由于增加了种植密度，植株
对土壤里面养分和水分的需求量随之增
加。为了及时补充水分和养分，园区工
人们要少量多次地施肥。

“以前三天施一次肥，现在一天半
或者更短的时间，就得灌溉、施肥一
次。”相比常规的西瓜栽培模式，园区
施用的还是农家肥，不用化肥、不打

农药，通过绿色种植，最大程度保证
农产品的品质。兼顾智慧与生态，这
个绿色“果篮子”，让市民们乐享甜
蜜。

“““河北李叔河北李叔河北李叔”””的乡土创业实践的乡土创业实践的乡土创业实践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李琛）气温
愈低，寒潮即将来袭。为提高枣
树防冻能力，有效抵御病虫害，
提升冬枣品质，连日来, 市气象
局生态农业气象专家深入农村，
为枣农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气
象服务。

这还只是市气象局为冬枣优
质高产提供的诸多气象保障之
一。

据悉，今年冬枣生长后期，
我市气温较历史同期偏高，高
温、干旱的环境有利于病虫害发
生，易造成生理性缩果现象。为
此，市气象局生态农业气象专家
通过分析枣园小气候站的气象数
据，多次就预判结果与市农林科

学院专家进行沟通，确定了生长
期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并多次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发
布病虫害及灾害天气预警，提出
防范措施及生产建议。通过电
视、融媒体向广大枣农开展直通
式气象服务后，蔫果及茶翅蝽、
美国白蛾等病虫害得到有效预防。

针对丰收季时枣产区出现的
明显降雨、大风、降温天气，市
气象局提前两天通过微信、微
博、电视、农村大喇叭、抖音等
平台，发布灾害天气预警。并在
雨后，及时发布降水、大风、降
温过程对枣的影响分析。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为冬枣丰
产丰收保驾护航。

直通式气象服务直通式气象服务
助冬枣优质高产助冬枣优质高产

盐碱地长出生态农庄

周末，李月庆早早起床，将范家生
态庄园的音响打开。伴着悠扬的音乐，
他如往常般，在庄园里悠闲踱步。此
时，平静的荷塘上还泛着蒙蒙雾气，漫
步于水上亭廊，朦胧间，好似置身江南
人家。

此情此景，谁能想到，这处亭台水
榭，原本是一个荒废的芦苇坑。让这里
大变样的，正是李月庆。

李月庆是土生土长的范家村人，但
年轻时便走上了“北漂”路，不仅将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还在北京安下了家。
虽然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但李月庆忘
不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每每回家
探望父母，看到大片盐碱地荒废，他都
觉得可惜又心疼。

“近些年，中央一号文件频频提出
利用‘旅游+’‘生态+’模式，推进农
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
产业深度融合。咱能不能改良这些盐碱
地，搞休闲旅游，为人们打造个游玩的
地方？”想到在北京，每逢节假日，市
民们就结伴“郊区游”，李月庆心里有
了方向。2018年，返乡创业的他一落
脚，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建造步伐。

抽干废水、清理垃圾、打桩建亭、栽
荷养鱼……慢慢地，芦苇坑变成了美荷
塘，盐碱地上“长”出了好风光的生态园。

让盐碱地拴住更多人的心，李月庆
还特意规划了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的苗
木种植区。游客们来了，最喜欢在这片

“天然氧吧”里打卡拍照。庄园还相继
建起水果采摘区、无动力游玩设施区，
并给孩子们打造了游览专用的铁桶小火
车。在珍禽观赏区，孔雀、珍珠鸡、黑
天鹅、鸵鸟等“安家”于此，不时与游
客亲密互动，备受欢迎。

在范家生态农庄，不光能玩儿得开
心，吃得同样舒心。临近中午，香喷喷
的饭菜被端上了餐厅的饭桌。凉拌冰
菜、清炒小油菜、铁锅炖公鸡……都是
用庄园自产的蔬菜、禽肉，烹制的原汁
原味的农家饭。

“没想到盐碱地现在也这么洋气
了，又打卡了一个周末休闲的好去
处。”今年国庆假期，来过这里的游
客，无一不点赞。

“这几年，不少人开始青睐城市周
边的‘微旅游’，喜欢来咱农庄体验农
趣、亲近自然。今年国庆假期，我们这
儿的游客量比平时增加了 50%。”看到
变了样的盐碱地如此受欢迎，李月庆脸
上笑开了花。

种养结合绿色循环

把无人问津的盐碱地变成了人气十
足的休闲庄园，李月庆扎根土地的成果
丰厚。不过，要是你以为他只玩得转休
闲农业，那可是小瞧了他。除了休闲农
旅的“金点子”，李月庆还把目光瞄向

了种养结合，现在，俨然是个经验丰富
的“老农民”了。

在盐碱地家庭农场的养殖区域，一
只只小羊正悠闲地“吃饭”。棚舍外，
成堆的干草是它们充足的口粮。

“这些都是咱农场自种的高丹草，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特别甜。每
天，俺们都到地里拉上一车，用揉丝机
揉完了，羊群特别喜欢吃。”李月庆
说，“这种草一年收3茬，越收割，分蘖
越多，年均亩产达 5000公斤。”这样，
除了满足自己的养殖需求，还能卖给养
殖场，这盐碱地每亩收益达1500元。

瞄准种养结合的需求，今年春季，
农场还从宁夏引进了燕麦牧草。这种草
生长期短、产量高，而且营养价值高、
适口性好，可以降低动物拒食概率。

引进宁夏燕麦牧草，李月庆坦言有
些机缘巧合。

“受去年秋季连阴雨影
响，大部分小麦播期推迟
15至30天，有些地块出现
种植空档。”他说，看准时
机调整种植结构，他们从
宁夏引来种子。“燕麦牧草

从播种到成熟只需要 3个月左右，在 6
月播种玉米之前就收完了。”

种植前，农场就和奶牛养殖场签订
了协议，收获时，由养殖场出车出人来
收，不愁卖。仅这一季，农场就赚了16
万元。

这里的土地除了种牧草和粮食，也
兼具养殖功能。玉米苗长大后，在地里
撒上大鹅，不光能除草、除虫，排泄的
鹅粪，又成了滋养玉米苗的肥料。秋
后，玉米熟了，鹅也长大了，由于不吃
饲料，每天都自由自在地溜达，鹅肉鲜
美，是游客的必点菜。

大鹅自由自在，小香猪、母鸡的生
活也不差，吃的都是自产的粮食、果
实，活动的范围也广。尤其是母鸡，生
活在80亩美国红枫林里，生活别提多舒
适了。只是苦了李月庆和工人们，天天
满林子里找鸡蛋。

“土里刨食，要想有好收益，还是
要以田园式休闲农业为依托，走生态餐
饮、采摘、农副产品消费之路。以后，
我们会继续探索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
绿色模式，倡导绿色饮食理念和健康生
活新模式。”李月庆说道。

文娱中心刮起文化新风

返乡创业，李月庆不光想让盐碱地
大变样，还想让这地界上的人们，都有
新面貌。

建起休闲生态园后，他专门组建了
文娱活动中心，搭起舞台，配齐大屏幕
和双音响。

这不，今年的夏日夜晚，文娱中心
十足热闹。响亮的锣鼓声中，秧歌队踩
着整齐的步伐，扭得热火朝天，甩掉劳
作一天的疲惫。

“自从咱生态园建了文娱中心，免
费给大伙儿提供音响、舞台设备，俺们
就有了好去处。晚上来扭一扭，不光身
体，心里都倍儿舒坦。”“生态园建好
后，大伙儿都愿意凑到这儿玩，打牌
的、闹矛盾的都少了。”娱乐之余，村
民们说说笑笑。

“夏天时，俺这儿人气可是旺。早
起就有人来遛弯儿，晚上和周末，还有
文艺演出。”村民们喜笑颜开，李月庆
更是乐在其中。

为了丰富村民们的文娱生活，他还
不辞辛苦，联系文艺团体来惠民演出。

晴朗的夏日，河北梆子剧团来
了，台上，好戏连连、魅力无限。台
下，戏迷们看得出神，掌声阵阵。硕
果累累的秋日，举办农民丰收节，吸
引周边村庄的秧歌队来，一起载歌载
舞庆丰收……如今，休闲庄园的文化
气息愈发浓厚，浸染着村民们的精神
面貌也焕然一新。

看着家乡越来越美，父老乡亲的日
子越过越好，李月庆打心眼儿里高兴。
农忙之余，他还探索起短视频拍摄，在

“河北李叔”的视频号上记录着变化，
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分享给更多人。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拍摄农村题
材的视频短剧，挖掘咱农村的精神内
涵，唤起更多人的‘乡愁’，吸引大伙
儿亲近乡村，一起振兴乡村。”李月庆
的乡土创业计划，未完待续。

这两天，东光县大单镇仉祥
王村的农户王金海才歇住脚。一
得闲，他便迫不及待盘点起上一
季的收成。看着一笔笔卖瓜的入
账，王金海笑容满面。

“今年俺种了 3 亩地秋黄
瓜，亩产 5000公斤以上，价格
高时，一公斤能卖到近 6 块钱
呢。”王金海说，靠着这几亩地
黄瓜，他家收入6万元。

在仉祥王村，像王金海一
样，把一筐筐黄瓜换成了一沓沓
钞票的农户还有24户。

原来，种植露地秋黄瓜是东
光县仉王农技科普协会重点推广
的增收产业。前些年，协会组织
种植能手到山东寿光及周边蔬菜
基地参观学习后，结合本地实
际，不断探索技术，闯出了这条
秋黄瓜致富路。

“小麦收获后，不少农户就
不种别的了。等到麦茬闲置半个
多月后，再整地种黄瓜。管理好
了，亩产 5000 公斤黄瓜没问

题。”协会会长牛文全说，目前
协会已发展了25个示范户。“今
年赶上了好价格，每公斤批发价
在 4 元左右，最高价时达到 6
元，亩收入达 2.5万元，刨去成
本，纯收入也有2万元。”

瞧准秋黄瓜的好效益，每
年，协会都会聘请专业技术人
员对农户们进行培训，并进行
栽培、植保、销售等一体化服
务。“中国农民丰收节”时，协会
还把农户们组织起来，交流种
植经验，并给每户免费发放一
套黄瓜栽培技术管理丛书，提
高大伙儿的积极性，以点带
面，带动更多农民通过产业化
种植致富。

“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
展，不少人外出打工谋生，愿意
留在土里耕种的多是上了年纪的
老人们。让这部分真正以地为生
的人致富，才能留住更多种地的
人。”看着农户鼓起腰包，牛文
全比自己赚了钱还高兴。

黄瓜黄瓜错季上市错季上市
每亩收入过万每亩收入过万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李月庆精心打理果树李月庆精心打理果树

国庆期间国庆期间，，游客在生态农庄休闲娱乐游客在生态农庄休闲娱乐。。

双向栽种的西瓜长势喜人双向栽种的西瓜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