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任丘市于村乡西陵城村，笔直
的道路通达整洁，绿树成行、荷塘清
亮，休闲广场设施齐全……一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徐徐展开。然而，就在前两
年，西陵城村还面临着人居环境欠佳、
基础设施滞后等诸多问题。

这喜人的蝶变，离不开西陵城村
“两委”和村民们的合力推进。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仅要
有法子，还要有票子。”众所周知，推
动村庄建设，得有充足的财力支撑。为
此，村党支部书记陈建营和村“两委”
班子想尽办法，利用本村在外人员较多
的优势，多方争取资金和项目。

在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下，去年以
来，西陵城村的公益事业犹如“驶”上
快车道，困扰村民们多年的“六难”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多方筹措资金，在交通部门的支持
下，西陵城村将部分街道硬化，并在街
道两侧铺装路肩，解决了“出行难”；
借助人居环境整治，拆除残垣断壁，清
理杂物柴草，清拆私搭乱建，清理排水
沟，还在坑塘内种植荷花、睡莲，解决
了环境“美化难”；整修河道坑塘、挖
通排涝水沟，为果园、林地铺设管道，
架设变压器及相关配套线路，解决了农
田“用水、排水难”；建成符合“五
化”标准的文明街，建起占地 1000多
平方米的休闲娱乐广场，安装健身器
材，设立读报栏、宣传栏，解决了群众
的“休闲健身难”；配合村村通、南水
北调等项目，为全体村民安装智能水
表，让大伙儿喝上甘甜的饮用水，解决
了用水的“安全难”；为 98户村民补齐
缺失门牌，解决了“认门难”……一项
项惠民工程，办到了村民们的心坎儿
上。

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在西陵城的
蝶变中，党员干部的带头意识、为民服
务意识也明显提升。

过去，为了图方便，不少村民会把
用过的泔水随意泼到街上。那时，一进
村，好像走进了泥坑。尤其是天一冷，
泔水结成冰，不光进村难，还埋下了交
通隐患。虽然村“两委”没少出面制
止，还为此制定了管理办法，但收效甚
微。后来，深究原因，才发现是有些村
干部没有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从那
之后，俺村有啥事儿，就先从党员干
部入手。”陈建营说，近几年，村里各项
工程一个接一个，修路架线、将废旧小
学改造成游园、改造搬迁卫生所……
只要有需要，村干部就带头往前冲，
从早忙到黑，连自家的事儿都顾不
上。麦收时节，遇上阴雨天，别人都
往自家麦场赶，西陵城的村干部却往
地里跑，帮助村民们抢收。虽然免不
了受家人埋怨，但西陵城的村干部都
知道：“当干部就得认头吃亏，要是村
干部不带头，老少爷们谁还买我们的
账！”

积极服务群众，西陵城村“两委”
还大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组建起红白理事会。无论谁家有大事小
情、丧事喜事，村“两委”成员都准时
到场服务。村内的广播室、图书室、党
员活动室等设施，也常年向村民开放。
村里还年年组织“十星级文明家庭”评
比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提高村民素
质，维护全村稳定。

人心换人心，真心实意为大伙儿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西陵城村

“两委”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村里修
路架线，无论募捐还是义务出工，只要
村干部到街上一招呼，一来就是一大片
人。

村美、人和、气象新……如今的西
陵城村，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

谈起今后的打算，陈建营心中已
有了新目标：“我们计划聘请专业设计
单位对全村进行科学规划，本着‘因
村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实现村
民生活区、畜禽养殖区和休闲娱乐区
合理布局。还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扩大保洁队伍，设置垃圾箱、垃圾
池，实现生活垃圾定点存放、定时收
集、及时清运、集中处理，让村容持
久‘靓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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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市各地温室中，又

开始弥漫着清甜的莓香。簇簇绿

叶间，一个个草莓露出鲜红的笑

脸，甚是诱人。近年来，随着

设施农业发展，我市不少经营

主体将致富的目光瞄向了草莓

种植。特色定植、生态管理、

创新运营……在他们的不懈探

索下，一个个小草莓，不仅甜

了农户的日子，还鼓起了村集

体的钱袋子——

干群心换心干群心换心
换来气象新换来气象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 宽

空中安家 喝纯净水
特色定植“洋”起来

种植草莓，泊头市子渔驿站生
态农场不走寻常路。

走进草莓温室，负责人宋寿国
轻摁遥控。随着棚外的棉被缓缓上
卷，阳光洒进，一排排A字种植架映
入眼帘。架体上，绿叶勃发，红彤
彤的草莓在架子边缘垂下来。远远
望着，就像长在了空中一般。

这是宋寿国从 2019年就开始探
索的立体种植模式。

“刚开始，我们在温室的土墙装
上生长槽种草莓，发现立体栽培好
处不少。2020年后，我就把整个棚
室都换上了立体种植架。”宋寿国
说，使用立体栽培模式，就好像是
把地“立”了起来。

让草莓在空中安家，最大的好
处是可拓展种植规模。采用这种立
体栽培方式，一个棚就可以种2.5万
余棵草莓苗，而在地面土培，一个
棚最多能种1万余棵苗。

普通草莓种在地上，汲取泥土
中的营养。这儿的草莓“悬”到了
空中，靠啥生长呢？

宋寿国扒开茂密的叶子，露出
草莓生长的“温床”——泥炭土、
椰糠、珍珠岩混合做成的基质。

“用基质栽培，是近年来比较流
行的无土栽培模式。这样一来，就
让草莓脱离了土壤的束缚，不仅健
康卫生，还具有保肥水、透气性好
等优点。”宋寿国介绍道。

不仅如此，草莓不接触土壤，
就能少吸收土壤中残留的病害。植
株不生病或者少生病，可以减少用
药，草莓的生长更安全，品质更让
人放心。

吃得“饱”，还要喝得好。在宋
寿国的立体栽培中，灌溉方式也透
着时尚气息。

只见他掏出手机，轻轻一点，
随即就听到管道中传来细弱的水流
声。扒开草莓的秧苗，黑色灌溉带
下，水滴慢慢渗出，不一会儿，秧

苗根部就湿了一小片。这是智能水
肥一体化滴灌技术。

“我在棚外装上了水肥一体机，
棚里接入了物联网，手机上就能设
定施肥量，点开开关，随时随地操
控灌溉。而且使用的都是滴灌，不
仅节水，还能降低空气湿度，减少
霉菌病发生。”

立体栽培形式新颖，产出的果
实高质、高量，受到不少客商的青
睐。这不，才刚刚进入上市时节，
便有商超打来电话订购草莓。

以虫治虫 槽栽草莓
生态种植更“圈粉”

还有农户别出心裁，从绿色种
植上做文章，打出生态管理牌吸引
顾客。

黄骅市常郭镇村民张春雷种出
的草莓又红又靓，就与他一直坚持
的绿色管理有关。

“利用捕食螨和菜青虫、红蜘蛛
等害虫虫卵相克的原理，我引入了

‘以虫治虫’生物技术。定期在棚里
施用捕食螨微生物制剂，如果棚里
有虫卵，捕食螨就能将虫卵杀死，
如果没有虫卵，捕食螨在 7至 10天
后会自然死亡。这样，就能有效控
制草莓虫害，又不影响果实品质。”
张春雷介绍道。

草莓能有高品质、高颜值，还
与他请来的“打工仔”蜜蜂密切相
关。

张春雷说，草莓长得好不好，
授粉是关键。“冬天棚里湿度大、日
照短，花粉不易分散，授粉不均，
就易长出畸形果。而蜜蜂授粉均
匀，结出的草莓不仅长得好，还能
提前上市。”除了提升草莓品质，蜜
蜂还是高效的环境“监测家”。“蜜
蜂对化学农药十分敏感，我们这儿
都是绿色管理，所以它们才能工作
得十分惬意。大伙儿看到勤劳授粉
的蜜蜂，也知道我这儿的环境都是
绿色安全的，更加放心。”

河间兴丰农场刚刚散发出甜蜜
莓香，附近村民就迫不及待了，个

中诀窍，就是绿色种植。
为了守住草莓的“绿色”身

份，从种植之初，兴丰农场就搞起
了无土槽栽。每年种植前，农场都
要先用砖搭出种植槽，再在槽里填
充基质。这些基质，由牛粪、羊粪
等经过高温腐熟而成，不仅比土壤
更干净，而且营养充足。

“高温腐熟时，能把病菌杀
死。草莓生长的温床健康，果实
自然得病少，施用药剂的机会也
随之减少。”销售负责人戈欢欢介
绍道。

给草莓苗“解渴”，他们还在种
植槽里铺上滴灌设施，减少了棚室
的空气湿度。空气干燥了，草莓不
易感染菌霉病，品质得到保障。即
便是棚内偶有霉菌和飞虫，也都使
用物理方法防治，守住绿色种植底
线。

受益于生态管理，这里的草莓
不仅口感好，连“颜值”也更胜一
筹。如今，兴丰农场的草莓采摘成
了远近闻名的特色招牌。

组团种莓 携手吸金
创新运营富集体

在任丘市辛中驿镇的草莓小
镇，一个个小草莓不仅鼓起了农户
的腰包，还成了壮大集体经济的

“吸金”帮手。
“我们种的红颜草莓，是最适合

采摘的品种。草莓苗儿是自己育
的，管理上更精益求精，长出的
果，自然不一样。”来到草莓小镇的
百丰农场，负责人边向平正忙着管
理秧苗。

边向平说，别看这里一共有近
20棚的草莓，但并不愁销。“除了
供给市场，还供市民采摘。前两年
供应量大时，一天能卖出大几千块
钱草莓。”

草莓种植让百丰农场尝到了甜
头，更带动起周边多个村庄。

原来，这里不仅是辛中驿镇着
重打造的特色种植基地，还是辛中
驿镇东王团村、西王团村、前台基

寺村、后台基寺村和南马辛庄村 5
个村庄壮大集体经济的盼头。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积极发
展现代农业，到山东、河北保定等
地考察后，发现草莓种植经济价值
比较高。正好我们镇里有边向平这
样的种植能手，搞草莓采摘致富，
做得非常不错。”辛中驿镇农办负责
人徐建明说，周边村庄壮大集体经
济的需求迫切，在规划草莓小镇
时，便考虑将其打造为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项目。

辛中驿镇多次开会研判是否可
行，也多次组织村党支部书记们外
出参观，征求意见。最终，东王团
村、西王团村等 5个村庄决定加入
到这个项目中，采取“龙头企业+合
作组织+党支部”的方式，由每村集
体经济组织投资 50万元，百丰农场
来建设温室大棚、种植管理草莓及
销售。每年由百丰农场固定给每个
村庄分红6万元。

“温室建好后，我们以每棚 2万
元的价格，承包给周边农户。统一
生产标准、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雇

工管理、统一销售，再根据销售额
给农户分红。这样，既能减少农户
的前期投资，又能降低技术管理风
险，带动起更多人。”边向平说，不
仅如此，由于草莓管理用工需求量
大，基地长期雇佣周边村庄的村民
摘叶、疏果。农户们来这儿打工，
一天能挣70元钱。

“草莓小镇不仅是周边市民的休
闲胜地，还成了村民们的致富基
地。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引导经
营主体提升管理水平，创新营销方
式，吸纳更多村民务工，助力村集
体和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
入更多活力。”徐建明说。

新式种植新式种植新式种植“““莓莓莓”””好无限好无限好无限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当前，在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
港产业园区的田间地头，一块块麦
田绿意盎然，远远望去犹如连绵不
绝的绿毯，甚是喜人。

“今年这麦子长得不错，不光
苗壮，出得也齐整。”“看这长势，
明年春天，‘云彩地’能少一些。”
农户经过，不由感叹。

这些，都是园区农务中心开展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良
盐碱地结出的硕果。

“因濒临渤海，园区内土壤盐碱
瘠薄，一到冬春季节，地里白茫茫一
片，即便是种上作物，也出苗不均。
这儿一片、那儿一块，人们都说是

‘云彩地’。”项目负责人刘钊廷说，
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农户们的种植
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有限。

可喜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惠及这里。

“每年，园区都要深入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清淤渠道、修

建蓄水池、铺设
节 水 管 道 等 措
施，提高农业基
础设施水平，做
到田成方、渠相
连、路相通、排
灌自如、旱涝保
收。今年，除工
程措施外，我们
还首次增加了盐

碱地改造、土壤培肥等农艺措施，
改良土地 3000余亩，以达到降低
土壤盐渍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力
的目的。”

为此，今年夏季，园区农务中
心专门请来农业专家察看土壤质量
和作物生长情况，并定位取土，进
一步处理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制定改良方案。秋播季节，在玉米
秸秆还田后，将调配好的有机肥和
秸秆腐熟剂播撒到田中，经过深
松、深耕、旋耕，让其与土壤充分
混合接触，起到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良盐碱的效果。

“有机质的增多，加强了土壤
透气性，更利于排水沥盐，提升耕
地的综合生产力。”刘钊廷说，接
下来，他们还将继续探索更多良
方，助盐碱低产田变优质高产田，
促进园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

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港产业园区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港产业园区：：

高标准建设助盐碱地增产高标准建设助盐碱地增产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晓天

深耕盐碱地深耕盐碱地（（资料片资料片））

空中安家的草莓空中安家的草莓（（资料片资料片））

兴丰农场槽栽草莓兴丰农场槽栽草莓（（资料片资料片））

绿色草莓绿色草莓““颜值颜值””高高（（资料片资料片））

整洁宜居的西陵城村整洁宜居的西陵城村（（资料片资料片））

东光宋井村东光宋井村：：

致富路上致富路上““牛牛””起来起来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走进东光县找王镇宋井村的养
殖场，“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

“多亏了村里鼓励我们发展养
殖，养牛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赚
钱的同时还可以就近照顾家里，比
出去打工强多了。”养殖户李凤栋正
忙着投料，看着一头头奶牛争相进
食，他很是开心。

他说，自己已年近 60岁，没有
技术，外出就业的机会不多。“在家
养这十几头奶牛，挤出的奶既能卖
给鲜奶店，也能卖给附近的村民，
不愁销路，每年能赚六七万元。”他
很知足。

李凤栋家的牛舍旁边，是养殖
户李树青的“地盘”。他精心饲喂
的是膘肥体壮的肉牛。“初中毕业
后，俺就随同乡到处打工，日子过
得不容易。”四处飘泊几年，李树
青萌生了回乡找条致富门路的念
头。

“看到村里人都靠养殖赚了
钱，去年，俺也决定尝试养牛。”
疫病防治是发展养殖业的关键，为
此，初入行的李树青一边买来书籍
自学，一边向附近有养牛经验的人
请教。学到不少疫病防治技术后，
他发展壮大肉牛养殖的信心和底气
更足了。

“目前，俺已经将养殖规模发
展到了 44 头，计划年底出售一部
分，效益应该不错。”李树青信心
满满。

李凤栋、李树青只是宋井村发
展养殖产业奔向致富路的缩影，近
年来，宋井村不断创新养殖模式，
在品种改良、繁育、育肥等方面做
文章，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养殖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带动更多村民靠养
殖致富。通过大力发展“牛”产
业 ， 宋 井 村 村 民 过 上 了 幸 福 的

“牛”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