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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渤海新区黄骅市滕鲜生

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滕金鹏刚刚把冷

库的冬枣销售完。有了多年经验，他出

这批货很“从容”。1990年出生的滕金

鹏，与冬枣正式打交道已有5个年头。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他走出了一条不同寻

常的冬枣销售路——

韩尚富的兴村韩尚富的兴村““五部曲五部曲””
■ 本报通讯员 韩中清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尚富带头出钱 村民集资修路

大鹁鸽留村地处黄骅、沧县、青县
交界处，偏远闭塞。过去，村里没有一
条通往外面的硬化道路。不光路面崎
岖，就连路边为数不多的几盏灯也坏
了，再加上不少人乱堆柴草、乱倒垃
圾、乱泼污水、乱拴牲畜，出行更是难
上加难。

变化，始于2011年韩尚富上任后。
“要想富，先修路。老百姓需要

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村党总支书记
韩尚富知道，一条条平坦宽阔的柏油
路，不仅会成为大鹁鸽留村蝶变的“致
富路”，更是村民们期盼多年的“幸福
路”。

在大会上，他先表了态：“我带头
捐款 1万元，也希望乡亲们有钱的出
钱，没钱的出力。”

看到了他的决心，村“两委”成员
纷纷响应，带头捐款。8万、5万、3
万、2万……村民们的热情也被带动了
起来。没想到，仅半个月工夫，全村就
募得捐款109万元。

大伙儿的支持，成了韩尚富前进的
动力。那段时间，他几乎长在了相关部
门，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几年间，大鹁
鸽留村内外8条道路焕然一新。连通丰
台堡、直达东槐庄、接通老河头、修好
北排河大堤公路……一条条平坦宽阔的
公路，犹如毛细血管，连接上了黄骅、
沧县和青县的县级公路，四通八达。

告别了“扬灰路”，踏上平坦大
道，村民们出行方便了，脸上的笑容别
提多灿烂。

农工比翼双飞 百姓家家富裕

路修好了，怎样发展经济？大鹁鸽
留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多次开会商议
后，有了方向——发展集约化、规模化
的现代农业。

为此，大鹁鸽留村专门组建起勃翔
农业专业合作社，统一供应农资、统一
管理耕作、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收获销
售。全村 605户村民，有 500余户加入
合作社，入社耕地达 5100亩。村集体
的 1000多亩机动地，也加入合作社规
模化管理。

村里地虽不少，但全是旱田，靠天
吃饭，一年大多只收一季庄稼。由于种
地收入少，农户们没有种粮积极性。

“解决浇地难题，提升亩均收入。”
韩尚富又开始到相关部门跑办。经过多
次申请，两个大型扬水站终于在大鹁鸽
留村的地边落了户。这样一来，从北排
河调水浇地，仅用一周，就能给 6000
多亩土地“解渴”，将旱地变成了一年
双收的吨粮田。

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浇地的电
费由村集体承担，大伙儿不用掏一分
钱。“这样的好事儿哪里找？”每年能
节省 15万多元的成本，每亩地还能增
收几百元，人人喜笑颜开。土地交由
合作社统一管理后，村里不少人从地
里解放了出来，外出打工，再赚一份
薪金。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韩尚富
还把工业生产作为强村富民的助推剂。
村里规划建起了工业小区，先后吸引几
十家企业入驻，吸纳千余名村民就业。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出行顺了，腰包鼓了，怎么让老百
姓的日子过得更幸福？韩尚富和村“两
委”的脚步没有停下，又建设起美丽、
宜居的新家园。

逐一硬化道路，全村街道硬化率达
100%；修建公厕、垃圾池，清修排水
沟，成立清洁队，路面上不再垃圾乱
飞、污水横流；修建中心广场，安装
232盏路灯，让村民们在夜晚也有休闲
好去处；在道路两侧栽花、植绿，打造
花园式美丽乡村；安装监控器 41处，
组建治安队，保障村民们的人身、财产
安全；投资 4万元，新装净化水设备，
提供健康饮用水；重建北排河大桥，改
建村中心小学、幼儿园和操场，规划建
设新民居……几年间，一个现代、宜居
的美丽乡村脱颖而出。

2021年，大鹁鸽留村成为我省首
批清洁循环示范村。

“清洁循环示范工程采取循环、经
济的方式，推动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
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脏、乱、差问
题，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
度。”韩尚富介绍道。

他说，示范项目分为庭院清洁、村

庄美化、田园清洁3个子工程。通过实
施清洁循环示范工程，大鹁鸽留村将实
现“六化”目标，即农田保育沃土化、
垃圾废物无害利用化、畜禽养殖洁净
化、家居生活清洁化、庭院整洁舒适
化、村街布局园林化，变垃圾、粪便、
秸杆等为肥料、燃料、饲料，达到环境
洁、田地洁、空气洁的良好效果。

以德治理乡村 精神面貌大变

让乡村振兴有“面子”，更有“里
子”。多年来，大鹁鸽留村还坚持“以
德治村”。

自上任那天起，韩尚富就注重全村
的精神文明建设。多年来，大鹁鸽留村
先后开展了“模范婆婆”“模范儿媳”

“教子典型”“扶贫济困”等多项活动，
挖掘村民们身边的好人，用榜样的力量
浸润人心。

如今，一旦谁家有难处，乡亲们都
会慷慨解囊，奉献爱心、互助友爱已经
蔚然成风。

有村民不慎将头部摔伤，在医院治
疗花光了所有积蓄，向亲朋好友借了一
大笔钱，还是交不齐医药费。就在一家
人一筹莫展之际，村干部带头捐款，仅
两天时间，就募集善款 6.5万多元。为
发生交通事故的村民捐款 1.6万元，为
患病村民捐款 6.3万元……这样的德行
善举，在大鹁鸽留村还有很多。

扶贫救弱，在大鹁鸽留村也是常
态。近几年来，大鹁鸽留村先后为7名
劳动能力差的村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逢年过节，村“两委”还会组织爱心企
业为生活困难的群众送去米、面、油。

一股股暖流汇入，不仅让困难群众
恢复了生活的信心，更铺展了大鹁鸽留
村的文明“底色”。近些年，大鹁鸽留
村先后两次荣膺“全国文明村”称号。

成立孝老食堂 实现老有所养

这两年，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
在韩尚富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孝老
食堂——本村凡是 80 岁以上的老人，
可在食堂免费享受一日三餐。

村民韩兆义今年 94岁，儿女都上
班，平时家里就他一人，吃饭净凑
合。来到孝老食堂，他别提多开心：

“在这里比在家吃得好，饭菜都是新做
的，干稀搭配，干净新鲜，心里舒
坦。一日三餐还都免费，天底下哪有
这样的好事。”

别看孝老食堂是2021年4月才办起
来的，但村民们对这里并不陌生。它的
前身是“大鹁鸽留幸福院”，是几年前
韩尚富为了服务村中老人，特意修建
的。那时，这里主要是老人们的娱乐休
闲场所。虽然也开了食堂，但服务对象
是七八位五保户和低保户。后来，考虑
到不少年长的老人自己在家吃饭难，又
扩大服务范围，增加了 30位 80岁以上
的老人。

看到老人们在孝老食堂颐养天年，
村民们也纷纷捐款支持。 2000 元、
3000元、5000元……有些村民，一捐
就是好几年。如今，食堂的运营费用全
是村民们自愿捐献的。

“这些捐款，都用于孝老食堂的发
展，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韩尚富
说，他们会定期在公开栏公布款项使用
情况，保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有人出钱，还有人出力。在大鹁
鸽留村，不少村民化身志愿者，义务
为老人们理发、测血压和血糖。爱好
吹拉弹唱的文艺骨干，也有了用武之
地。一有时间，他们就到孝老食堂为
老人们表演节目，活跃孝老食堂的文
化生活。

“老人们开心，我们的付出就值
了。”带着大鹁鸽留村一步步走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韩尚富动力不竭。

背上冬枣觅商机

滕金鹏家住渤海新区黄骅市滕
庄子镇。在他的记忆中，儿时的甜
蜜时光总与枣树有关。树上饱满脆
甜的冬枣，不仅满足了孩童们的味
蕾，也是当地多数人赖以为生的

“金蛋蛋”。
每年，随着一颗颗绿果被大自

然晒红了脸，滕庄子镇便迎来了一
年中最繁忙的季节。作为黄骅市的
冬枣集散地之一，远道而来的客商
汇聚于此，一连数天，热闹不已。

不知何时，小小的冬枣也在滕
金鹏心中扎了根。高考后，他果断
报考了沈阳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
专业。

入学后，自然要“炫耀”一番
家乡的特产。于是，滕金鹏愣是把
一蛇皮袋冬枣背到了学校。随着

“嘎嘣”一声脆响，甜甜的汁水流入
口中，同学们一边吃一边称赞：“从
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枣。”

滕金鹏神气起来：“这是正宗
的黄骅冬枣，皮薄、脆甜，口感不
是一般的好。”说着，他灵光闪
现，何不把家乡的冬枣带到沈阳来
卖？

说干就干，滕金鹏开始了推销
冬枣之旅。

青涩的学生面孔，不算老道的
聊天技能……即使滕金鹏有着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也经常没说
几分钟，就被“请”了出来。

“搓着手进去的，手还没焐暖和
呢。”他经常自嘲。饶是这样，他还
是会在没课的空档和节假日，走进
一个又一个超市推销冬枣。

无奈事与愿违，滕金鹏的第一
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小飞人”打通线下渠道

2013年，滕金鹏毕业了。经历
过几次失败的创业后，2016年，他
再次想到了家乡的冬枣。

他发现，由于销售渠道受限，

冬枣价格只能掌握在别人手中，枣
农们辛苦一年，收益却很有限。他
回想起大学同学品尝冬枣时的赞
声，和一些枣农因收益不佳无奈砍
树的情景，突然下定决心——把黄
骅冬枣带出去，体现它应有的价值。

2017 年 ， 滕 金 鹏 开 始 频 繁
“飞”往全国各地，不是在推销黄骅
冬枣，就是在去往推销的路上。还
有朋友开玩笑，送了他一个绰号
——推销“小飞人” 。

然而，“小飞人”为黄骅冬枣
“开疆扩土”的旅程并不顺利，甚至
有些苦涩。

多数客户一听到“冬枣”俩
字，不是说没卖过，就是直接反
问：“冬枣？沾化的还是大荔的？”
后一个问句，比前者给滕金鹏的打
击更大。

“俺寻思，咱黄骅冬枣挺有名
的，怎么到了外地，却那么没存在
感呢？”无奈之余，滕金鹏解释得更
耐心了。从黄骅冬枣的历史渊源讲
到差异化优势：“大荔冬枣上市早，
有时间优势；沾化冬枣规模大，有
体量优势；黄骅冬枣皮薄甜脆，有
口感优势！”

可谈渠道是在冬枣成熟前，即
使滕金鹏足够专业，由于口说无
凭，开拓之路还是艰难不已。

一年中，除去奔波各地的艰
辛，还花了 10万多元差旅费，结果
却不尽如人意，这让滕金鹏有些吃
不消了。

“有时候愁得睡不着觉，但既然
干了，就要把事儿干好。”滕金鹏坚
定道，“黄骅冬枣是好东西，人们不
了解，不证明它没有市场。”

不断努力下，终于迎来曙光。
2018年，他的真诚打动了一位

深圳客户。受邀来到滕庄子镇现场
考察，短短几个小时，就订了一车
货。货还没装上车，货款就到账了。

“物流贸易一般是货到付款，压
账更不算稀奇。”客户提前付款，让
滕金鹏很是感动。

客户说：“小滕人实在，又专
业，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我信

他。”
如今，这位客户已经成了滕金

鹏的铁杆“粉丝”，每年都要从他这
儿订六七万公斤冬枣。

此后，两年间，滕金鹏一步一
个脚印，“圈粉”不少这样的铁杆客
户。

渠道打开了，黄骅冬枣的名气
也打响了。“以前，需要自己去外头
跑客户。现在，有许多客户主动找
上门。”滕金鹏欣慰不已。

线上线下连连升级

解决了渠道问题，挑战却并未
结束。

黄骅冬枣皮薄脆甜，易过熟，
在运输中还易磕碰，尤其是长途物
流后，这种弊端更明显。

有一次，一车的冬枣，经过几
天颠簸，熟过劲儿了，导致价格大
打折扣。滕金鹏主动揽过责任、尽
心补偿，却因此丢了利润。这样的
弯路，他走过不少。

“做销售就是这样，不可能一劳
永逸，为了解决老问题搭建新平
台，就会有新问题出来，只能再一
个个解决。”滕金鹏是个实干家，最
不怕的就是问题。

为了给客户提供品质更优的冬
枣，他开始在种植上发力。为此，
专门成立了滕鲜生专业种植合作
社，流转 200亩枣林，在管理中只
使用有机肥、不打除草剂、人工疏
果，力保果实自然成熟、绿色健
康。

到了冬枣成熟季，滕金鹏要盯
着采摘、分拣，还得联系销售渠
道、盯着发货，忙得吃住都在车
上，连家都没时间回。其间，他发
现摘枣时冬枣易被磕碰，还花费数

万元，给枣筐都装上了软套。
线下销售渠道每年能带来数十

万公斤的走货量，但滕金鹏并不满
足于此。看着线上直播和社区团购
的兴起，滕金鹏又有了使不完的劲
儿。

他开始打造直播团队，坚持了
半年，投入了十几万元，却没有啥
收益。滕金鹏这才知道，原来，直
播带货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但
这并没有打消他的信心。

他开始转换思路：“专业的事
儿，不如就让专业的团队去做。”
于是，他尝试着联系头部主播带
货，利用他们的流量优势为自己变
现。

没想到，直播间的反响不错，
本来预估了 1500单销量，实际销量
却翻了一番。突如其来的爆单，让
滕金鹏有些不知所措。直播后，24
小时内必须发货，而鲜食冬枣需要
经过采摘、分拣、包装等多道程序
后才能发货，一边是时效性的高要
求，一边是程序中必要的“急不
得”，滕金鹏必须在短时间内调配好
人力、物力，备够货、协调好快递
物流。

“真是幸福的烦恼。”他笑道。
为了让直播间的介绍更专业，他

不断优化讲解语言，提高线上销量。
今年，从滕金鹏这儿走出了 50

万公斤冬枣，线上销量已和线下平
分秋色。他卖出的冬枣，每公斤比
市场价高2元。滕金鹏向其他枣农收
购的冬枣，每公斤也比市场价高1元
钱。

对于未来，滕金鹏已做好规
划：“把线上渠道重视起来，练内
功、做细活，打造集一二三产业于
一体的产业链，提高黄骅冬枣的附
加值。”

冬季，温度骤降，为了降低
低温对设施蔬菜的影响，不少农
户纷纷采取增加地膜的措施来调
节低温、保水保肥。农业专家提
醒，地膜覆盖方法不合理，会对
蔬菜的生长产生很大影响，甚至
严重影响后期产量。

有些农户在覆盖地膜时，
直接把地膜全棚贴地覆盖，种
植行浇水时会压迫地膜，严重
影响土壤的透气性，使蔬菜根
系呼吸作用受阻，造成根部发
育不良。建议在种植行用钢丝
或竹竿将地膜撑起来，每隔 50
厘米一个，从南往北把地膜覆
盖在撑杆上，这样可以实现膜
下浇水，既提高了土壤透气
性，又使得湿气难以往外挥
发，降低了棚内湿度。

有些地膜覆盖过早，不利于
根系深扎。在棚室蔬菜栽培中，
覆盖地膜时间的早晚要根据具体
的气候条件来确定。一般在定植
15天后再覆盖地膜，有利于幼

苗根系下扎，培养壮棵。
还有些农户只覆盖棚内的操

作行，而种植行却没有覆盖地
膜，或是将全棚都覆盖地膜，这
样都是不合理的。棚室蔬菜生产
中，覆盖地膜最重要的作用是降
低棚内湿度，减少病害发生。而
操作行覆盖地膜、种植行不覆盖
的做法对降低棚内湿度不利。因
为，在浇水时，多数时候都是浇
种植行的，种植行不覆盖地膜，
不仅不能降低空气湿度，也不能
起到保温作用。而在操作行覆盖
地膜，经过数次踩踏后，地膜与
地面紧密贴在一起，使得操作行
内土壤透气性大大降低，影响了
根系生长发育。建议在种植行覆
盖地膜，在操作行铺设作物秸秆
或稻壳，既降低湿度，又保地
温，一举两得。

梦鹤整理

日前，在中国农大吴
桥实验站的实验田里，吴
桥县曹洼乡周边的村民协
助中国农大的农业科研项
目，进行麦田信息采集，
助力科技种田，带动农户
增收。

刘耐岗 张梦鹤 摄

在青县金牛镇大鹁鸽留村，提起村党总支书记韩尚富的名字，乡亲

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位干实事的“领头雁”。自2011年上任以

来，韩尚富立足希望的田野，从带头出钱修路、谋划农工经济、以德治理

乡村、整治人居环境、建立孝老食堂5方面入手，奏响一曲曲乡村振兴之

歌，将昔日脏乱差的小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

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上线下齐发力
冬枣搭上冬枣搭上冬枣搭上“““快销车快销车快销车”””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韩 玉

设施蔬菜覆地膜设施蔬菜覆地膜
这些误区要注意这些误区要注意

特别提醒

冬季麦田守望者冬季麦田守望者冬季麦田守望者

冬枣成了滕金鹏的致富冬枣成了滕金鹏的致富““金蛋蛋金蛋蛋”（”（资料片资料片））

韩尚富韩尚富（（右右））和村民讨论村情和村民讨论村情（（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