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闻春实家庭农场的火龙果已到了
成熟期，一大早，就有游客从任丘市区
开车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火龙果的枝条像仙人掌一样。”
“没想到火龙果是这样生长的。”……这
样的感叹，纪章栓没少听到。棚内的火
龙果进入盛果期，成了采摘园的吸粉利
器，而慕名而来的游客无不感到惊喜。

“第一年结果时，俺还觉得新鲜
呢，更别提游客们了。说实话，俺们种
南方水果，就是图个新鲜，咱采摘园就
靠它们来吸引人气儿了。在咱任丘和周
边地区，像俺们一样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太少了。”纪章栓说，不少人从慕名而
来，变成了老顾客。

南方果树同样也成了西甘河采摘园
的“招牌”。每到柠檬、柚子的成熟季
节，采摘园都人气高涨。

“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了，市面上水
果也全乎，家家户户都不少买，可这些

水果到底是咋种出来的，不少人都不知
道，更想不到。”任飞说。

“确实挺新鲜的。要说现在网络发
达了，要是想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在
网上找找，介绍也都很丰富，但实地
看、实地摘、实地感受，就是不一样。
在棚里游玩，还能不断有新发现，孩子
每次都特别开心。”市民陈倩说道。

还有教育机构将大棚当作科普课
堂，组织孩子们来感受自然的魅力。

此外，不少市民到采摘园除了体验
南国风光，还钟情于“尝鲜”。

“南方水果要长途运输就得早采，
但 采 摘 园 里
的，都是在树
上自然成熟后
再采，品质和
口感比长途运
输来的水果要
好 。” 纪 章 栓

说，“树熟”也是游客们相中的特色之
一。

口口相传间，春实家庭农场的火龙果
名气越来越大。“这两年，照顾老顾客，
我们的采摘价降到了二三十块钱一公斤，
虽然比市面上卖得贵，但是不愁销，也不
用外送，靠着采摘就能卖光。”

“我们的柠檬一公斤能卖到 60元，
柚子个大，一公斤也能卖到20元。俺还
种了点‘土豪柚’，再有两年就能结
果，到时候论个卖，经济效益更好。”
让好风景变好“钱”景，任飞探索“南
果北种”的兴致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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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渤海新区、黄骅
市常郭镇蒋庄村“两委”院
内，十几位志愿者收到了来自
村“两委”颁发的志愿证书，
表彰他们在 2022年志愿活动
中作出的突出贡献。村党支部
书记蒋观恒说：“自从我们村
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超
市’后，志愿者们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十几个志愿者的积分
都达到了满分200分。”

据了解，蒋庄村将志愿服
务、环境卫生、移风易俗等相
关内容纳入了村里制定的积分
制评分细则中。参加“爱心理
发日”活动，每次计3分；按
照村里红白理事会规定办理红
白事，白事不大操大办，支出
一万元以下，得 10分；积极
参与村内有关移风易俗的公益
倡议、宣传等活动，一次得 5

分；获得村级文明家庭、最美
家庭等表彰的，得3分；孝敬
父母、家庭和睦，得 2分……
这些积分会自动存入村民的

“文明存折”中，村民可以用
积分去“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
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蒋观恒说：“蒋庄村在实
行积分制管理的同时，还将移
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中，
并通过移风易俗内容上墙、道
德评议会上道德模范宣讲等形
式，积极宣传移风易俗相关内
容。”如今，蒋庄村村民自觉
践行移风易俗，志愿活动蔚然
成风。

“谁家都有老人，我们年
轻人有一天也会变老，将心
比心，好好对待老人，让他
们安享晚年，是我们当晚辈
应该做的。”获得“孝老爱
亲”典型代表荣誉后，吴桥
县桑园镇杜辛村村民高艳荣
还有些腼腆，连说自己做的
事儿微不足道。

在杜辛村，提起村民高艳
荣，没有人不竖大拇指。高艳
荣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30
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母
亲，给老人喂饭、喂药、擦洗
身子、端屎端尿。在高艳荣的
精心照顾下，老人身上没有一
处褥疮。这些年，不论是亲戚
还是邻里，高艳荣都以诚相
待、和睦相处，全村人都夸她
孝顺。

去年底，高艳荣的“孝老

爱亲”事迹经过杜辛村道德评
议会讨论、村“两委”推荐，
入围桑园镇2022年度“孝老爱
亲扬美德，中华文明世代传”
道德评议活动。最终，经桑园
镇文明办评选，高艳荣获评桑
园镇“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成为全镇人学习的榜样。

像高艳荣一样，在桑园
镇，经过道德评议会评选出的
典型代表还有很多。为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在全镇形成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近
年来，吴桥县桑园镇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在全镇范
围内广泛组织各街村开展道德
评议会，选树了一批事迹突
出、群众认可、典型性示范性
强的典型代表。

在桑园镇2022年度“孝老
爱亲扬美德，中华文明世代
传”道德评议活动中，有35名
典型代表脱颖而出，其中“孝
老爱亲”25名、“助人为乐”1
名、“诚实守信”1名、“敬业
奉献”8名。“好儿媳”“好妻
子”“乐善好人”……一个个
身边的“明星”，通过道德评
议会诞生，成了乡亲们点赞、
学习的“好榜样”。

“通过开展评选活动，提
升居民道德素质，营造善行
义举广为传颂的良好氛围，
树立尊崇道德模范、弘扬崇
德向善的良好风尚，以榜样
力量带动更多人见贤思齐、
多作贡献，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我镇建设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桑园镇
相关负责人说。

特别提醒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南方果品在北方

落地生根，“南果北种”成了农业

种植的新思路。尤其是一到冬日，

相对于大田里的万物萧条，在设施

棚室里生长茂盛的“南果”成了一

道靓丽风景线。“好风光”不仅成

了这些生态园的吸粉利器，更为他

们带来了好收益——

春节假期刚过，我市各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的
技术人员就积极投身农业生
产，深入田间地头，把握小
麦苗情，谋划早春田间管
理，进行分区分类精准指
导，为争取夏粮丰收、赢得
全年粮食丰产主动权夯实基
础。

眼下正是冬小麦管理的
关键时期。近日，吴桥县铁
城镇马三刚村、三里陈村的
田地里热闹不已。吴桥县农
业农村局、县供销合作社的
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实地考
察小麦苗情、墒情等情况。

地头上，一行人认真查
看小麦生长情况，记录目前
麦苗长势，并就如何做好田
间管理提出技术建议。

“对于晚播麦田，要结合
生产实际，分区域分类型、
因地因苗进行精细管理。同
时，适时进行轻压保墒促返
青、划锄增温促生长、增施
磷肥促长根、肥水运筹促转
化，关注防‘倒春寒’、防春
旱、防倒伏、防病虫等‘四
防’关键技术，搭好丰产架
子。”吴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鲁根东现场指导。

为掌握冬小麦苗情、墒

情，及时提出田间管理意
见，任丘市农业农村局的农
技人员也深入田间调查小麦
苗情，分别对浇过越冬水、
没浇越冬水的小麦及半冬性
小麦生长情况进行了研究。

“目前，地表土层化冻六
七厘米，土壤墒情适宜，冬
性小麦没有出现冻害，部分
半冬性小麦叶尖出现干枯，
但对产量影响不大。”任丘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建鹏说
道。

在议论堡镇庆辉种植专
业合作社，一行人同合作社
负责人就小麦管理及农资准
备情况进行了交流，提醒农
户要严防麦田放牧，避免损
苗减产，同时，关注市场行
情，及时将化肥、农药等农
资备货到位，为春管做好充
分准备。

下一步，任丘市农业农
村局将采取县包乡、乡包村
的方式，对小麦生产管理工
作进行分级包联指导。工作
人员下沉一线，宣传小麦管
理相关技术，指导农户提前
备好农资，根据苗情分类管
理，培育壮苗，严防发生毁
麦事件，力争小麦再获丰
收。

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活跃乡村氛围，日前，东光县找王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多个村庄的文艺队伍在塚孙村进行文
艺汇演，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多彩的“文化大餐”。

田俊荣 张梦鹤 摄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 技术指导忙技术指导忙技术指导忙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晓瑜 纪玉娜 刘宝军

南果北种南果北种南果北种
好风景变好好风景变好好风景变好“““钱钱钱”””景景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金 洁

任丘市麻家坞镇的春实家庭农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大棚里，形似仙人掌的火龙果树齐整
“列队”，靠近树梢的枝条末端，一个个紫
红色的火龙果色泽鲜艳、果形饱满，好似
红色的小灯笼。

“俺从六七年前就开始探索火龙果种
植，现在已发展了 3个种植大棚。”硕果
坠枝，农场负责人纪栓章笑容满面。

火龙果本是热带、亚热带水果，为了
能让它们适应麻家坞镇的这片土地，纪栓
章特意在土壤中施用蚯蚓肥，还在管理时
喷洒了富硒叶面肥、生物菌剂，这才有了
寒冷中的靓丽风景线。

在肃宁县西甘河采摘园的大棚里，柠
檬树枝繁叶茂，一颗颗亮黄的果实掩映在
片片绿叶间。

“这是香水柠檬，原产自东南亚。在
咱国内，广东、福建那边种植的比较多。
在俺这儿，已经是第三年结果了。”采摘
园负责人任飞介绍道。

他说，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果皮清
甜，可以直接切开泡水，柠檬汁香味浓
郁。

“走，再带你开开眼界。”
随他来到另一片果树前，几个沉甸甸

的果实压弯了枝头。
“嚯，是柚子！”记者更觉惊喜。
“现在没几个了，前段时间都摘得差

不多了。一个柚子一般能长到 3 公斤，
最大的一个还长到了 5公斤呢，要不是
用网子兜着，得把树枝压折了。”任飞笑
着说。

借助“南果北种”，扎根我市的还有
不少异地果品。

来到沧县神然生态园的种植大棚，绿
叶环绕，瓜果飘香。放眼望去，一棵棵百
香果苗木长势良好，翠绿藤蔓间，圆圆的
果实吊坠其间，甚是喜人。“百香果又叫
鸡蛋果，是一种热带水果，主要在广西、
海南等地种植，几年前，俺们引来试种，
已成功繁育了几千株苗。”生态园负责人
孙良军笑着说道。

肃宁县玉带河采摘园发力休闲农业，
打造出了集荔枝、牛油果、莲雾、杨桃、
番石榴等 20 多个果品的观赏棚……如
今，在我市广大乡村，越来越多的生态园
已加入“南果北种”的队伍中。

“虽然‘南果北种’是发展高附加
值、高效农业的可行之路，但是南北方
的气候差异、果品的生长习性，都是摆
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条探索之路，可
不像种植北方瓜菜那样简单。”这些
年，探索“南果北种”，不少生态园颇
有心得。

发展“南果北种”首先要克服的便
是气候差异。“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
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尤其是一年四季
气温保持在20℃以上，这些都是果蔬生
长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克服天时的难
题，必须从温度、湿度等方面下手。

“经过几年探索，俺对温湿度控制
已有了把握。只是要提防寒潮，注意做
好保暖，全力助果树抗寒。”任飞说。

给果树们搭好家，稳定棚室内小气
候，还只是第一步。要想让这些宝贝茁
壮成长，种植技术必不可少。但鉴于

“南果北种”是近几年的新兴潮流，可
供借鉴的技术、方法有限，所以大多情
况下，还得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探究各
种水果的“喜好”。

说起“南果北种”的经验，任飞直
言，攻克技术难关着实不易。

有时候，发现了果树的问题，却找
不出原因；有时候知道了原因，却拿不
准如何精准解决。“总之，‘南果’的管
理是一项很系统、很细心的工作。遇到
问题，只能耐着性子查资料、勤琢磨。”

专心钻研火龙果的栽培技术，纪章
栓也没少花费心思。

彼时，火龙果在北方市场里刚刚现
身，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一直做休闲采
摘农业的他，想给基地引进点新鲜玩艺

儿，动了试种的心思。
在网上查询，又上北京考察，这才淘

来了种苗。“当时一棵种苗就 100块钱，
俺种了一个棚，虽然品种老点儿，但在咱
北方的基地，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果型好、口
感好的品种。

“后来，俺又从广西、山东引来了
能自花授粉的品种，管理更省心，果型
好、口感甜。”由于管理得当，农场的
火龙果每年可产七八批果，从 7 月开
始，能摘到春节前后。

南国风光成北国新景 钻研技术南果落地扎根

“眼福+口福”打造网红生态园

道德评议会吹出文明风道德评议会吹出文明风道德评议会吹出文明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刘 伟

立春过后，冬小麦陆续
进入返青期，正是抓好春季
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的
关键时期。针对当前小麦苗
情长势和气象条件，技术人
员建议，麦田管理应以“防
冻抗旱、促弱控旺”为重
点，坚持一个“早”字，抓
好一个“防”字。

镇压划锄，增温提墒。
早春镇压可弥封裂缝，沉实
冬季冻融疏松的土壤，增温
保墒。要抓住晴好天气，适
时适度镇压，注意土壤过湿
不镇压，以免造成板结；有
霜冻麦田不镇压，防止损伤
麦苗。结合镇压开展划锄，
先压后锄，提高地温，减少
水分蒸发，促进麦苗返青和
根系生长。对冻害较重的麦
田，早春适时搂麦或划锄，
去除枯叶，促新生叶早生快
发。

预防冻害，及时补救。
注意天气预报，提前做好

“倒春寒”防控准备。在低温
天气来临前，对土壤塇松、
尚未拔节的麦田进行镇压，
弥补土壤缝隙，防止透风跑
墒，控制旺长。对缺墒的麦
田，寒潮到来前提前灌水，
改善土壤墒情，调节土温和
近地层小气候，缓冲降温影
响，预防冻害发生。寒潮过
后2至3天，及时调查幼穗受

冻情况，一旦发生冻害，要
及时采取追肥、叶面喷肥等
措施。

肥水运筹，促弱控旺。
早春是促弱控旺、保苗健壮
生长的关键时期。弱苗以促
为主，对叶片落黄、茎蘖数
不足的弱苗和冻害较重的麦
田，温度回升后适时灌水施
肥，并因苗施肥，促进苗情
转化升级。旺苗以控为主，
返青至起身期采取镇压化控
或深锄断根，抑制分蘖滋
生，减轻冻害风险，对冬前
过旺、返青后有脱肥现象的
麦田，在拔节前中期因苗追
肥浇水。

防病治虫，化学除草。
随着春季气温回升，小麦纹
枯病、条锈病、麦蜘蛛、蚜
虫、地下害虫和杂草陆续进
入始发期，要加强监测和防
控，压低病虫基数，减轻危
害。对小麦条锈病，及时挑
治，防早防小。对冬前未进
行化除的麦田，当日平均气
温稳定通过6℃以后，选择晴
好天气于上午 10点至下午 4
点，及时化学除草，根据田
间杂草种类选择适宜除草
剂，严格按照要求操作，以
免发生药害。 梦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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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宁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