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点出发去市区送草莓，想吃微
我，多摘了 4箱小果，谁要下单……”
上午 9 点多，周彦华就在朋友圈“吆
喝”开了，视频里，一颗颗红彤彤的草
莓在泡沫箱里整齐“列队”，泛着诱人的
光泽。

周彦华是沧县福长农业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眼下，合作社的温室草莓到
了上市旺季，每一天，她不是在棚里摘
草莓，就是到市区送草莓，忙得不亦乐
乎。

来到位于沧县黄递铺乡西贾洼东村
的合作社，棚外寒意袭人，棚内却温暖
如春，一股清甜的草莓香味扑鼻而来，
簇簇绿叶间，一颗颗草莓露出鲜红的

“脸蛋”，甚是喜人。
“俺们种的是红颜草莓，这个品种果

型漂亮、软硬适中、酸甜可口，特别受

欢迎。别看一公斤卖到八九十元钱，也
不愁销。这段时间，除了接待采摘的游
客，俺还经常往市区送货，有时候到下
午三四点才吃上第一顿饭。”虽然忙碌，
但不断收到顾客反馈的好评，周彦华心
里美滋滋的。

周彦华和丈夫走上草莓种植致富
路，是近两年的事儿。他俩虽是“80
后”，却没有像别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
一门心思在地里寻找致富的好门道。去
辽宁丹东的亲戚家做客时，当地红红火
火的草莓种植业让他们开了眼界。看到
红红的草莓换来了一张张钞票，俩人活
泛了心思。

考察过后，夫妻俩建起大棚。认真
学习种植技术、施农家肥改良土壤、找
来蜜蜂授粉、补给生物肥料、不打膨大
剂、精心疏果让果型个大饱满……在他

们的精心管理下，自然成熟的红草莓不
光颜值高，口感还好，陆续征服了不少
市民的味蕾。

口口相传间，西贾洼东草莓的名气
越来越大，不光吸引了市区的游客，还
成了周边种植户的学习基地。

“我们这边种蔬菜的不少，但管理费
心，有时还卖不了好价格。周彦华夫妻
种草莓，走出了一条既省心又高效的致
富路，是个好样板。这两年，俺也新建
大棚，加入了他们的草莓种植队伍，一

个大棚一年能赚 10来万块钱呢。”甜草
莓映红了好日子，西贾洼东村党支部书
记贾付长喜上眉梢。“今年，俺们还计划
自育种苗、新建棚室，扩大种植规模的
同时，拓宽销售渠道，争取带动其他农
户，形成俺村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
注入更多活力。”

甜草莓映红好日子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 伟 杨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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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至，农事忙。眼
下，春耕、春播、春管已
提上了农户的日程表。随
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
忙碌的生产画面中，现代
农 机 成 了 当 之 无 愧 的 主
角。助力春耕、春播、春
管，我市不少新农人聚焦
农 机 生 产 ， 通 过 不 断 创
新，提升机械化程度的同
时，提高生产效率。还有
一些地区，不断丰富农机
品类、延伸产业链条，步
入了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发
展时代。

这 些 新 农 机 开 进 田
地，不仅解决了生产中的
实际问题，还助力科学技
术落地，推动农业生产质
量效率双提升，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贡献力量——

初春的午后，冬日的尾
巴还在，贾兴华走在大街
上，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走，去京剧社听戏啊。”碰
到熟人，贾兴华热情地邀请
道。

撩开帘子，二胡、锣鼓
等乐器演奏者已准备就绪。
拿起话筒，贾兴华立即起了
范儿。眼神亮起来，手势舞
起来，一曲唱毕，贾兴华酣
畅淋漓，听众也享受了京剧
的魅力。

贾兴华今年 77岁，是盐
山县孟店镇贾金村村民，同
时也是贾金京剧社的创始
人。“俺们京剧社内，文场武
场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靠
的全是热爱。”贾兴华说。

贾兴华是2000年时迷上
京剧的，“那会儿刚退休，
正没事干，偶尔听了回京
剧，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为了练嗓起大早，走在路上
想着背词，半夜醒来，也得
唱上几句，老伴直言贾兴华
着了魔。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贾
兴华还把村里的戏曲爱好者
聚集到一起，从此在贾金村
刮起了一股戏曲风。农闲
时，这些戏曲爱好者便凑到
户家，拿起“家伙”，有滋有
味地敲起来、唱起来。有时
实在手痒，农忙时光着膀子
也得聚起来唱一唱。“收秋累
啊，唱段戏，一身的疲惫就
都散了。”贾兴华说。

村民们对京剧的热爱引
起了村“两委”的重视。
2015年，村“两委”开会讨
论，把闲置老学校中的 3间
屋子重新装修，用来做唱戏
的活动场地，同时配备空
调、音响、乐器等。自此，
贾金京剧社正式成立。村党
支部书记贾荣法说：“村民们

唱戏，既能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弘扬国粹，又能有效杜
绝赌博等不良风气，村‘两
委’应该大力支持。”贾兴华
很是感激：“村‘两委’忙前
忙后，花了近 4万元，水电
也免费，给俺们京剧社安了
家。”

社员们爱戏曲，京剧社
这个组织固定后，他们的活
动更频繁了。

请沧州剧院的老师前来
教学，增强技艺；招待来客
票友，互相切磋；拜访其他
戏曲社，广交朋友……“为
了俺们贾金京剧社的发展，
社员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为了凑齐活动经费，
俺们组织捐款，没有一人含
糊。为了更好的舞台效果，
俺也捐了 1000元采购幕布，
算是为京剧社作点贡献。”说
起京剧社，贾兴华满是自
豪，“一般农村自发性的戏剧
社很少有完备的武场，俺们
这儿有，技艺还不错，总有
周边的京剧社邀请俺们去演
出。”

如今，受贾兴华等人的
影响，贾金京剧社已有社员
20 多人。凭着对国粹的痴
迷劲儿，他们在十里八乡
唱出了名气，也为自己的
生活唱出了别样的风采。
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村民了解并喜爱上了京
剧艺术，用贾兴华的话说：

“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屋里
都挤满了人。”

“以后演出时，俺们还想
用上抖音、快手直播，让更
多人知道贾金京剧社，让更
多戏曲爱好者找到‘组织’，
让京剧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
活中。”谈及乡村京剧社今后
的发展，贾兴华想走出更宽
的路。

建剧社建剧社 扬国粹扬国粹
———盐山贾金村民唱出美好生活—盐山贾金村民唱出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王 芳 卢金平

现代农机现代农机现代农机“““唱主角唱主角唱主角”””
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加速跑加速跑加速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走进吴桥县桑园镇南街
村党群服务中心，白底黑字
的村规民约甚是醒目。“讲
卫生，好习气，环境美，有
秩序；倒垃圾，不随意，砖
石柴，摆整齐……娶儿媳，
嫁女儿，破旧俗，创新意；
丧事简，惜土地，听安排，
不挑剔；敬老人，尊伦理，
爱 子 女 ， 重 管 教 ； 邻 里
间，有情谊，互帮助，如
兄弟……”细细品读，南街
的村规民约，不仅内容丰
富，还朗朗上口。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
定村规民约，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禁
止的，行事有规可依，在
化解矛盾纠纷、破除陈规
陋习、优化社会风气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
们 街 村 治 理 的 重 要 推 动
力。”南街村党支部书记谢
玉翔深有感触。

他说，南街村距离吴桥
县城仅 1公里，辖居民 2700
多人，除街村常住居民外，
还有不少外来人口，管理难
度不小。正是通过村规民约
破除陈规陋习，不断提升全
街群众的整体素质，为创建
和谐街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定村规民约时，我
们着意体现道德风尚、移
风易俗、环境卫生、安全
生产、邻里关系等多个方
面。其中，移风易俗历史
最为悠久。”谢玉翔说，早
在十几年前，南街就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提倡红白
事简办。

“那些年，随着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婚事、丧事几

乎都是大操大办。其实，很
多人都不希望这样，可是又
好面子，怕被人说闲话。时
间长了，不光经济压力大，
更背上了精神枷锁。”群众的
需求，就是南街村“两委”
的行动动力。成立红白理事
会后，南街村“两委”首先
将白事坐大席，改成了吃大
锅饭，改掉了浪费陋习，也
为村民们节省了不少钱。

为了让红白事简办、村
规民约深入人心，真正起到
规范作用，南街村“两委”
还不时组织工作人员通过大
喇叭或微信群宣传，让新风
尚真正走进村民的日常生
活，形成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了红白理事会的统
一要求，所有人都一个标
准，真真正正减轻了负担，
大家都没意见。”这几年，
吹拉弹唱等不必要的环节，
也被“简”了下去。现在，
不光白事一切从简，文明祭
祀的风尚也深入民心。每到
清明节、中元节等需要上坟
祭祀的时候，南街已少见烧
纸行为，群众都以献花寄托
哀思。

“白事‘简’办，群众
素质提升。如今，凡是涉及
街村发展的决议，大伙儿都
积极支持。俺们街村一共 12
条街，每一条都干净整洁，
全靠群众自觉维护。下一
步，我们还将借助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进一步
推动红白事简办、评选道德
模范，让健康文明的新风尚
蔚然成风，促进街村精神文
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谢玉翔说。

““约约””来文明乡风来文明乡风
吴桥南街村以村规民约吴桥南街村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红白理事

会推进乡村治会推进乡村治理理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刘 伟

小众农机解决生产难题

走进位于吴桥经济开发区的吴桥琪
业农机生产公司，负责人陈彦增正穿梭
在一排排农机之间，逐一仔细检查。

“镇压、锄划是今春小麦管理的重
点，春管临近，正是镇压机‘显身手’
的时候。春节过后，我们已经交付好几
批机器了。”陈彦增说，这段时间，他们
的农机生产正开足马力。

拖拉机式机身，车头前装载着一排
车轮，车尾部还安装着一排钢链……这
是公司生产的麦田镇压机。

“麦田镇压，可以压实土壤，起到保
墒作用，为小麦后续生长提供动力。早
春镇压后，小麦的根系与土壤‘深度’
接触，有利于吸收水肥。”原来，镇压是
小麦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步。不过，近
些年，这项管理在生产中却总被忽视。

“以前，人们都用牲口拉着磙子镇
压。但是近些年，机械化流行，人们不
喂牲口了，再加上没有专用农机，就没
人干这活儿了。”省去这一步，影响却不
小。尤其是播种机从地里走过，轧出轮
胎沟，不仅影响出苗，浇水也不均匀，
让种植大户颇为头疼。

看到这个问题，2013年，陈彦增做
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画图纸，找配
件，做试验，这才有了眼前的麦田镇压
机。

为了让镇压机能更好服务小麦种
植，这些年，陈彦增不断进行创新，已
研发了多代机器。在不断创新中，这款
机器还揽获了 5项实用新型专利。由于
麦田镇压机在各类农机中尚属“小众”，
行业生产一直没有标准，“琪业”的研发
走在前列，省农机总站还以他们的生产
标准为参考，起草了行业标准。

陈彦增对农机钻研的痴迷，引起了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们的关注。在麦田镇
压机的研发过程中，专家就经常给他技
术指导。他这里，也因此成为中国农业
大学的试验基地。教授们理论知识水平
深厚，提出各种农机设计方案。陈彦增
则在实际生产中，对设计上不合理的地
方进行改进、试验。近两年，他又将创

新的目光瞄向了小麦锄划机，便于返
青前，机械化锄划土壤、通气增温促
根、减少蒸发耗水，为小麦提供更优生
长环境。

“事实证明，我们的创新，是能帮助
农户们多打粮，让农户在土里刨食也过
上好日子的。现在粮食安全备受关注，
我也种了几百亩地，更加责无旁贷。以
后，我们要研发更多帮助生产的现代农
机，让种田更方便、高效。”陈彦增说。

创新农机助力农技落地

在沧州润丰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创新同样是农机具生产的

“灵魂”。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叮叮当
当的响声不绝于耳，工人们正在认真地
组装机具，忙碌不已。

“这是小麦追肥机，年前年后，我们
一共生产了 300多台，订单比去年增长
了好几倍。”公司负责人孙世军说，向他
下单的客户，主要是黄骅、沧县等地的
种植大户。

“这些地区大多没有水浇条件，不能
在返青期追施水溶肥。但近些年，随着
科学种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人体会
到了给麦田施肥对提升亩产的‘贡献’，
就借着土壤解冻后的墒情追施固态肥，
所以对小麦追肥机的需求量不断上涨。
俺们生产的追肥机，不仅能帮助农户机
械化生产，还创新改进开沟器，让耕种
更高效、高质，所以备受欢迎。”随着孙
世军的介绍，将目光定格在机具的蓝色
开沟器上，这才发现，相对于传统开沟
器，它的身材更加“纤细”。

“普通追肥机的开沟器宽，开出的沟
宽，沟两侧堆起的土容易把麦苗埋了。
而我们改进的开沟器窄一些，就开一条
细缝，刨出的土少，既不影响施肥效
果，也不影响麦苗生长。”孙世军的创
新，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痛点”。

一个小改动，功效大提升，这样的
例子，在“润丰源”的农机生产中随处
可见。多年前，孙世军就成立农机制造
公司，专注农机的生产与改造。近年
来，与市农科院结缘后，创新的激情更
是按捺不住了。

彼时，市农科院的专家进行农技创
新和推广时，时常会因没有配套农业机
具而犯难。2014年，还在试验中的春玉
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便遇到了这
样的难题。

“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通过
起垄覆膜，采用宽窄行形式，在膜侧播
种玉米，实现垄沟集雨，帮助玉米度过

‘卡脖旱’时期。当时这样种玉米，都是
人工铺膜，起垄也是个难题。得知俺既
能改造又能生产机器，专家老师就找来
了，想研发一台多功能播种机。”孙世军
回忆道。

详细交流后，孙世军了解了专家们
对机械的需求。根据已有经验，他不断
填充脑中的图纸，一遍遍改进、试验。
最终，研发出玉米起垄覆膜侧播“双垄
四行”播种机，只一次耕种，就能实现
旋耕、起垄、覆膜、施肥、播种、镇压
一体化作业。有了配套机械的助力，这
套抗旱、节水的好技术，得以在我市和
张家口等地示范推广，增收效果显著。

意识到农机研发对农技推广的辅助
作用，这些年，孙世军改造农机的劲头
儿更足了。他还发明出苜蓿平茬松土施
肥机，为市农科院牧草团队解决了苜蓿
收获后有残茬的问题。根据大豆团队的
需求，研发大豆借墒播种机，主攻播种
季墒情不足、播种遇难的问题。根据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需求，研发了大豆
玉米复合播种机，助力种植新模式落地。

农机装备成特色产业集群

任丘市议论堡镇阁辛庄村的双印农
机有限公司内，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
工人们忙着生产玉米播种机，为春耕、
春播备货，从零配件组装到整机出厂，
整套工序“一气呵成”。

“过段时间就该播春玉米了，所以这
段时间我们都
在加班加点赶
工，向西北、
东 北 地 区 供
货。一年之计
在于春，有了
现代农机的助

力，不仅能减轻劳动强度、节省人力，
关键是能抢农时。”公司负责人边双印说
道。

推广现代农机，为农业发展带来活
力，增加农民收益、提高生产效率，是
边双印心中不变的信念。为此，上世纪
90年代，他就成立了双印公司专注农机
生产，如今，公司的主要产品已覆盖了
耕、种、收、管、储的全程机械化，不
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还远销到
国外。

“在机械化基础上，我们还向农机具
智能化迈进。与其他厂家合作，将物联
网等高科技应用在机具上，为机具装
上‘智慧大脑’。有了智能设备的监
控，播种机无论运行得快慢，都不会
影响播种精度，让种地更加精准。”边
双印说。

双印农机有限公司，还只是阁辛
庄村农机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
结构，阁辛庄村建起农机产业园，并形
成了集规模和技术于一体的特色技术产
业。园区有农业机械及配件生产企业
200多家，主要生产耕整机械、种植施
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储
藏机械。这些企业拥有上百项专利，并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中科院金属
研究所（沈阳）等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结成战略联盟，还承担起国家级重大项
目。近些年，任丘市农机推广站及议论
堡镇党委、政府也想方设法搭建桥梁，
推进企业积极与高校对接，助力人才聚
集、研发创新、科技进步，推动农机装
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
更加精益求精，根据行业发展趋势，
致力于满足客户的实际生产需求，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机械强农。”边
双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