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东光县找王镇孟庄村的600多亩油
菜花在春风吹拂下，变成了金灿灿的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赏花经济”带热了乡村旅游。近年来，找王镇不断提升农旅人气，为
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力。 田俊荣 张梦鹤 摄

眼下虽是春季，东光县大单
镇刚强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已
飘出清甜瓜香。

走进大棚，翠绿藤蔓郁郁葱
葱，绿叶掩映间，一个个西瓜吊
坠藤蔓，圆润饱满，惹人喜爱。
采摘工人动作娴熟地整理瓜藤，
以便更好地找寻西瓜身影。瞅准
一个，便轻轻扭下。经过挑选、
封装，这些地头上的鲜味将被就
近运往周边的商超，为市民带去
丝丝甜意。

“这是俺精心挑选的品种，叫
全美 2K，属早中熟小型设施西
瓜。这个品种生长稳健、坐果性
好、不易裂果，而且耐贮运，果
肉大红，品质特别好。”看着摞成
小山的西瓜，农场负责人刁志刚
满是丰收的喜悦。

也难怪他高兴，由于上市时
间稍早，这里的西瓜一公斤能卖
到16元，虽然只种了一个棚，但
经济效益喜人。

“俺种设施西瓜，主打季节
差，其他地方还没有呢，我们这
边就有西瓜卖。错季上市，价格
也好。种西瓜不光比种蔬菜省人
工，经济效益也稳定，强多了。”
原来，从 10来年前投身农业后，
刁志刚就一直在摸索高效发展模
式。别人还在大田里摸爬滚打
时，他已率先尝试设施蔬菜种

植。这两年，看到瓜果种植的致
富潜力，他又当起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拿出一些棚室种上西瓜、
哈密瓜、甜瓜。

“咱这儿是沙土地，种出瓜果
口感好。我们最早尝试的是哈密
瓜，种植成功后，市场反响很不
错。去年，又开始种西瓜，因为
土壤适宜、管理得当，西瓜不光
长势喜人，口感更没得说。”如
今，不光各大商超来农场订购西
瓜，还有不少游客专门来采摘尝
鲜。

充分利用种植棚室，等到 6
月，西瓜的收获期进入尾声，刁
志刚会再安排一茬黄瓜种植，这
样一来，还能再增加一季收益。

在东光县，像刁志刚一样依
靠特色种植致富的农户还有很多。

近年来，东光县鼓励农户积
极调整种植结构，特色种植面积
达13万亩，产量19万吨，年收入
6亿多元。接下来，东光县将继
续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打造
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推动特
色种植产业向高端、精致路线迈
进，使产品品质更优更稳定，让
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

巧打季节差巧打季节差
西瓜抢早卖西瓜抢早卖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孟 悦 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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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走心”开启草莓种植

人生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跌宕起伏。
2017年前，郑亮还负债，2017年

底，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小伙子就已年
入百万元，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郑亮的人生逆袭，来源于研究改
进无土栽培槽，用于草莓的立体种
植。经他改进的栽培槽，比起当时市
面上流行的槽，不仅造价低一半，且
使用寿命和种植密度大大增加。产品
一经面世，立即爆单。

有时，郑亮会想起进入社会后的
种种经历——干过印刷工，当过业务
员，还搞过养殖，但都因为没有沉下
心来无疾而终。这次，他看到了无土
栽培槽的不足，潜心研究了三四个
月，终于收获了成功。这次成功给了
他启示：无论干什么，走心才能走
运。

转型种植草莓，并非偶然。彼
时，郑亮的无土栽培槽越来越受欢
迎，市场上的模仿者也如雨后春笋。
竞争愈发激烈，未来将何去何从，郑
亮没少考量。一次，受丹东客户邀
约，郑亮和爱人去了丹东，“绿叶上满
眼都是‘红果果’，一颗接一颗，看哪
个果都不错，不知道先尝哪个好，像
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郑亮回忆道，

“怎么形容口感呢，大概是90%的甜还
有 10%的酸，反正特别好吃。回来的
飞机上，我媳妇没忍住吃了三盒。”

回到沧州后，郑亮开始了对丹东
草莓的日思夜想，走心的他还从中发
现了新商机，“现在人们越来越爱吃，
也越来越注重农产品的品质，这方面
的市场空白不小，大有作为空间。”

2019年，郑亮在家乡沧县后枣园村流
转了 20亩地，成立后枣园众成立体采
摘园，开启了草莓种植之路。

无奈，2019年底，正当他欢天喜
地准备开园时，新冠肺炎疫情来了，
所有的新鲜草莓不得不以每公斤 20元
的低价处理，想象中的开门大吉，差
点成了“关门大吉”。

好在，一位位顾客的点赞和回购
给了他信心，郑亮知道，自己做的事
情难，但方向是对的。

试验棚里育新品

郑亮是个实干家。
打定主意干农业后，他就当起了

客户的“徒弟”，只要有草莓种植大户
来采购无土栽培槽，他都会见缝插针
地学习草莓种植技术。

心中有了底气后，他相继建起 10
个种植大棚，并特地选了一个作为试验
棚。“以后，说不定会增加新品种、新
作物。”

没想到，第一批试验，竟然以失败
告终。十几颗苗，长着长着，叶片就泛
起了白边，慢慢地，甚至出现了大批死
苗。郑亮慌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忙向“师傅们”请教。原来，白边意味
着草莓得了盐病，究其根源，是浇的水
盐碱度太高。他又连忙购入净水设备，
为草莓生长提供净水。

待第二批苗长起来后，郑亮要忙的
事儿更多了。每天观察叶片状态、看长
势，什么状态需要补什么营养、什么状
态是遭遇了病虫害，这些都要熟记于
心，还得时时留心多记录、多总结经
验。“每个棚区的种植条件都不同，不
像工业，设置好了参数，等着生产就

行。农业确实得更费心，需要留意的
事儿也更多。”郑亮说。

“凡事走在前面可能会吃亏，但不
走在前面，就必然会被淘汰。”郑亮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闲着没事时，他
总爱钻研点什么。

了解到精进技术，草莓能提前一
个月上市，郑亮又钻进试验棚中捣鼓
起来。先让草莓苗进冷库促进芽分
化，再小心翼翼地移栽到大棚中，这
样就能提前结果，口感却一如既往的
酸甜美味。

研究完草莓生长，郑亮又把目光
转向了基质。他搞养殖时，知道羊粪
养分含量高、臭味小，发酵后是天然
的有机肥，他想着，不如把羊粪按比
例掺到基质中，说不定效果也差不
了。实验证明，一半羊粪一半基质产
出的草莓并不比全基质的口感差。在
保证草莓质量的同时，也节约了种植
成本。

创新营销有方

采摘大棚内，一垄垄翠绿的植株
间，随处可见鲜红娇嫩的草莓。几位
游客正提着塑料筐，在嫩绿的叶子中
精心挑选成熟的草莓，不一会儿，手
里的篮筐就冒了尖。大家走走停停，
一边品尝酸甜可口的草莓，一边拿出
手机记录这开心的瞬间，欢声笑语在
大棚里飘荡。

如今，草莓采摘虽渐渐进入末
期，但园区的游人依然不断。“这得益
于我们前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宣传。
目前显示，依然有 1000个消费券没有
被兑换。”郑亮信心满满。

2020年，他想出了“只要发朋友
圈，就能获得八折采摘权益”的营销
方法为果园打出名气。2021年到 2022
年，郑亮又尝试借助“云端”，使用在
线网络小程序促进销售。再到今年，
短视频平台成了他的宣传“主阵地”，
一个个诱人的采摘视频，犹如扩音
器，让名气远扬。几个月间，采摘园

的人气越来越旺。
采摘园越来越火，郑亮又开始

“邀请”新果蔬入驻园区。
走进试验棚，记者索性当起了

“试吃员”。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小西
红柿，全身着绿色，学名小绿，皮薄
汁甜，沁入心脾；又摘下一个半青半
红网球大小的西红柿，学名铁皮，果
如其名，皮厚、沙瓤，味道浓郁，似
乎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郑亮说，
这些蔬果已通过本地气候的考验，准
备大规模种植。

今年，他又有了新动作。
“现在，人们对果蔬的品质要求越

来越高，越来越追求天然绿色，另一方
面，也过惯了城市生活，想回到农村返
璞归真。”通过和采摘客户聊天，郑
亮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今年，他把多余
的地块开发出来，划分成每 20平方米
一块的小地块，包给市区居民种植蔬
菜。

看到一些客户跃跃欲试，又因价
格望而却步。郑亮没有放弃想法，又
改变思路，提出了分期付款包地的新
模式。在他这里，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郑亮的想法还有很多，他还想面
向市区居民，提供包年套餐，长年供
应草莓、绿色蔬菜和柴鸡蛋等农产
品。“目前，我只计划发展 200到 300
名客户，多了就承受不了了，什么事
都得按部就班地来。”有想法还有行动
力，这位“90后”新农人在特色发展
中一路领“鲜”。

“““909090后后后”””新农人新农人新农人
特色发展特色发展特色发展一路领一路领一路领“““鲜鲜鲜”””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凡事走在前面可能会吃

亏，但不走在前面，就必然会被

淘汰。”从众成立体采摘园成立

以来，“90后”新农人郑亮就秉

持着这样的发展理念。这些年，

他在草莓的种植、管理、销售方

面做过多种尝试，并期待着为人

们提供更多天然绿色产品——

走进吴桥县安陵镇北小齐
村，大路笔直通畅，小巷干净利
落，一幅颜值靓、气质美的美丽
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近些年，北
小齐村不仅成功刷新了颜值，还
不断充实精神内涵，从 2018年至
今，连续被评为“市级文明村”。

这个 360多人的小村，缘何
蝶变？一切，还要从村里自 2018
年开始推行的村规民约、红白理
事会说起。

村风要美，美在文明；民风
要正，正在村规。立足于维护村
庄的和谐稳定，2018年，新一届
北小齐村“两委”上任后，就制
定了村规民约，对村民们进行文
明思想和行为上的引导。

“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
想把一些小问题化解在基层，所
以，村规民约的内容，也是基于
咱村庄发展、村民生活中易出现
的矛盾点制定的，涵盖了移风易
俗、文明礼貌、爱护公物、学法
守法、孝老敬亲、友邻互助等多
个方面。”村党支部书记齐立勇介
绍道。

“移风易俗，喜事新办、丧事
从俭，反对铺张浪费、大操大
办；爱护公物，不损坏公共设
施、花草、树木，不乱写乱画；
村民之间应该团结友爱，和睦相
处，不打架不斗殴、不酗酒滋
事，严禁侮辱、诽谤他人……”
村规民约中一条条朴实、有力的
倡议，成了村民们行事的准绳，
引导着大伙儿迈向更文明、和谐
的乡村生活。不仅如此，北小齐
村还以村党支部书记齐立勇为总

网格长，将村庄分为东、西、
南、北4片网格，明确8人为专职
网格员，以村规民约为依据，对
各网格内的矛盾纠纷进行耐心调
解，力争将小矛盾化解于无形。

“村‘两委’就是为老百姓服
务的，要让老百姓的利益最大
化。”这是齐立勇经常挂在嘴边的
话。为了帮村民解决难题，同
时，进一步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北小齐村“两委”还向红白
喜事攀比、好面子之风开刀。

2018年，北小齐村红白理事
会应运而生，并制定实行《北小
齐村移风易俗村民公约》，对每场
红白事花销进行监督和管理，大
力提倡每户办理红白事时花销最
少减半。白事用烟每盒花销不超
过 5元钱；取消白事谢职宴，坐
大席改为大锅菜……红白理事会
多渠道帮助村民节约开支，不仅
防止攀比之风蔓延，还减轻了白
事大操大办带来的精神压力。

随着文明新风的盛行，北小
齐村邻里团结、家庭和睦。如
今，惹事生非的少了，骂街吵架
的不见了，村民们有空就走进农
家书屋学知识、学技术，或到村
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娱乐。村里
无邪事、无怪事，村干部也不用
总为东家长、西家短的锁碎事劳
力费神，全村上下出现了争相发
展经济、争做文明村民的喜人场
面。

文明新风如文明新风如““约约””来来
吴桥县北小齐村以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吴桥县北小齐村以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为充分发
挥植保防灾减灾在稳定粮食生产、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有效遏制迁飞性、流行性、暴发性重
大病虫危害成灾，最大限度降低危害
损失，近日，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力争将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
在 5%以内。这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
局植保站获悉的。

“根据病虫基数调查，结合作物
布局、农业生态条件、品种抗性、气
象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今年我市小
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总体
呈偏重发生态势，预计全市发生面积
3500万亩次。”市植保站农业技术推
广研究员寇奎军说，小麦病虫害总发
生面积预计达 1100 万亩次，其中，
麦蚜偏重至大发生；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有偏重流行风险，具体发生势态
由四五月份气候条件决定；受去年冬
季两次强降温造成的冻害影响，我市
部分小麦越冬期麦苗个体偏弱，小麦
茎基腐病、纹枯病、根腐病等呈偏重
发生态势。

科学有效防控农作物病虫灾害，
保产增收、减损增效，是稳定粮食生

产的关键措施。为有效遏制迁飞性、
流行性、暴发性重大病虫危害成灾，
今年，全市植保系统将进一步强化监
测预警。在加密布设田间监测站点的
基础上，严格按照病虫测报规范进行
调查，全面掌握发生消长动态。及时
会商分析、准确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明确防控重点对象、关键区域和最佳
时间，科学指导防控行动。

组织动员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

持续开展统防统治，力争重点区域、
关键环节统防统治全覆盖，切实提高
防控效率和效果。加强对服务组织的
技术培训，提高田间作业人员的技术
水平，开展专业化应急防治队试点建
设，提高重大病虫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大力开展绿色防控，重点
在全市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农产品优势
区，创建 4个小麦、玉米、果树全程
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广生态控制、理

化诱控、生物防治、高效低风险农药
等绿色防控措施，分区域、分作物建
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推广防效好、
用量少的高效低风险农药，提高农药
使用效果、效率。层层开展绿色防控
技术培训，普及绿色防控、科学安全
用药知识技能。

通过实施“虫口夺粮”促丰收
行动，今年，我市将实现小麦、玉
米绿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1222万亩次，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
覆盖率达到 56%，主要粮食作物统
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 52%以上，力
争完成较上年多挽回产量损失 500万
公斤以上的目标。

“目前，我们已向各县 （市、
区）农业农村局印发了《2023年沧州
市“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工作方
案》，并督促各地层层建立分片包干
责任制，在防控关键时期组派精干力
量深入生产一线，进行现场培训，面
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民开展防控，力
争做到每户有一份防控技术明白纸、
每村有一位防控技术明白人、每乡镇
有一名技术员，确保防控技术落到实
处，严防因农药使用引发安全生产事
故。”寇奎军说。

“““虫口夺粮虫口夺粮虫口夺粮”””保丰收保丰收保丰收
我市力争将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我市力争将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5%%以内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