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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人爱上老农人爱上
精细种地新模式精细种地新模式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席国成

从农业从农业从农业“““小白小白小白”””到万亩农田到万亩农田到万亩农田“““营养师营养师营养师”””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摄 影 赵文岭

夏种正当时，来到沧县福顺家庭
农场，一位妇女正忙着给玉米种子包
衣。烈日当头，炙烤着皮肤，但她一
点儿也不在意，埋头认真干着活。
她，便是农场的“当家人”李平。

“把这些种子都拌好，来场雨有
了墒情，就能直接种到地里，不耽误
事儿。拌种后，苗子少生病，好管
理。”她边忙边说道。

时髦卷发，笑声爽朗，长年与土
地打交道，50多岁的李平却不像个农
家女。但说起来，她与这片土地却交
情匪浅。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自从
嫁到沧县大官厅乡赵官村后，她就悉
心摆弄起自家的几亩地，从此，便将
生活的一腔热忱寄托到了农业中。

彼时，赵官村的地里还是枣树的
天下。李平热衷种植，不光悉心管理
家里的1500棵枣树，就连邻居家不种
的枣树，都一并兼顾了。那时，农业
机械化还没有大力普及，每到需要防
病治虫时，全靠脚力在枣林里穿梭着
打药。150米的地头，李平走了一趟
又一趟，从不叫苦喊累。秋收了，看
到邻居家的枣比自家的结得多、长得
好，她比自家丰收还开心。

后来转到大田种植，吃的苦头更
是十个手指都数不清。让她印象最深
的，是小麦越冬前浇冻水的活计。寒
风凛冽，有时在地里一冻就是一天，
一脚泥一脚水地蹚着。干一天活儿，
脱下的泥裤子冻得硬邦邦，都能自己

“站”住。
“别看累，但是看到真打粮食

了，心里那个高兴啊。秋收时睡不着
觉，俺就半夜起来剥棒子，看着一个
个黄黄的大棒子槌，越剥越精神。”
农业对于李平来说，好像不只是一份
事业，更有精神上的满足。

不过李平也坦言，那时候种地，
靠的就是一股“傻”劲儿。辛苦的付
出虽然也有收获，但离过上好日子，
还有一定差距。

“人人都想靠农业致富，可为啥
总是劳而不富？”善于思考的她发现
了问题——采用一家一户的传统耕种
模式，农机、农资成本高，地里的

“落头”不多。
“农业增效的出路在于规模经

营，现在外出打工的人不少，正好把

撂荒土地都整合起来，发展现代农
业。”10多年前，她开始在赵官村流
转土地，率先走上规模生产的道路。
如今，算上赵官村和周边村庄的地
块，种植面积已达400多亩。

发展规模化种植后，李平一边积
极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及新型职业农民
等培训，开阔视野、转变思路，一边
不断试验好种、好肥，精进管理技
术。

“传统农民，以解决温饱为基
础，并没有把农业作为一份职业。但
职业农民不一样，把农业当作职业，
既要爱农业，又要掌握现代农业生产
技能，还要善于经营管理。”李平深
有感触，“这几年，随着新技术、新
模式的推广，我们太受益了。原来种
地，就是闷着头傻种，春天打完麦
蒿、浇透一水就不管了，收不收的都
看天。后来和市农科院的老师学习，
俺才知道，小麦后期管理也特别重
要，就比如现在普及的‘一喷三防’
技术，通过混配各种药剂，防病虫
害、干热风，每亩地能增产百十斤
呢。”

受益于精细管理技术，福顺家庭
农场的粮食产量总比别家高。不光同
村人对她刮目相看，周边的村民也纷
纷来“取经”，李平逐渐成了小有名
气的农业带头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遇到好的品
种和技术，觉得增收效果不错，李平
还积极推广给有需求的种植户，辐射
了沧县、献县、泊头、河间等诸多地
区。谁家地块遇到啥问题，只要她有
空，驱车几十里前去查看。自己解决
不了的问题，就求助专家，在点滴间
积累农技知识，带动更多人转变管理
思路。

“土里来，泥里去，你一个妇
女，图个啥？”看到李平如此“折
腾”，劝她的人不少。

“俺就是想用实际行动证明，农
业既能挣钱也有发展机会，农民也成
了被向往的职业。别看俺现在已经50
多岁了，但是俺会一直干下去，直到
干不动了为止。”与土地相伴久了，
李平对农业的热爱有增无减，看到国
家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大，她对今后的
发展更有信心了。

沿着绿树成荫的运河堤顶路下
坡，走进青县陈嘴乡董家圈村，身心
不由放松下来。环境整洁、道路平
坦，休闲广场上，老人和孩童们悠闲
唠嗑、玩耍，尽是安居乐业的祥和景
象。

“村班子忒给大伙儿办实事儿
了，又是修路、又是建音乐游园的，
谁能想到，活了多半辈子，庄稼人出
门能脚不着泥、车不沾土，干净
啊！”村民薛玉金不由感叹。

“按照出精品、提档次的思路，
今年俺村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省级综
合改革示范村项目，投资 200万元，
将村内40余处私搭乱建和破旧土墙全
部拆除，打造 5条精品街道，美化支
渠和坑塘，打造一街一景。到时候，
咱村再办采摘节，不光地里的葡萄有
吃头，村里的美景也有看头。”村党
支部书记董辉笑着说。

“这还不叫完。除了村里大变
样，俺村葡萄产业也有新动作——今
年我们要重点用好、用活 100万元上
级资金，流转 50亩土地，搭建 25个
葡萄冷棚，让葡萄产业发展再上一个
台阶。”董辉说，既然当了村干部，
就得为村民办实事，为党旗增光辉。

董家圈村位于大运河西侧，别看
村里仅有 800亩地，但葡萄种植面积
达 500 亩，是远近闻名的特色种植
村。

董家圈村的特色葡萄产业起步于
上世纪 80年代初。“俺村靠近运河，
也有支渠流经，灌溉方便，而且多沙
土地，适合种瓜果蔬菜。那时候，大
伙儿想多挣个钱，觉得种葡萄合适，
能供给酒厂酿酒还能卖鲜果，没想
到，这一种就是几十年。”董辉说，
随着种植技术不断完善，加之先天的
水土优势，葡萄种植逐渐成为村民们
打开致富门的“金钥匙”。

“每到葡萄的销售旺季，大棚
里、道路旁，处处都是香甜味儿。除
了咱沧州本地的商户，天津、北京的
也都上俺们这来拉葡萄。”虽然尚未
到采摘季，董辉已然期待不已。

为了擦亮“董圈葡萄”这块金
字招牌，董家圈村在 2014年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董圈”品
牌。合作社统一管理，肥料也统一
采购，这样一来，葡萄的品质提高
了，种植成本也降低了。同时，还
定期邀请技术专家前来指导，广泛
联系批发商统一收购，让增收致富
的路子越走越宽。

围绕葡萄经济，董家圈村还带领
村民试种大棚葡萄，实现错季上市，
进一步增加收入。近几年，还举办葡
萄采摘节，线上线下积极拓宽销售渠
道，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乐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观光农
业、设施农业、品牌农业转变。

“运河晨霁映田园，满嘴清香比
蜜甜。串串珍珠迎远客，董家父老笑
开颜。”这首小诗，就是董家圈葡萄
园的真实写照。

“俺两口子种了二亩半葡萄，一
年收入 3万多元。有的一户年收入超
过10万元，吃花不愁，样样都有。现
在真是环境美，生活甜！”说起现在
的好日子，正在疏果的董瑞发、姚秀
玲夫妇不住感叹。

“咱董家圈的葡萄有市场、有品
质，只要用心经营，收入不是问
题。”村民徐梅几年前在公婆手上接
过已经种了20多年的葡萄地，同样感
受颇深。经过努力，她把葡萄地打理
得井井有条，凭借着高品质、好信誉
赢得了周边消费者的一致好评。这两
年，还拓展了电商销售渠道，亩收益
达两万多元。

“今年，俺们还要继续与河北农
业大学对接合作，学习更多先进种植
技术，将冷棚葡萄管理好，探索村集
体和个人双增收的道路。秋后，我们
还想再流转一些地，试种更多葡萄新
品种，壮大甜蜜致富队伍。”董辉满
是憧憬。

老牌老牌““葡萄村葡萄村””
““甜蜜甜蜜””奔富路奔富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韩中清 陈四雄 赵志忠

一个视频
一份坚持

“大家好，今天是4月3号，我来
到了献县小平王乡的一个农场。农场
小麦局部片状发黄，这是秸秆还田后
局部播种过浅，导致小麦冻害严重造
成的苗黄、苗弱。这种情况可以喷洒
一些芸苔素、磷酸二氢钾、氨基酸水
溶肥等营养剂……”

“大家好，今天是 4月 24号，我
来到了泊头市灌河村的一个农场。小
麦长势非常不错，黝黑墨绿，已经进
入抽穗期。这种情况先不用着急一喷
三防，因为穗还没有出齐，现在喷
洒，起不到预防赤霉病的效果，等到
穗出齐，见花打药。”

“大家好，今天是5月8号，我来
到了献县张村乡的一个农场。现在小
麦正处于扬花期，喷洒杀菌剂，能很
好预防小麦赤霉病、白粉病、锈病。
只有科学管理、精准施肥，才能实现
高产稳产。”

……
打开赵政传的视频平台账号，每

天，他都会发布一条“工作日记”。
视频中，他眼神炯亮、思路清晰，说
起农业种植，滔滔不绝。视频内容也
十分丰富，有时，是为农户解决种植
难题的忙碌身影，有时，是提醒当下
应该进行的管理事项，足迹遍布献
县、泊头、衡水武强等多地的田间。
留言区里，为他点赞的网友不少。

坚持每天发布一条视频，通过网
络平台让更多农户知道自己，是赵政
传成为新农人后养成的习惯。

“发布视频，一是想告诉大家，
别看我大学毕业，但做农业是认真
的，一直在坚持。再就是农户们都有
关于种植的疑问，共性问题就通过视
频统一解答了。这样，农技知识的传
播范围更广、科普效率更高。”赵政
传的想法朴实。

他说，去年刚投入农业生产时，
他也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白”。幸
好，网络时代，只要有想学习的决
心，总能在各种平台上找到自己所需
的内容。

“不会的，咱就学。多年的学习
生涯，我最拿手的，就是把好的经
验、做法学到手。”那时，他正是从
一个个农业专家的科普视频中，不断
汲取先进的农技知识。

“用心学、努力记，转过天来，
就上地头找相应的病虫害典型，对照
着实践，看看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
儿。慢慢地，经验就积累起来了。”
有时候一遍看不懂，就再问、再学，
无论如何，他都要研究透。

与其他种植户交流，赵政传发
现，虽然从事农业种植多年，但很多
人遇到管理难题，还是不知道如何解
决。“有些是因循守旧，年年按照老
办法。有些则是看着别人干啥就干
啥，根本不结合自己地里的情况。”

被光照亮的人，也想变成光，照
亮更多人。就这样，赵政传开始一边
学习，一边思考、总结，再将知识通
过亲切易懂的语言，用视频深入浅出
地讲出来，带动更多人主动学习农技
知识。

如今，不光每天坚持发布视频成
了赵政传的习惯，不少忠实的农户

“粉丝”也坐等他发布视频，跟进时新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办法，通过科学管
理、精准肥药，促进麦田稳产高产。

一个团队
一套方案

说起来，赵政传是一个标准的
“农二代”。他的父母从 1996年就开
始经营农资生意，在献县当地小有名
气。

去年年初，由于父亲突然离世，
放不下家中的母亲和经营多年的农
场、农资门店，赵政传无奈弃“文”
从“农”。他慢慢调整心态，化被动
为主动，琢磨着怎么维系住老客户，
开发新业务。

这时，他的洞察力发挥了作用。
下乡过程中，赵政传感受到，随着土
地规模化经营，种田的大户越来越
多，动辄三五百亩的经营面积，让他
们更渴求高效、稳产的管理模式。

他决定及时“转舵”——打通
“最后一公里”，由做农资转向做农业
技术服务。为了服务到大家的心坎
上，赵政传每天坚持拜访种植户，没
用多长时间，献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种
田大户就认识了这个努力的后生。

沟通中，他发现，种植上了规模，
有些大户由于精力有限，一些该紧抓的
环节，并没有足够重视。再就是由于缺
乏科技知识，种植既盲目又盲从，导致
投入不少，产出却低于预期。

看到了问题所在，赵政传又行动
起来，在献县范围内独创了一个团队
和一套方案，帮助有需求的人科学种
田。

“一个团队，是我们的两支拌种
队伍。我们在全县率先推出筛、拌一
体化服务，先筛选种子，提高种子的
净度，再进行拌种。”赵政传说，近
年来，小麦土传或种传病害逐年加
重。给小麦拌种，能有效预防及控制
病虫害，为丰收保驾护航。

为了让农户种地更便捷、高效，
拌种队会拉着沉重的筛选机，穿梭于
不同大户间，进行标准化服务。赵政
传的要求更严苛，每到拌种现场，他
都要打开手电照，检查已拌好的种子
有没有白粒。发现一个白粒，就重新
拌一次。精细的服务获得了农户的信
赖，去年，他们的拌种数量接近 50
万公斤。

一套方案，则是赵政传小麦管理
方案。

“小麦管理方案以我的名字命
名，融入了我对农业的理解，和精益
求精的做事态度。农业管理容不得半
点马虎，精准地用药用肥，才能实现
高产稳产。”在他的方案中，第一遍
喷施药剂是在小麦起身期，目的是预
防小麦根腐病、茎基腐病、纹枯病、
除草。第二遍喷施，则是在小麦扬花
初期，主要目的是通过促生长、防干
热风、杀菌、杀虫来防病治虫。

组配这套管理方案，赵政传准备
充足。方案中的药剂，都是他做了大
量实验和对比后选定的。营养剂选择
利用率更高的，杀菌剂在做好预防治
疗的同时还能增产……每一点，都有
考量。他总说，把一个个小的细节做
好，叠加起来才能做好一件事儿。

今年春节后，看到不少麦田因冻
害生了黄苗、弱苗，很是揪心的他还
创新“解冻方案”，帮助农户促进黄
苗、弱苗转壮。

为了让管理方案真正发挥实效，
他还引入了最新款飞防无人机，组建
起自己的作业团队，严控飞防质量。

每天早出晚归，奔走在田间一
线，每次用药，他都详细记录，并坚
持回访，了解用药后有没有效果。好
口碑，在点滴间积累了起来。如今，

经赵政传筛选、搭配的农资，已辐射
了献县数万亩农田，他也因此成了远
近闻名的农田“营养师”。

一个机遇
一份期许

仅一年多的光景，因勤奋刻苦地
钻研，赵政传在献县及周边县市的农
圈迅速崛起。

随着事业上的乘风破浪，赵政传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投身农业的心
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采访中，一个细节引人注目。彼
时，他刚刚回到农场帮忙。母亲要去
给客户送农资，他也想跟着熟悉业
务。哪知老人背过身去，哽咽着说：

“你一个大学生，回来干农业，抛头
露面的，行吗？”

赵政传知道，这是妈妈的爱护，
怕人家指指点点，让他心里不好受。

“没事儿，咱干的是正当买卖，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干农业不丢
人。”赵政传好言安慰道，由此迈出
了第一步。

如今，再提起干农业的儿子，母
亲已满脸骄傲，逢人便夸：“大学生
种地，就是跟咱老农民不一样。他们
懂得多看、多学，科学管理。”在赵
政传的带动下，她也在视频平台上开
辟账号，将自己的种植经验分享给更
多人。

以前，每天早晨起床后，赵政传
要对着镜子做一番“自我激励”——

“你现在干的，不是丢人的事儿。正
是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农民，咱乡村发
展才有希望……”现如今，他最喜欢
待在麦田中，感受春华秋实。

赵政传说，能有这样的转变，是

因为他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对于现代农
业及新农人的鼓励与扶持。这份好机
遇，给了他足够强大的信心。

他印象最深的是 2012年，那时
他 18岁，在献县一中读高二。那一
年，粮食价格不高，伴随着城镇化发
展，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只有年纪
大的老人舍不得丢地，还留在家里靠
天吃饭。

现如今，随着农业政策的利好，
漫漫黄土地，早已不是当年景。

“土地大面积流转，家庭农场像
雨后春笋般兴起。规模化、集约化、
科学化管理替代了旧的经营方式，生
产效率大幅提高。”赵政传直言，正
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机械化的推广
和普及，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有效
提高了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而新理
念、新模式的推行，也让他看到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新农人作为一个职
业，大有可为。

话虽如此，他也没少吃苦。有两
次，大中午烈日当头，他在地头回
访，一抬头眼前一黑，晕倒过去。凭
着残存的意识，用尽全身力气爬到树
荫凉，半天才缓过劲儿来。皮肤被晒
得黝黑又粗糙，与曾经的“白面书
生”相去甚远，也曾让他有些自卑。

但这些苦头，在这明亮的希望面
前，渐渐被忽略不计了。尤其是每每
回访，看到农户因为科学管理，脸上
绽放灿烂笑容的时候，他的心中满是
自豪。

“人生的意义永远在于拓展，而
不是固守。不管我今天是谁，明天以
及今后的每一个日子，我都期待，在
现代农业的发展中，成为更好的自
己。”热烈而坚定、真诚又勇敢，赵
政传还要继续挥洒勤劳的汗水，用心
耕耘在农业一线的每一天。

到达献县正轩家庭农场时到达献县正轩家庭农场时，“，“9090后后””新农人赵政传正忙着颗粒归仓新农人赵政传正忙着颗粒归仓。。

““今年我们农场的小麦亩产达今年我们农场的小麦亩产达600600公斤公斤，，这一季冻害这一季冻害、、干旱等问题不少干旱等问题不少，，能交出这个答卷能交出这个答卷，，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满意。”。”望着麦望着麦

粒堆成的金色小山粒堆成的金色小山，，赵政传意气风发赵政传意气风发。。

熟悉的人都知道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去年去年33月底才辞去教师的月底才辞去教师的““铁饭碗铁饭碗”。”。投身农业虽刚一年出头投身农业虽刚一年出头，，但他不只让自家但他不只让自家

农场丰收农场丰收，，经他筛选经他筛选、、搭配的农资搭配的农资，，还服务了献县数万亩农田还服务了献县数万亩农田。。

不少人好奇不少人好奇，，赵政传是如何从一个农业赵政传是如何从一个农业““小白小白”，”，快速成长为农户信任的种田能手快速成长为农户信任的种田能手？？答案答案，，就在他从事农业生产就在他从事农业生产

的点滴创新中的点滴创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