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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水管家”遥控能浇地

天干物燥，行走在田间，不少农户
正忙着铺水龙，抢抓生产时机为农田

“解渴”。走进献县麸糠现代农业园区，
却是截然不同的寂静景象。

在地垄边来回眺望，连个人影也看
不见。正好奇着，怎么这儿不像旁处一
样抢时灌溉？再一看，土地呈深褐色，
显然是已经喝饱了水。

“这片地现在用不着铺水龙漫灌
了。你看，有了这些‘水管家’，地里
就算没人，也能顺利浇上水，方便高
效。”只见园区经营主体——献县秋江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秋江兴致
勃勃地拨开玉米苗，一截“顶”着喷头
的管道探出头来，“这是自主伸缩式喷
灌设施，只要在手机上点开阀门，就能
自动出水，喷出来的水雾，就像下小雨
一样。”

随张秋江走在田间，一个个自主伸
缩式喷灌设施相继映入眼帘。他说，今
年园区实施“百园提升”行动，借助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东风，在 300多亩地上

“种”下了自主伸缩式喷灌设施。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稳步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
基础。今年，园区除进行林、路、电网
等传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还着意引
入智慧喷灌系统，提升智能化生产能
力。”张秋江说，装上这些喷灌设施，
管理效率大幅提升。打开阀门后，仅用
四五个小时，就能灌溉 8亩地，效率比
原来提升了一倍多。灌溉时间大幅缩
短，在炎炎夏日，对抗旱保苗尤为重
要。“天再旱，地里的苗也能及时喝上

‘保命水’，保丰收特别关键。”
不仅如此，喷灌灌溉均匀，可有效

缓解大水漫灌、地表水径流造成的水资
源浪费现象。张秋江说，使用水龙带灌
溉，一亩地需要用 60到 80立方米水，
而使用喷灌，一亩地只需 25到 30立方
米水，节水量高达50%以上。

而且喷灌就如自然下雨一样，土壤
松软、不会板结，有利于作物根系下
扎，提高吸水能力。遇到肥水管理期，
还可在泵站提前将肥料与灌溉用水混
合，直接控制用水量、施肥量和灌溉时
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不光能提质，
还能减少过度用肥造成的面源污染。

更让张秋江高兴的是，借助“智慧
大脑”——安装在手机上的智能灌溉
APP，如今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能轻
松开关阀门，操控喷灌设备。

“原来就算用上喷灌，也需要工人
在地头上盯着合闸，控制开关。现在，
坐在空调屋里，不管多远，只要在APP
上一点，地头的阀门就开了。”从扛着
铁锨浇地，到大水漫灌、节水喷灌，再
到如今的智能喷灌，种了几十年地的张
秋江，深刻感受到了农业智能化带来的
便利。在他看来，应用智能系统改善生
产条件和环境，或许可留住或吸引更多
年轻人投身农业，解决“谁来种地”的
难题。

“目前园区正在田间安装小气候智
能监测系统，到时候，通过物联网互联
互通，还能实时监测田间温湿度，根据
土壤墒情在系统上设置灌溉流量。”张
秋江说，搭乘上数字化技术的东风，他
们就能不再仅靠经验种地了，生产变得
更加精准，种植风险也更加可控。

张秋江期待，随着“百园提升”行
动的进行，借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智慧农业能在更多农田里普及。

“田保姆”上岗 节本又增效

走进泊头利和现代农业园区，则是
截然不同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忙着把
一块块干黄的小麦秸秆垛打散，再投入
机器除尘、揉丝，分装成小包。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及秸秆收储
量的增加，今年，园区预计可面向市场
供应4000多吨小麦秸秆，比去年翻了一
倍。”园区经营主体——泊头市利和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猛介绍道。

他说，小麦秸秆收储业务的快速发
展，得益于园区内托管业务的开展。

“土地托管，是在农民不放弃土地
经营权的前提下，将耕、播、管、收等
农事活动交由龙头企业、农业服务组织
等托管主体有偿代管。借助土地托管实
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对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十分重要。今年，
单是把小麦收割业务托管给我们的农田
就有 2万多亩，所以我们的秸秆收储量
大幅增长。”

利和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一直以
土地流转、大田种植为主。前几年，看

到小麦秸秆的市场需求广泛，合作社便
将流转土地上产生的秸秆由还田转为离
田。为了将秸秆回收做得更专业，还投
资1000多万元，购入联合收割机、搂草
机、打捆机等多种高效现代农机。

“大型农机进田，生产各环节进步
不少。就拿我们的收割机来说，宽幅
大、作业效率高，在地头上一来一回，
一台机械一天能收五六百亩地，还几乎
不丢穗，麦粒的破损率也特别低。”秸
秆收集量也因此大幅增加——使用普通
联合收割机，一亩地可收集麦秸 100公
斤，而利和的大型设备进地，可将产量
提升至200公斤。

秸秆回收让张猛深深感受到了大型
农机进田的优势，但同时，他也发现，
由于资金及发展意识的限制，不少经营
主体虽然整合农田发展规模化种植，但
机械化生产程度还有待提升，投入与产
出不成正比。

“所以，立足‘百园提升’行动中
提出的‘通过土地流转、托管等方式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提升目标，我们今
年进一步在园区及周边地区发展单环节
或多环节托管业务，提升农业机械化水
平，促进规模经营向好发展。”

在张猛看来，托管业务可以助推农
业生产节本增效。“要想把地种好，‘人
吃马喂’，一年下来，投入不小呢。以
我们合作社为例，长期雇了 5个人管理
流转的5000亩土地，农忙时还要大量雇
临时工。自购大型农机，投资也不小，
使用几年，就面临更新换代，折损率不
小。但如果经营主体把土地托管给我
们，以上这些花销都不用考虑，准备好
土地、农资等就行了，可以大幅节省人
力、物力，减少投资风险。”

而针对分散种植的农户，托管业务
则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以小麦收割
为例，原来农户单找机器，一亩地至少
要花 70元。将收割环节托管给我们后，
收割费能降至三四十元，还能实现秸秆
离田。地里的麦秸少了，能减少下一季
的病虫害，降低管理难度。”

借助土地托管，还能促进园区向绿
色生态化发展。

“收储秸秆后，我们着意进行饲料
化、能源化应用。品质好的加工后打成
小包，走到河南、安徽等地的养殖场，
供不应求。品质中等的，可以销到再生
资源回收公司，用来造纸。最后剩下相
对差一些的，也不浪费，发电厂能回
收。”“秸”尽其用后，农业面源污染大
幅减少。

如今，除小麦收割业
务外，越来越多的经营主
体放心把各环节托管“利
和”这个“田保姆”，园区
的机械化、专业化生产水
平得到稳步提升。

运河畔生“花”集体鼓腰包

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吴桥大运河现
代农业园区，则把“百园提升”行动的
重点放到了优化生产结构布局上。

夏日，漫步园区，绵延的花生田宛
如碧绿的飘带，与蜿蜒的运河相映成趣。

“花生非常抗旱，现在正是花期，
但是地里活儿不多，就是除杂草，飞防
撒遍杀虫剂和叶面肥的混配剂就行，很
好管理。”园区主要经营主体——吴桥
县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
林林介绍道。

他说，这里种植的都是“花育 23”
品种。这是小果型花生，出油率高，专
走炒果市场。

“炒果市场对花生品相要求高，外
皮尽量不能有斑。逢年过节，炒货花
生必不可少，近几年市场缺口越来越
大。”

花生美味，可产出优果却并不容
易。“这个品种在全国各地推广种植面
积很大，但品质跟咱这儿的比略差。
东北有种的，到了季节成熟度不够，产
量低。南方也种，但是气候潮湿，不利
储存，爱长霉斑。咱吴桥的土好、水
好、气候好，这几年产出的花生品质和
产量都不错。从耕播到收获全部用机械
作业，一个人就能管500来亩地，忒方便
了。”

原来，吴桥县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前两年已在吴桥多地发展了万余亩花生
种植，每亩地毛收入达 3000元。今年，
搭乘大运河现代农业园区优化种植结构的
东风，在吴桥县供销社和相关乡镇、主管
部门的协调下，又让“花育23”在运河
边的1万多亩土地上扎下了根。

“这万亩农田，涉及运河沿线的十
余个村庄。除优化生产结构，在土地
经营中，我们采用‘党建引领、村社共
建’的模式，以每亩地1000元的价格通
过党支部统筹流转土地，让农户们不种
地也有稳定收入。同时，由村‘两委’
协调水利、用电等基础设施，花生丰收
后，除去种植成本，我们要交给村集体
30%的净利润，用于壮大集体经济。”
刘林林说，今年，小花生将让更多人尝
到致富的“大甜头”。

种植上了规模，公司又有了新筹
划。“我们正跑办初加工手续，到时候
在流水线上初加工一下，一公斤果能卖
到10多块钱，要是加工成干果炒货，经
济价值的提升空间更大。”

起垄种花生起垄种花生

智能喷灌智能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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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丘市吕公堡镇张庄
村的大城小镇果园，空气中弥
漫着桃子特有的果香。一颗颗
又大又红的桃果挂在枝头，令
人陶醉。

桃 林 间 ， 工 人 们 忙 着 采
摘、分拣、装运，抢着节点让
新鲜桃果及时上市。

“每年 6月底开始，我们园
里就热闹起来了。不光得大量
雇工摘桃送货，还有不少人专
程来采摘，销路比较稳定。”
基地负责人刘丽萍说，“大城
小镇”的桃果已成了当地响
当当的品牌，眼下刚进入上
市旺季，每天就能向任丘市区
的精品水果店供给 5000公斤鲜
桃。

“大城小镇”的桃果为啥这
么好卖？一切，还要从他们的
种植秘诀说起。

种植之初，刘丽萍和爱人
就到多地考察，专门引来不少
特色品种，都是本地少见的

“新鲜货”。
“我们的桃从 6 月底上市

后，一个品种接着一个熟，到
了 10月底还能有桃呢。目前特
别受欢迎的是咱的王牌品种

‘中油金铭’。它是红衣黄肉的
油桃，口感特别好，前两天我
们还带着它去参展呢。”在大城
小镇果园，“赫赫有名”的还有
秋收蜜桃，这个9月初成熟的晚
熟品种，以果个大、肉甜多汁
的优点俘获了一众客商的心。
此外，中油蟠 7号的风味浓甜，
也是让刘丽萍爱不释手的精品
桃果之一。

要想种出好桃，剪枝及疏
果也尤为重要。为此，刘丽萍
特意从种桃历史悠久的北京平
谷区请来技术人员，严控树形
和枝干修剪。

“我们没有按传统管理办法
让桃树拉枝生长，而是把树定
成了Y字型，让枝干向上长。这
样一来，既不影响农机作业，
提高生产效率，也能做到通风
透光，助力桃果生长。”不仅如
此，在疏果上，他们也颇费心
思。既要保障品质，又要提高
产量，寻找其中的平衡点并不
容易。“疏果做好了，桃子个头
和品质有保障。我们的桃平均
每个得有七八两，最大的能长
到一斤七八两。”

为 了 保 障 桃 果 的 甜 蜜 滋
味，每年秋季施肥，他们还特
意在树趟间的土地深耕 30 厘
米，再将营养丰富的农家肥与
深耕土壤混合搅拌。如此还
田，这些营养就成了桃树来年
生长的不竭动力。

深 耕 ， 还 是 对 桃 树 进 行
“断根”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

“通过深耕将表层的毛细根
切断，来年新的树根长出来，
吸收、供给营养的能力更强。”
这个管理办法，是刘丽萍特意
从一位专家处学来的，经过实
践，效果良好。

为桃果提供更多可吸收的
有机质营养，树行间的杂草也
被充分利用了起来。春夏时
节，草木繁茂，从来不用除草
剂，而是任由青草长到四五十
厘米高，再粉碎成末施还到土
壤中。经过长期腐烂后，便是
疏松土壤、改善地力的有机质
了。

“管理上去了，咱果园的产
量越来越好。目前已发展了 400
亩种植基地，预计今年产量能
到100万公斤。我们还组建了专
业队伍拓展市场，并配备多辆
运输车，面向市区多家精品水
果店供货，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500万元以上。”硕果坠枝，不
光甜蜜了客商，还“甜”了刘
丽萍的心。

桃 林 喜 收 获 ， 荷 包 鼓 起
来，刘丽萍却直言，这份收获
来得太不容易。

原来， 1985 年生人的她，
本和丈夫在辽宁沈阳经营着一
份红火生意。2013年，看到国
家提倡土地流转经营，一直恋
着家乡的两人一商量，“跨界”
走上了种植路。

“ 那 时 候 就 看 好 果 品 种
植，感觉比大田准入门槛高，
而且年轻人不会种，老人上了
岁数也种不了，市场竞争小一
些 。” 瞄 准 这 个 方 向 ， 还 是

“小白”的两人风风火火干了
起来。桃果种植前几年没效
益，他们便在树行里种蔬果减
少支出。可由于管理经验有
限，产出有限，效益并不尽如
人意。

但她和丈夫并没有灰心，
而是和桃树一样，坚持在地里

“扎”下了根。不断学习管理
技术、定期请专家来园指导、
聘请业务员开拓市场……近两
年，随着桃林开始大面积结
果，这份乡情终于等来了甜蜜
回馈。根据市场的认可与反
馈，他们还不断更新桃果品
种。

现如今，依靠特色桃果种
植，大城小镇果园已初步打
造出集农业种植、观光游憩
于一体的生态休闲田园，并
被评为“任丘市巾帼农业示
范基地”。

“接下来，我们要开拓更广
泛的销售渠道，让咱‘大城小
镇’的桃香飘到更远的地方。”
发展的希望在刘丽萍心中，如
这桃林一般葱茏茂盛。

道德评议会道德评议会 议出新风尚议出新风尚
盐山县边务镇魏郭庄村以道德评议会推进移风易俗盐山县边务镇魏郭庄村以道德评议会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管家”“保姆”上岗 端稳“饭碗”有保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于中建 霍亚飞

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国之大者”。”。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落实藏粮于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技战略，，在我市开展的在我市开展的““百百

园提升园提升””行动中行动中，，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粮食安全提升粮食安全提升””主题主题，，或在园区内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或在园区内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或通过托或通过托

管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管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或优化生产结构布局或优化生产结构布局。。近日近日，，记者走进几家现代农业园区记者走进几家现代农业园区，，看他们如何在看他们如何在““百园百园

提升提升””行动中全方位抓好粮食生产行动中全方位抓好粮食生产——

大城小镇大城小镇 桃香四溢桃香四溢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金 洁

“这次道德评议会的主题是评选
‘最美庭院’，咱村谁家庭院好看、屋里
干净，大伙儿一块儿评一评。”

“我推荐魏玉才家。他家的小院都
是古典味儿。除了自制的大花轿和马
车，还放了不少花草、石凳，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不是老在他那儿办嘛。”

“我推荐魏永安家。咱村应该没比
他家还干净的了，不光屋里干净，就连
水冲厕所都收拾得特别板正……”

近日，在盐山县边务镇魏郭庄村的
道德评议会现场，村民们你一言我一

语，各抒己见，畅谈身边的优秀榜样。
今年以来，为推动移风易俗、培育

文明新风，魏郭庄村积极开展道德评议
活动，通过挖掘和选树模范，引导村民
用实际行动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通过召开道德评议会，进行日常
监督和定期评议，大伙儿的精神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村
民素质，推动了乡风文明。”魏郭庄村
党支部书记魏玉刚说道。

据了解，魏郭庄村道德评议会由老
党员、村民代表、老干部、老乡贤等办

事公道、威信较高、群众认可的人组
成，主要研究村民道德评议相关工作、
对各类榜样进行评选推荐。通过常走
访、评先进、树典型等措施，促进移风
易俗，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自从成立了道德评议会，大家把
好人好事拿到桌面上讲，让村民们都
知道，达到了‘评议一次、影响一
群、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同时，
通过评议会成员献计献策，村里发展
思路更广了。”魏玉刚感触不少。

他说，上一次通过道德评议会评选出

的“最美母亲”高珍霞、张英杰，就带动起
了村里孝老爱亲、培育优秀子女的好风尚。

接下来，魏郭庄村将继续用好道德
评议会这个群众组织抓手，探索更多喜
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针对“最美
儿媳”“最美志愿者”等多个典型方向
开展评议，让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推动文明乡风焕发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