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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必须

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引领带动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引领带动

作用作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

撑撑，，在在““百园提升百园提升””行动中行动中，，我市我市

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科技水科技水

平提升平提升””主题主题，，通过将智慧农机通过将智慧农机、、

智能化生产设备智能化生产设备、、物联网技术等物联网技术等

应用于农业生产及服务中应用于农业生产及服务中，，逐步逐步

解决生产中的短板弱项解决生产中的短板弱项，，不断提不断提

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可促进产业可

持续持续、、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支书当主播支书当主播
带货助增收带货助增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杨文锋

“这款枣仁派我尝着很好吃，这是咱沧
县本地农户种出的小枣，又由本地企业加工
的。我放到橱窗里了，家人们可以拍着尝
尝，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周五晚上 8
点，刘福恒又准时坐到了直播台前。

背景墙上，“沧县大官厅乡小刘才村网
络直播间”几个大字甚是醒目。红彤彤的桌
子上，枣仁派等商品摆放得满满当当，等待
着在直播间一一“亮相”。

刘福恒是小刘才村的党支部书记，每周
五晚上直播带货，他可不是为了自己挣钱，
而是要给村集体鼓腰包。

“网络的平台大，做直播卖货，一是为
了给集体增收，村里有了钱好办事，再就是
想扩大俺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人了
解新农村的发展和变化。”刘福恒朴实的言
语中，满是期待。

“80后”的刘福恒，在当地经营着一家
塑料制品企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2021
年，小刘才村“两委”班子换届，经过乡里
推荐、村民选举，他挑起“当家人”的担
子。

“既然当上了带头人，就得带头办实
事。”小刘才村共有常住村民 70多户、200
多人，村里地少、人少，没有特别好的资
源。怎么才能壮大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刘
福恒没少琢磨。

一次外出考察，他在雄安新区的一个村
庄找到了答案。

“那个村是省级文明村，村党支部书记
每周五晚上进行直播，已经播了一年多了。
不光在网上卖东西为集体增收，还把自己的
村庄宣传了出去，收获了不少‘铁粉’。”和
对方深入交流了几次，刘福恒的思路打开
了。

“互联网，让人们互联互通，在上面能
认识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的朋友。通过
这个大平台，把咱乡镇的产业、村里的优势
宣传出去，没准儿能引来合适的发展资
源。”刘福恒不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
行动力更加迅速。

想法成形后，在村民代表会上，他说
出了开直播的提议。“咱村没有别的土地资
源，要想壮大集体经济，从土里不好做文
章。大伙儿干商贸的不少，要是咱村‘两
委’搞直播带货，可以帮你们卖商品，
赚佣金。这样一来，你们的货卖出去
了，村集体也能增收，以后也能为村里搞
建设……”

经过两轮讨论，人们的积极性越来越
高。有的说可以提供自家产品，只要有订
单，就能发货。有的主动提供货架。还有村
民专门从北京赶回来，要做刘福恒的直播助
理。

“说出这个想法后，乡领导觉得不错，
鼓励我们走出壮大集体经济的新路子。”带
着期待，今年6月，小刘才村网络直播间开
播了。

刚坐到镜头前，饶是已经在商场摸爬滚
打了多年，刘福恒也多少有些不适。怎么介
绍产品、如何跟粉丝互动更好，看着直播间
的观看人数不时变多、变少，他心中的忐忑
不少。为此，在不开播的时间，他没少练
习，克服“上镜恐惧症”。慢慢地，随着对
商品的了解，与粉丝们的互动增多，他在直
播间里愈发熟练，如今，每周直播1个多小
时已不在话下。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直播，不光村民们
支持我，乡里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每次
我们开播前，乡里都会把链接发到其他
村的村民群里，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关
注，引来更多流量。”除了小刘才村和
周边村庄，就连河间市的乡镇和村庄，
都知道沧县大官厅乡有位直播带货的村
党支部书记。还有的村党支部书记专门
来小刘才村，向刘福恒“取经”，也想
走这条道为村里增收。

“现在我们的直播橱窗里上架了 280多
款产品。虽然目前订单数量有限，但我相
信，只要坚持下去，壮大集体经济的想法
一定能逐步实现。”刘福恒信心满满。

养殖加“数”升级有方

往年一入夏，肃宁县东风现代
农业园区的养殖户老张就得打起十
二分的精神头。除了照顾好毛鸭的
饮食、饮水，还要多次巡棚通风。

现如今，他轻松不少。“今年
我们对鸭棚进行数字化改造，装上
了温湿度监控仪和自动通风设备。
想要查看棚况，打开手机 APP 就
行。要是温湿度高于设定标准，系
统会给俺打电话报警，比咱人还灵
透呢。原先俺养 2万只鸭子就忙个
不停，现在同样大小的地方，能养
3万只，反而更省心。”

这只是肃宁县东风现代农业园
区，通过农翼数字化养殖基地项目
低成本改造鸭棚的一个缩影。今年
以来，在“百园提升”行动中，园
区主要经营主体——河北东风养殖
有限公司不断带领养殖户改造鸭
棚，计划为 50万只肉鸭提供更加
智能、舒适的生活环境。

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自成立
以来，一直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推动
产业发展。2019年，还新建了一条
自动化生产线，每小时就可加工
4500只肉鸭。

“目前我们的种苗孵化、饲料
配制及加工技术日趋成熟，但作为
产业链重要一环的养殖产业，在新
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上还有不少提升
空间。”公司原料负责人徐海涛介
绍道。

他说，这些年，养殖温度和通
风控制全靠养殖户凭经验调节。由
于环境因素不同，同一批次鸭苗，
即便是使用同样的料、药，出栏效
率也大不一样。同一养殖户的南北
两个棚室，因温度相差 1.5℃，年
利润能差出1万元。

“对老旧鸭棚进行数字化升级
后，不光养殖户可以精准进行环
控，我们也能分析收集到的温湿
度、二氧化碳含量等数据，研判最

佳养殖环境，再分享给养殖户，提
升养殖效率和效益。”不仅如此，
数字化改造后，养殖密度也随之提
升。“现在，40多个鸭棚已完成改
造，肉鸭存栏量由17.7万多只提升
到了25.3万多只，存栏能力提升率
达43%。”

在养殖端发力的同时，东风公
司还不忘在加工端“查漏补缺”。
今年，公司还计划完善溯源技术，
进一步提升鸭坯成品质量。

“实现加工端溯源，为的是更
好地进行品控质检和食品安全风
险控制。毛鸭进入生产线后，工
人会给每一只待宰肉鸭佩戴一个
颈环。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查询
鸭苗产地、饲料供应商、用过的
动保用品和药残监测记录，还
可 以 查 询 到 在 屠 宰 厂 由 谁 加
工、进行过哪些加工工艺，在业
内首个实现每只肉鸭可溯源。”
公司信息化负责人张坚说，即便
是走向市场后，产品也可以被追
溯，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改进
加工工艺。

近日，公司还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署技术服
务协议，共建肉鸭数字化加工创新
实验室，共同推动肉鸭屠宰和鸭坯
加工技术的升级。

智慧种田 场景丰富

位于青县盘古现代农业园区的
沧州聚农智能农业有限公司，则不
断在智慧种植领域“深耕”。

走进沧州聚农智能农业有限公
司，技术人员正忙着检查线路、调
整机臂，给植保无人机做“体检”。

“给无人机做好‘体检’，再下
地干活儿不耽误事儿。”公司负责
人叶新笑着说道，“这几年种地，
它们可帮了不少忙。别看它身量
小，1小时最少也能飞防 100多亩
地，顶好几个工人呢。”

沧州聚农智能农业有限公司成

立后，不断通过“数字科技+农
服”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目前，
公司自有植保无人机 13台，除在
盘古镇、青县农场等地流转了8000
余亩土地，还积极为县域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植
保等社会化服务。

“使用植保无人机，不光大大
节省了人工成本，还能减少农药和
水的用量，每亩地在减少20%投入
的同时，增产10%。”叶新说。

尝到了智能科技带来的“甜
头”，瞄准智慧种田的目标，这两
年，沧州聚农智能农业有限公司还
引入了智能无人车。

“这款小车主要在作物幼苗期
发挥植保功效，有 4种模式可供操
控，1小时就能作业 60亩地。”叶
新说，它的主要优势是应用场景丰
富，在无人机“顾及”不到的果树
行趟间，也可以大展身手。

致力于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
他们还为不少农机装上了自驾仪。

在自驾仪的指引下，农机可
根据卫星定位，按照规划好的路
线，自动调整行进方向，线路
直、精度高，满足耕整地、播种
等精度要求高的作业环节需求。

“由于作业精准，后期植保、收获
时效率也相应提高，减少作业误
差带来的损失，更低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和效益。”

为种植武装“智慧大脑”，聚
农公司还在田间安装了多个物联
网采集器。“这些采集器让我们随
时随地知晓土壤墒情、风向、温
湿度等数据，在 APP 上就能完成

‘巡田’。通过数据的支撑与分析，
更好地作出管理决策，而不是仅靠
经验种地。”

“有了这些智慧帮手，田间的
管理效率和水平大幅提升。接下
来，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生产需
求开发管理模块，实现智慧种田
的进一步节本、增效。”叶新十分
期待。

生产有“智”面粉有市

位于东光县找王镇现代农业园
区的宁豪面业有限公司，也通过引
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产业升级。

走进宁豪面业有限公司，6个
巨型圆囤甚是醒目。这是公司新建
的小麦智能收储及粮仓设备。

“原来我们就是在彩钢房里存
麦，空间有限，存储也不便。新建
这些储粮仓后，生产条件大大改
善。小麦进场后，由化验室抽检品
质和水分，再根据品种分仓储存，
烘干效率大幅提升，通风好了，贮
存环境也大为改善。”公司负责人尹
建宁说，凭借这 6个粮仓，公司的
储麦量由3000吨提升到了9000吨，
不仅园区内的小麦有了好去处，还
带动起周边乡镇的粮食收储业务。

机器轰鸣，行走在流水线间，
尹建宁随机抽检面粉半成品后，脸
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瞧，我们这面粉多干净，没有
一点儿黑点儿、杂质。这种品质的
面粉，用来做烤鸭饼供不应求。”捻
搓着细嫩的面粉，他满是自豪。

以小麦制粉和科研开发为主营
业务，宁豪面业已有 27 年的历
史。为了严控面粉的品质，他们没
少借助科技的力量，引入了不少智
能化加工设施。

在宁豪面业，小麦开启成粉之
旅，首先要过近红外智能分析仪这
道关。麦粒在分析仪上一放，只需
30秒，水分、面筋含量、硬度等数
据就一目了然。

今年，公司又引入了更为先进
的色选机，仔细将一堆堆麦粒“大
搜索”。无论是多小的黑麦粒还是
杂质、小石子，都无处躲藏。

随后，麦粒被放入现代化加工
流水线，按比例搭配，经过一遍遍
研磨后，在几十个出粉口精细配
粉，就成了拉面粉、大饼粉等多个
类别的面粉产品。目前，公司已研
发出了 20多种商用专用面粉，主
要销往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
等地，日出厂量达500多吨。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今年，还
新装了新型打包、码垛机，每小时
就可码放 600袋面粉，生产效率较
人工提升30%。

独创特色，尹建宁还持续观察
消费需求的变化。“现在市面上的
民用面粉还是太单一，对年轻人来
说，特别不好操作。年轻消费者对
专用面粉的需求越来越细，高品质
的面粉也越来越受欢迎。”

为此，公司还不断加强与安徽
省及我市科研院所的合作，计划通
过“引智”，加大研发力度，提升

“软实力”，在民用专用面粉赛道上
也分一杯羹。

走进青县金牛镇陈辛庄村，孝
老食堂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院落
宽阔，餐厅整洁，更为抢眼的，是
布置得崭新的婚宴大厅。这些，都
是陈辛庄村借助红白理事会推进红
事简办、孝老敬亲的成果。

“今年，婚宴大厅已接办了 4
场婚礼。村集体出场地推进红事简
办，同样时尚、热闹，为主家省钱
的同时，还让孝老食堂的老人也跟
着沾了光。”说起村里的新风尚，
村党支部书记陈福起打开了话匣
子。

他说，经过近两年的实践，移

风易俗已在陈辛庄村蔚然成风。原
来，从去年开始，陈辛庄村“两
委”就办起孝老食堂，为独居老人
提供一日两餐，目前，已解决 18
位村民吃饭难的问题。

“建孝老食堂，就是为了给大
伙儿办实事，用实际行动增进党群
凝聚力。”陈福起说，要解决更多
实际问题，陈辛庄村“两委”还通
过红白事简办推进移风易俗。

为此，陈辛庄村专门对红白理
事会进行了重组，由党支部领办，
吸纳有威信的村民加入。在修建孝
老食堂用房时，特意多建了一间

160多平方米的大厅，用作婚宴场
地。

“村集体提供办事场地，村民
们只需自己出资请婚庆、置办酒
席，仅这一项，每场就能省下 1万
多元钱。”陈福起说，村民的日子
过得都不错，不少人在县城定居。
前两年年轻人结婚，大多在县城租
赁场地，要花 1万多元钱。再置办
酒席，每桌也得花费上千元。

“这几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和人居环境整治，村貌是越来越
靓，在县城的村民，周末也都回
家住。所以，这回红白理事会提
出免费提供婚宴场地，不用动
员，主家自己就找上门了，主动
要求在村里办。”与此同时，红白
理事会还对婚宴花销作出规定，
官席每桌花销不超 300元，普通席
不超200元。

喜事当天，孝老食堂的老人们
可以免费吃席。还有主家捐出部分
省下的钱，助力孝老食堂运营。

“接下来，红白理事会还要进
一步推进白事简办。今年，镇里给
我们免费提供了饭棚、白棚等多种
设施，我们想借助这些设施，以孝

老食堂为场地，取代白事一条龙，
让白事操办也简下来。”陈福起
说，红白理事会成员还要走巷入户
宣传，将厚养薄葬、白事简办的观
念传递给更多人。

陈辛庄村还只是金牛镇通过红
白事简办、建设孝老食堂推进移风
易俗的诸多村庄之一。

为弘扬新风，遏制铺张浪费、
盲目攀比等歪风陋习，自 2021年
起，金牛镇就大力推行红白事简
办。全镇的白事取消歌舞及各项演
出活动，推广以大锅菜代替酒席，
以白花代替孝衣白布。

今年，又选定了苗庄子等 14
个村作为孝老食堂对接移风易俗试
点村，免费提供饭棚、白棚、电子
炮等设备，健全各村红白理事会，
以孝老食堂为场地，取代白事一条
龙。日前，移风易俗的第一批设备
已经交付给陈辛庄等5个村庄。

与此同时，筹建孝老食堂，倡
导孝老敬亲、厚养薄葬。

为提高建设标准，金牛镇党
委、政府筹措资金 200余万元，在
全镇各村统一建设孝老食堂，统一
配备设施，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

了建设标准。
同时，除落实县补贴、镇扶持

政策，还发动企业赞助、爱心人士
捐赠，助力孝老食堂可持续运营。
在各项惠民政策的支撑下，各村独
居老人就餐，每人只需花费 1元至
3元。

目前，全镇 32个村庄已建起
孝老食堂，全部实现一日两餐正常
运营，服务 302位村民，其中困难
群众140人，其他独居老人162人。

孝老食堂的顺利运营，得到了
群众的一致认可，提升了村党支部
的凝聚力和村民参与建设的积极
性。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矛盾排查
化解等各项工作，得到老人和子女
的支持，村集体的工作开展得更加
顺利。

下一步，金牛镇将持续提升红
白理事会知晓率和移风易俗满意
度，蹚出一条移风易俗的新路在镇
域推广，不断倡导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

简办树新风简办树新风 孝老促文明孝老促文明
青县金牛镇以红白理事会青县金牛镇以红白理事会、、孝老食堂推进移风易俗孝老食堂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黄 洁

科技“添翼”产业“高飞”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李向峰 李艳红 殷汝松

现代化肉鸭加工生产线

安装了自驾仪的农机无人驾驶播种安装了自驾仪的农机无人驾驶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