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树枣树““屋屋””里住里住
抢抢““鲜鲜””价更俏价更俏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

“冬枣上市，每天都摘新
的，现在正按个头大小筛选分
级。看，这特级枣品质多好，
个头多大。这边的一级枣个头
也不赖。有吃枣的亲人微我，
接单快递发货……”上午 9
点，张树军就在朋友圈“吆
喝”了起来。

张树军是南皮县梁兴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眼下，农
场的冷棚冬枣抢“鲜”上
市，每天他都忙得不亦乐乎。

“都等着呢，从 8月底开
始，就不断有人问我家的冬
枣什么时候熟。我都不敢发
朋友圈。别看一公斤卖三四
十元，但是吃过我家的枣，
人们就不想买别家的了。”张
树军可不是夸口，这不，冬
枣一熟，听着信儿来采摘的

“粉丝”就不断流。
南皮县本不是冬枣主产

区，为何张树军的枣品卖到
这个价格还供不应求？

“好吃啊！”张树军回答
得干脆又朴实，“冷棚种植，
品种好、管理优，想不好吃
都难。”

细细询问，才知道，这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浓缩着
他在枣果种植上的不懈探索。

张树军是南皮县寨子镇
梁庄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他
十几岁时，父母就在当地倒
卖小枣，让他对枣树种植产
生了浓厚兴趣。

成年后，张树军一直琢
磨着怎么挖掘一颗小枣里的
致富潜力。去到多地考察，
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冬枣种植
上。

怀揣着希望踏上冬枣种
植致富路，没想到，起早贪
黑忙了一季，收成和价格总
是不尽如人意。

“露天种植，风吹、日
晒、雨淋，产出多少要看天
吃饭。好不容易丰收了，拉
到市场上，价格总也上不
去。从年头忙到年尾，落不
下几个钱。”付出和回报不成
正比，对张树军的打击不小。

不过，认准了这条道，
他没有放弃，而是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种植路走上了良
性循环。

露天种枣时，为了减少病
虫害的“骚扰”，一个管理季
下来，得多次注意用药防控，
枣果的品质难以保障。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张树军决定让
枣树搬到“屋”里住——他
找来钢架，在排排枣树间搭
起钢架“房子”，扣上塑料
膜，封闭好。

“住进了‘屋’里，病虫
与枣树接触的机会少了，在

管理中就能少用药剂，枣果
能有好品质。”想法美好，但
第一年，张树军却没在棚里
见到几个枣——整个棚室，
几近绝产。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技术成熟了，才分析
出，是温控没做好。花期坐
果时，棚室温度过高，花都
被烤‘化’了。”调整风口控
温，每天的不同时段温度都
不一样，尤其要注意午间的
温度把控……直到试验的第
三年，张树军才摸清了门
道，保住了棚里一半的产量。

“后来，我们的控温技术
更成熟了。棚里温度高，枣
树不光能早熟，产量还高。
现在，咱棚里亩产能达到
2000公斤呢。”他自信地说
道。

坚持追求品质，在管理
上，更是精益求精。

无论是棚里的枣树还是
露天枣树，现在都是用水肥
一体化滴灌进行灌溉，让营
养直达根部，杜绝了大水漫
灌板结土壤。滴灌还能在干
旱期及时给枣树解渴，保住
产量。

树行间，都铺上了防草
网，减少杂草滋生的机会，
坚决不使用除草剂。

除了必不可少的农家
肥，管理季，还会通过水肥
一体化给枣树补充微量元素。

将园子的精华都凝结到
冷棚里，每年丰收时，张树
军要围着 80亩枣园转一转、
挑一挑，筛选出果个大、口
感好的枣树，做上标记。第
二年春天，将这些精心挑选
出的“优等生”改进到冷棚
里种植。

形美、个大、好吃，梁
兴家庭农场的冬枣一上市，
便凭借着新、奇、特、优，
频频吸粉。

瞄准精品路线，张树军
还注册了“梁兴冬枣”的商
标。口口相传间，在农场休
闲采摘、网络订购“梁兴冬
枣”的顾客越来越多。

高人气带来好效益，如
今，梁兴家庭农场的冷棚冬枣
种植亩收益能达到5万多元。

多年的探索终于有了回
报，张树军很是欣慰。随着
冷棚冬枣种植技术的逐渐成
熟，梁兴家庭农场还成了不
少农户的技术咨询站，带动
起南皮县的不少农户走上冬
枣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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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是推进全域旅是推进全域旅

游游、、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在

今年的今年的““百园提升百园提升””行动中行动中，，立足立足““休闲休闲

农业提升农业提升””主题主题，，我市不少现代农业园我市不少现代农业园

区区，，或精心策划特色鲜明的农业旅游节或精心策划特色鲜明的农业旅游节

日日，，或独具匠心打造特色农旅项目或独具匠心打造特色农旅项目，，或或

新增农旅资源建设新增农旅资源建设，，引导休闲农业与农引导休闲农业与农

业产业业产业、、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农业科技等有机融农业科技等有机融

合合，，实现提质升级实现提质升级——

和美乡村沐新风
运河区小朱庄村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促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井腾玉

这段时间，运河区南陈屯镇小朱庄村
西的坑塘变化不小。原本被垃圾、杂草包
围的臭水坑，摇身一变，成了波光粼粼、
绿树环绕的休闲观光湖，为这个省级美丽
乡村再添一道靓丽风景。这是村里的干部
群众共同打造的。

“村‘两委’雇了机械清理坑塘垃圾
时，村民们谁在家就义务出工。环境好
了，大家也自觉维护，现在再没有在坑边
倾倒垃圾的不文明行为了。”村党支部副
书记朱光勇自豪地说，在小朱庄村，人人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已成了发展
常态。

问及这股力量的来源，他直言，离
不开近几年通过移风易俗促成的文明村
风。

推进移风易俗，小朱庄村红白理事会
发挥的作用不小。早在十几年前，在村

“两委”的带领下，小朱庄村就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由村党支部委员担任理事会会

长，村中有威望的人入会，制定《红白理
事会章程》，让节俭办事的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区、镇两级的宣传、引导，这几
年，小朱庄村的白事操办流程进一步简
化。

白事儿待客实行早晚大锅菜、中午
宴席的模式，每桌不超过 10个菜，严控
参宴范围，严禁随大礼，禁止一家有
事、全庄吃喝。办席的厨师须具备健康
证，保证用餐安全。减少白孝、白布的
使用，除至亲外，其他人一律不戴孝。
杜绝出大丧、办长丧，不请歌舞、舞
狮、戏班。提倡用鲜花、花篮代替花
圈、纸活，精简办事程序，将“三天”、

“五七”等合并到出殡当天一同祭奠。
现任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朱凤桐说，村

里一旦有了白事，红白理事会就召集 20
多位志愿者到场帮忙，既周全了简办流
程，又顾及到了主家面子。“现在，在我
村办一回白事最多花费万来元，没有一户

人家因为办白事
背上债务。”

通过红白理事
会的引导，人们不
但 减 轻 了 经 济 负
担，文明素质也越来越
高。

让文明新风越来越浓，小
朱庄村“两委”每年还召开道德评议
会，通过评议村里的好人好事、先进典
型，对村民进行正面引导。

在小朱庄村，经过道德评议会讨
论，被评选为道德模范的村民不少。
将自家的庭院收拾得整洁干净、宽敞
明亮，可荣获“美丽庭院”称号；孝
老敬亲、婆媳和睦的，可参评“好婆
婆”“好儿媳”；为村上发展贡献力量
的，有机会跻身“善行功德榜”；还有十
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这些事迹突
出、群众认可、示范性强的道德模范，引

领了小朱庄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
风尚。

文明新风吹遍小朱庄村的每一个角
落，也吹活了村民们向好发展的心。现如
今，愿意为村里发展出力的村民越来越
多，一个文明和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也在这新风中，脱颖而出。

识百草 尝药膳
百草园里徜徉花海做“神农”

“神然中医药健康旅游节开幕了，欢
迎大家来游玩休闲，感受浓浓的中医药文
化。在这里，可以识百草、品药膳、学药
理，只有想不到，没有玩不到。”策划多
时的中医药健康旅游节终于拉开帷幕，沧
县神然生态园的负责人孙良君异常兴奋，

“旅游节持续一个月，无论是中草药研学
体验还是健康一日游，全都有优惠。”

沧县神然生态园是沧县神然现代农业
园区的经营主体。园区从成立至今，一直
深耕中草药种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
中医药休闲康养旅游。

为了让一株株不起眼的中草药成为带
火休闲农旅人气的“网红”，孙良君没少
费心思。这不，趁着秋高气爽、微风不
燥，立足“休闲农业提升”主题，他便策
划起了旅游节，丰富中小学研学体验、中
老年健康一日游等内容。

“游客来参加旅游节，我们首先会向
大家科普各种中草药。园区里有100多种
中草药，好多都是人们听说过但没见过
的。”在各种恣意生长的中草药前，孙
良君如数家珍，“听说过六味地黄丸吧，
这就是里面的地黄。那边的是紫花地丁，
可以清热解毒。这是救心菜，也叫‘金不
换’，可以活血化瘀……”

品尝药膳，也是精心准备的项目之一。
漂着油花的汤水里，面条交错，味道鲜香引
人垂涎，这是用罗布麻制作的面条。再看那
簸箩里的花卷，取材竟是桑叶。中草药膳食
全宴，一经推出便受到热捧。

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与休闲旅游结合，
孙良君还策划了独具特色的研学之旅。

换上粗布衣，背起小竹篓，中小学生
摇身一变，成了“小神农”。折一株鼠尾
草，采一片救心菜，识百草、辨百草、尝
百草后，还能移栽中草药苗木、缝制中草
药香包、制作中草药面点。别具一格的研
学课程，在寓教于乐中，让孩子们了解传
统中医药文化。

过段时间走进神然，还能一赏中药材
花海美景。葱郁绿叶间，金黄的花儿次第
绽放，微风拂过，婆娑起舞，在如镜蓝天
的映衬下，是让人心旷神怡的绚烂美景。
这是园区今年发展的几百亩洋姜种植基

地。
“洋姜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浑身都

是宝。洋姜花长得漂亮，极具观赏价值，
还有丰富的营养，可以被制成花茶饮
用。”孙良君说，“除了洋姜花，洋姜的春
芽也可以制茶。收获的洋姜块茎，破壁成
粉后，也能制作成各种面食。”

既可以采花制茶，也能品尝地道的洋
姜美食，随着休闲娱乐内容的丰富，这个
秋季，沧县神然现代农业园区要成为不少
人的“快乐老家”。

黑科技 好体验
农业“迪士尼”刷新农业观

没有土壤、不用药剂，植物也能健康
生长；管道里、墙面上，没有植物的根扎
不到的地方；长在树干上的菠萝蜜、像宝
塔一样吊坠的香蕉，“南方朋友”在北方
棚室也能结出硕果……沧州印象·大运河
生态文化现代农业园区，则立足“休闲农
业提升”主题，以现代农业的“黑科技”
赚足关注。

从市区南行不过 20分钟，就到达了
沧州印象·大运河生态文化现代农业园
区。一进园区，两座透明温室映入眼帘。

“智能温室实现了温、光、水、肥全
自动远程控制，能为植物生长营造最佳环
境。这里是青少年研学的‘主场地’，能
让孩子们近农、亲农，感受现代种植技术
的魅力。”园区研学部负责人张萌介绍道。

进入1号温室——现代农业馆，各式
各样的无土栽培模式让人大开眼界。植株
随着滚筒式栽培架缓慢滚动，在营养池里
汲取水分和养分；A字架上栽培的植株，
则靠架背的喷雾维持生长；帆船造型的管
道栽培模式为种植平添一份童趣……蔬菜
无土栽培及鱼菜共生、生态景观等高科技
种植模式，刷新了孩子们的农业观。

转到2号温室——自然科学馆，内涵
更加丰富。这个场馆依托中国农科院科学
家平台与科研成果而建，以农业科技为主
题，配套种子、植物、生命、昆虫等多领
域研学课程，为孩子们打造有场景、有故
事、有体验的农业科技“迪士尼”。

进入序厅，物联网展示大屏上，“植
物工厂”的温湿度、光照等各项数据一目
了然，大数据下的农业种植井然有序。

科学育种实验室中，植物种子琳琅满
目。在这里，孩子
们可了解不同种质
间的区别，进行种
子生命力的检测实
验。

来到智慧种植实验室，还能体验一
把“农业技术员”的日常。按照标准将
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液配比好，再为它
制作“落脚”的营养盒，最后把小苗移
栽进去……孩子们可以把植物生长盒搬
回家，观察生长过程，也可以寄放在园区
里，由工作人员代养。

在营养科学实验室烘焙蛋糕、制作沙
拉，也是备受欢迎的一环。体验从一粒种
子、一棵小苗到餐桌美食的转换，孩子们
在感受农业高科技魅力之余，还能体会粒
粒皆辛苦的不易。

发力休闲农业提升，目前，园区北侧
的坑塘，正在被建设成休闲渔业观光基
地。届时，孩子们可在这里垂钓、烹饪淡
水鲈鱼，还能玩转水上航模，亲水活动丰
富多彩。

“依托现代农业园区这个优质平台，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三产融合示范基地。以
一产种植、养殖为基础，继续深挖休闲农
业的潜力，向农业研学、马术研学、科技
研学等方面延伸，让大家在休闲娱乐的同
时，丰富科学知识。此外，我们还与市农
科院合作，打造‘五园两室一平台’。科
研人员可在园区的实验田里进行科技实
验，我们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推广，
还要将更多前沿科技通过研学项目分享给
孩子们。”园区总经理黄业振说道。

住民宿 赏特菜
运河岸边诗意田园乐陶然

住在运河岸边，清晨，便能踏上堤顶
路，看缕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
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沿着岸边散步，这
样的惬意生活，你想体验吗？

今年，在青县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
随着民宿小院项目的启动，不少游客已感
受过这样的诗意田园。

“这些年，休闲农旅一直是我们园区
发展的重点。今年，除了搞好农业种植，
我们充分利用邻近运河的优势资源，在农
家特色上做文章，先期建设了两个民宿小

院。目前，已吸引了不少游客来住宿、游
玩。”园区负责人李志彬笑着介绍。

白墙、青瓦、红门，来到民宿小院，
古朴的外观让人眼前一亮。推门而入，宽
敞的院落、整洁的卧室、一应俱全的厨
卫，处处洋溢着“留客”热情。

“游客来了，啥都不用管，拎包入
住。一日三餐，可以在咱园区就餐，也可
以自己采摘蔬菜瓜果烹饪。没事儿时，就
去河边遛一遛，别提多舒服了。”李志彬
说，前段时间，有户天津人家在这里住了
半个多月。

除了去运河边休闲，园区里的趣味景
点也不少。

运河湖，便是热门景点之一。这是在
旧坑塘基础上打造的一片开阔水面，因靠
近运河，取名为运河湖。游客可泛舟湖
中，在日落时分体验“渔舟唱晚”的诗情
画意。

蜿蜒流淌的运河水，默默滋养着这方
水土，还孕育出了清甜脆嫩的果蔬。

“菜博园”也是备受游客欢迎的打卡
地之一。这个“蔬菜大观园”里，种的是
市面上不常见的几百种“特菜”，享有

“七色异果八十郡，一桌餐遍三五国”的
美称。

饱了眼福，还要饱口福。午餐时分，
水果黄瓜、樱桃西红柿、青红彩椒……带
着露珠、可蘸酱生吃的几十种蔬菜“鱼贯
而入”，摆满餐桌。葱翠间红黄点缀，十
分赏心悦目。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司
马蔬菜宴”。

“吃得好，也能带得走。棚里的羊角
脆是我们特意直播种子、精心管理的，是
地地道道的‘老味道’，更加脆甜可口。
果园里，梨、苹果等正是成熟旺季，树熟
现摘的滋味不一般，可以带回家和亲戚朋
友分享。”李志彬说。

如今，走进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品特
菜、赏美景、乐采摘、住农家，已经成为
一种休闲旅游的新趋势。“‘十一’假期，
欢迎大家来园区休闲，咱运河沿岸的风
光，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他热情邀约。

农区变景区
争当“绿富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施境学 王 琳 殷汝松

长在空中的植物长在空中的植物

“植物工厂”里的种植“黑科技”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和综合效益的不断上涨，草莓已成
为我市不少农户广泛栽培的经济作物。金秋九月，是定植草莓
苗的黄金时期。在运河区丰成农庄新建的大棚内，工人们忙着
整地、铺管、栽种，新一季草莓秧苗陆续完成定植。

张梦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