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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村集体增收无门等诸

多问题，孟村回族自治县

牛进庄乡在做活盐碱地经

营、促进村集体增收上谋

变，以“两委”班子战斗力

强的赵庄子村为试点，创

新集体经营“一块田”模

式，走出了一条党支部领

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

体种田、村民增收的盐碱

地经营新路径——

搭上电商快车搭上电商快车
菜籽俏销四方菜籽俏销四方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 徐明佳

“双十一”过后，韩阔更
忙了。某电商平台网店里，提
示消息不断，又有顾客下单
了。他赶忙把需要配货的订单
整理好，再根据单子配好一袋
袋菜籽，装袋、封口、贴上快
递单……忙而有序。

22 岁的韩阔是南皮县南
皮镇人，大学毕业后，并没有
像其他同学一样给别人打工，
而是选择自己创业，一头扎进
了电商行业。一袋袋看似不起
眼的菜籽，正是他在网上卖的
商品。

“我家销售菜籽多年，选
择这个领域，也是因为对产品
的种类和品质都非常熟悉。”
说起从业经历，韩阔打开了话
匣子。

投身线上渠道，则是源于
看好网络销售。

“这些年，线上购物的人越
来越多，现在，除了年轻人，
就连孩子和老人，都爱在网上
买东西，客户群体比较广。”大
学毕业后，一直想自己创业的
韩阔，觉得电商销售大有文章
可做。“不仅如此，由于电商势
头红火，近年来，线下种子店
越来越少，人们想种上两畦
菜，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种子。”

抱着干一干试试的想法，
今年3月，他开起了网店。

“当时也比较了不少线上
平台，经过考察，还是觉得这
个平台的受众广、人气旺，发
展机会应该更好。”搭建起网
店，上新菜籽产品，韩阔风风
火火干了起来。

不过，不同于线下推广主
要面向菜农和种植基地，将店
铺开到网上后，韩阔主要瞄准
的是庭院种植户和阳台种菜爱
好者。

“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食
品安全，又向往田园风光，自

己在阳台上用泡沫箱种菜的不
少。种菜不仅带来了快乐，也
带来安全感，想吃的时候，随
手割一把，既干净又方便，省
钱、省事、省力。”韩阔说，
几平方米的阳台，被不少人打
造成了一方生机勃勃的菜园，
种上生菜、香葱甚至是西红
柿、辣椒等蔬菜，既美化了阳
台环境，又增添了生活情趣。

不同于规模化种植要考虑
产量、抗病性、耐运输等多方
面都合适的菜籽，阳台爱好者
们主要关注品种是不是新奇、
生育期长短。为此，在店铺上
新时，韩阔着意选择了意大利
生菜、奶油生菜、水果黄瓜、
白黄瓜等既吸引眼球又颇受欢
迎的品种。

为了维护网店的信誉，他
们销售的菜籽，大多是经过试
种后，认为不错的。在商品详
情页，顾客还能看到他们实际
拍摄种植过程后精心制作的小
视频，了解一粒种子从下种到
长成、收割的过程，既真实可
信，又有示范性。“把好菜籽
的质量，也能减少我们的售后
问题。为了让大家都能种好蔬
菜，我们还在线上提供技术指
导服务，随时为顾客解答种植
疑问。”

细心经营、用心服务，网
店的销量连连攀升。别看才半
年多，网店的销量已达到 10
万+。不仅如此，他家的菜籽
还顺着网线远销到新疆、西
藏，甚至漂洋过海卖到了国
外。

“除了销量增多，顾客的
好评也给了我们不少信心。接
下来，我们还要筛选更多新
奇、合适的品种进行推广，还
计划配套销售土、肥等其他产
品，提供更优质的线上服
务。”韩阔说。

“为了保证大棚温度，可
以采用双层保温措施，加盖
地膜或者在弱光区设置反光
膜……”气温越来越低，设
施农业生产进入关键期。近
日，运河区“村支书宣讲团”
成员、小王庄镇何家场村党支
部书记任清树，第一时间把冬
季大棚管护技术送到地头。

任清树年近 60岁，在地
里摸爬滚打多年，就好钻研农
技，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

“过两天要降温，任书记
讲的，正是我们关心的。”一
位种植户说道。

据了解，为强化农村理论
武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运
河区结合农村党员群众每月

“议事学习日”制度，广泛开展
“讲故事 学理论 促振兴”主题
活动。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书
记宣讲团作用，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理论宣讲，让村民足不出

户学技术、学政策、学理论。
今年以来，开展宣讲 120 余
场，实现全区村级宣讲全覆盖。

“把党的理论课堂送到农
业园区中来，打造农业宣讲实
景课堂，通过实地参观、主题
分享等形式，让我们更好地理
解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中发挥
的作用。”运河区高绿农业产
业园负责人常倩说。高绿农业
产业园是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
转型的代表，目前形成了集葡
萄、草莓、蔬菜等多品类种植
的绿色农业园区，已发展为乡
村振兴的“活课堂”。

下一步，运河区将在开展
基层党组织书记宣讲的同时，
持续扩大理论宣讲覆盖面、丰
富宣讲内容、灵活宣讲形式，
通过开展寻找“运河新农
人”、建设“农家读书角”等
措施，让党的声音飞入乡村百
姓家。

近日，东光县找王镇前东村的菜园里，一片片大白菜长
势喜人，不管是大块菜地，还是小菜园，今年都喜获丰收。
农户们忙着砍白菜、运输、装车，丰收景象的热火朝天和初
冬的寒意形成了反差。近年来，找王镇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不仅丰富了附近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菜农的钱袋
子。 田俊荣 张梦鹤 摄

村级宣讲全覆盖村级宣讲全覆盖
实景课堂促振兴实景课堂促振兴
■ 本报通讯员 史飞飞 潘秋宇 本报记者 张梦鹤

一亩地能得949块钱，原先哪
有这旱涝保收的好事儿！

驶入孟村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赵庄
子村，路两侧的农田里，麦苗已钻出了
头，寒风掠过，绿意跳跃，向来客展示
这片土地的新生。

来到村里，眼中所见，又变成了火
热的红。“庆丰收 赞和美”的舞台火红
喜庆，红绸带踩着鼓点热情飘舞。看到
村党支部书记赵立华拎来一兜兜百元钞
票，人人红光满面。

这一天，对赵庄子人来说，无异于
过年——赵庄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举办
首届分红大会，一大早，将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的人们就来到了村“两委”。翘首
期待中，就算寒风料峭，也没人在意。
庆丰收、领钞票，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去年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时，流转费
已经打到了俺卡上。无论好地孬地，一
亩都能得 600 块钱。没想到，过了一
年，每亩地还能再得349块钱分红。”8.8
亩地，一年总计收入8350多块钱，70岁
的村民赵连根笑得合不拢嘴。

“不种地也有钱收，原先哪有这旱涝
保收的好事儿。腾出空来，给村里打扫
卫生，一天还能赚 40块钱呢。”另一位
村民抢过话头。

“原先自己种地，刨去个七七八八，
一亩地能落下600块钱就不赖。”村民蔡
俊兰也深有感触，“都是盐碱地，有的地
还浇不上，只能看天吃饭。要是秋播前
不下雨，就种不上麦子，只能等着种一
季棒子。其实家家都有买卖，种上也没
啥精力管。”

去年，听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要种
田，蔡俊兰果断将家里的 5亩多地交了
出来。“真没想到，合作社比俺自己种得
还在意。今年这么旱，他们还想着法把
小麦播上了。”

“这是头一回，从地里见到了这么多
回头钱。”签字领钱，村民赵金录比旁人
多一份高兴。“做着个买卖，哪有空管
地？交给集体种，这不相当于白捡了
7000多块钱嘛！”

“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总共收入72
万多元，刨去给大伙儿分红的钱，村集
体也能收入29万元。”人逢喜事精神爽，
作为“领头雁”的赵立华，也兴奋不已。

他说，赵庄子是个典型的农业村，
村里可耕种土地有1800亩。但由于多是
盐碱地，再加上人们外出务工、经商，
闲置的土地不少，就算种上了，收入也
少得可怜。去年 10月，经过商议、表
决，赵庄子村“两委”决定由党支部领
办股份经济合作社，整合全村土地资
源，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精细化管
理。每亩地付给村民 600元流转费，两
季收成后再进行四六分成。

“当时提出这个想法，也有不少人质
疑。经过一年实践表明，集体种田，不
仅能让闲置的土地重焕生机，还给大伙
儿带来了收益，也鼓起了集体的钱袋。”
赵立华骄傲不已。

不断新增的种植面积，便是有力证
明。去年10月，合作社流转了全村1180
亩土地。再到今年夏播时，耕种面积增
加到1300多亩。看到合作社种地“挺靠
谱”，这段时间，又有十几户村民找来，
主动要签土地流转协议书。甚至还有村
民已经播完了这茬冬小麦，又改变主
意，把土地流转出来。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流转了 1550
亩土地。明年，我们计划实现全村土地
流转，让更多盐碱地变成分红田。”赵立
华信心十足。

盐碱地的出路在哪里？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集体耕种“一块田”。

分红现场，赵庄子村的男女老少喜
气洋洋。早早就来到现场的牛进庄乡党
委书记吴世玺，也被这份喜悦感染，满
是笑意。

“赵庄子村是我乡由党支部领办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

‘排头兵’，率先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村
集体发展蹚开了新路。”吴世玺说，牛进
庄乡现有耕地 7 万余亩，多数为盐碱
地，农业收入低、抗风险能力弱，村集
体经济相对薄弱。他自2017年调入牛进
庄乡担任副乡长，便主管农业生产。这
些年，一直谋划着怎么盘活沉睡的盐碱
地资源。

“早在前两年，向上级申报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项目时，我们就萌生了规模化
经营土地的想法。乡里有养殖产业，如
果种植业跟上，除了能收粮，秸秆还可
以用作饲料，养殖粪便也能做肥还田，
全乡的农业产业就循环起来了。”

为此，他多次带领各村党支部书记
外出考察学习，明确了“依托新型经营
主体，整合盐碱地，大力发展合作经
济”的原则。

“整合盐碱地，把小田变成大田，首
先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地块间相隔的
沟垄被平整，可耕种面积随之增多。规
模上来了，成本反而降低。”吴世玺说，
单户分散种植，特别是收割时，村民领
着收割机满地转，既浪费了时间，也增
加了成本。成方连片收割，不光省时高
效，每亩地也比农户单收要便宜30元钱。

由“碎片地”变“一块田”，怎么经
营是关键。多番讨论后，牛进庄乡把目
光瞄向了“抓党建、促振兴”。最终，确
定了由党支部领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规模化、机械化、精细化经营的增
收模式。

“强化党建引领，是为了改变‘守着
金饭碗，看着别人用，集体没饭吃’的
问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党支部书
记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村‘两委’建
立常态学习机制、弄懂吃透各级关于乡
村振兴的文件精神，党员和代表积极出
谋划策，缺一不可。”吴世玺分析道。

不仅如此，充分利用阳光村务
“322”工作机制抓党建，对于重大事项
的议事决策，采取“党员提”“两委商”

“村代决”的工作程序，对于议定的重大
事项，由村委会具体执行，村监会全程
监督，并对议定内容和实施结果全程公
开。

去年 10月，“两委”班子战斗力、
凝聚力、号召力强的赵庄子村，成了牛
进庄乡集体经营“一块田”的试点村之
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发挥了党
支部的引领作用和集体智慧优势。”赵立
华深有体会，“种田不仅只是村‘两委’
成员的事，村民代表和网格员更是全力
支持，无形中又增加了党支部的凝聚力
和战斗堡垒作用。而且合作社对运营全
过程和账务等充分公开，接受群众监
督，也能凝聚更多力量。”

今年春灌时，赵庄子村“两委”班
子成员、村民代表、网格员等轮流盯在
地头撒化肥、铺水龙，只用两三天，全
部麦苗解了渴；玉米播种季后正逢高温
天旱，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们齐上
阵，有的在河边盯着下泵，安装扬水管
道，有的在地头忙铺水龙，顶着烈日遍
浇每一块田地，一天从早晨 5点忙到晚
上7点。

小麦平均亩产 350多公斤，
玉米每亩地收获 1050多公斤鲜
槌……通过党支部引领合作社，
集体耕种“一块田”，两季下
来，赵庄子村共收入 72 万多
元，这才有了分外热闹的分红场
面。

如今，牛进庄乡另有 8个村
庄也走上这条发展道路。“土地流
转后，不光亩均增产20%，机械化
作业成本和农资成本还分别降低了
10%。明年，我们将在全乡22个村全面
推进，并鼓励各村探索适合自己村情的
增收模式。”吴世玺十分期待。

盐碱地如何多打粮？科学种田
“良种+良法”全程护航

集体耕种“一块田”带来的新气
象，不只是经营主体的改变。

众所周知，盐碱地瘠薄，再加上大
田生产看天吃饭，地里刨食可不容易。
为何赵庄子村“两委”接手耕种后，能
交出这番喜人的成绩单？

答案，还要去地头上寻找。
随村委会副主任赵桐和中化现代农

业 （河北）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化
MAP）的技术人员走进麦田，只见他们
拿起铁锹，分别在不同地块铲起一簇麦
苗。

“你看，两簇苗子，对比挺明显。这
一簇苗的根部已出现暗褐色茎基腐病
斑，来年得注意防治。瞧，根上的种子
没包衣，应该是农户种的，而且地中茎
过长，说明播得深了。这类麦苗在出苗
时消耗的营养多，抗冻能力弱，冬春得
注意管理。”公司技术主管王云龙一边比
量着根部，一边说道，“再看这一簇，种
子包衣了，是咱村合作社种的，是不是
根部白净，没有病斑？而且播深适宜，
根部粗壮、毛细根旺，这样，苗株营养
充足，来年春天，能跟上生长需求，后
期抗倒伏能力也强。”

“种子包衣、播种深度，还有地温墒
情、病虫害防控……坚持科学种田，哪
一个环节都大有门道。这一年来，我们
可学到不少呢。”赵桐连连称赞。

没错，科学种田，管理理念和模式
的巨变，便是赵庄子村走上丰收路的密
码。

去年10月，赵庄子村决定集体种田
后，就和中化MAP建立了合作关系。由
公司提供“良种+良法”为核心的全程
种植解决方案，护航种植之路。

“我们乡敢于大面积盘活盐碱地，也
是因为结识了会种田的 MAP 这个朋
友。”吴世玺说，中化MAP给村里配备
了专业农艺师，是农学毕业的大学生，

种地比“老把式”还有经验。“今春浇第
一水时，农艺师耿立宫根据地温湿度等
综合判断，比往年晚浇了几天，但麦田
长势更好。”

科学种田，不只照顾好当下，还着
眼于未来。

走入另一块麦田，白色展示牌醒
目，写有婴泊 700、衡 4399等字样。再
瞧地面，高低不平，被开成了一排排低
垄，而麦苗，则长在垄的两侧。

这里，是赵庄子村探索更适合盐碱
地种植模式的实验田。

“展牌上写的是小麦品种，今年，我
们试种了 6个耐旱品种，同等管理条件
下，看看哪个更适合咱这边。”耿立宫介
绍道。

而起垄种麦，则是在实验免耕播种
技术。

“所谓免耕播种，就是收了玉米后，
不再另外深翻、旋耕，而是直接播种小
麦。”耿立宫说，免耕播种，是一种保护
性耕作技术。“以往收完玉米，至少要深
翻一遍、旋耕两遍，在这个过程中，蚯
蚓等益虫就被刀片打死了。免耕播种，
可以减少对蚯蚓的威胁，还能减少生产
过程中的碳排放，省时、省工、省力、
省钱。”

不仅如此，免耕播种后形成的低
垄，能起到保温作用。垄间的小沟，还
能积聚雨水、减少蒸腾，在一定程度上
保墒。

“实行免耕播种技术，小麦年前出苗
也许不会很好，但是来年春天返青期，
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能力强了，苗子就
壮起来了。根据大数据分析，后期，还
能起到抗倒伏的作用。”耿立宫说。

专门针对盐碱地改良的实验，也
在有序进行中。今年，他们分别从种
子包衣、施入化学调理剂、微生物菌
剂改良等 3方面入手，打造了实验田，
除了明确改良成本、探索不同方法的
改良效果，还将对产出粮食的品质进
行检测，寻找更具有性价比的盐碱地
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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