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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润乡土文明润乡土 新风拂心田新风拂心田
新华区芦家园村以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穆 尚 徐 倩

近日，新华区小赵庄乡芦家
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热闹不
已，一场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
民革除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的
宣讲，吸引了不少村民。

活动现场，宣讲员用接地气
的语言和身边典型事例介绍了移
风易俗的重要性，向村民们讲述
不良习俗和传统陋习带来的危
害，引导大家践行文明、健康、
科学的生活方式。村民们听得认
真，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村规民约是农村基层治理的
重要载体，也是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的“操作指南”。为
此，芦家园村坚持党建引领，近
年来不断完善村规民约，涵盖了
红白事简办、村容村貌、邻里关
系等多个方面。

“大家有了统一的行为准则，
出现纠纷不急躁，比对村规民

约，心平气和商议解决，邻里之
间更和谐，幸福感也更强了。”村
党支部副书记齐春生深有感触，

“最近，我们也在进一步完善红白
理事会的组织架构及红白事简办
章程，后期还要充实到村规民约
中，由党员干部带头执行，营造
更加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

他说，过去村里有红白事，
乡亲们东挪西借也要讲排场、摆
阔气，谁家都不愿被比下去。“一
桩事动辄摆几十桌酒席，也不限
烟酒，操办下来要花好几万元，

外出打工挣的辛苦钱就这么白白
浪费了。”

看着大操大办让村民叫苦不
迭，2015 年，芦家园村“两委”
决定向陈规陋习开刀。为了引导
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村“两
委”召集组织协调能力强、德高
望重的人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
统筹协调、制定工作制度和以身
作则，引导村民摒弃陈规陋习，
弘扬优良传统，全面推进移风易
俗。

“有了理事会，我们循序渐进

推行红白事简办，党员干部带头
执行。老规矩少了，一场事情办
下来，不光省钱，心也没这么累
了。”如今，在芦家园村，操办白
事，只是至亲家属戴孝，白布用
量缩减，不光减少了浪费，也节
省了成本。取消歌舞表演，帮忙
的人全部用大锅菜招待，不上
酒、少用烟。办事当天，控制吃
席人数，正席不超 20桌，大吃二
喝的现象也少了。

“不光白事循序渐进减了下
来，现在就连红事也从3天缩减到

了1天。控制酒席标准，在村里办
事，一桌席不能超过350元，既减
少了攀比心理，又节省了时间。”
齐春生说道。

如今，文明新风浸润着芦家
园村。村民们不断转变观念，提
高文明素养，为乡村面貌提升注
入文明活力。

“移风易俗是涵养文明乡风的
‘催化剂’，也是乡村振兴的‘助
推器’。下一步，我们要以芦家园
村为试点，持续开展移风易俗活
动，继续创新宣讲形式，用好各
类载体，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常态
化、多元化、创新化，让移风易
俗小改变，助推乡村振兴大文
明。”小赵庄乡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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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几亩地，年轻人在外打工，没时

间耕种；老农户自种自收，粗放管理效益

低下……“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是盐碱地

上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让这样的农户小生

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里，渤海新区黄

骅市齐家务镇分类探索土地流转、土地入

股、居间服务等多种经营模式，进一步激活

资本、技术等要素，增强现代农业在盐碱地

上的发展动能——

刚送走一批采摘的游客，没
歇一会儿，沧高采摘园内，负责
人王利平又听见有人来了。“来
啦！”边应着，她边走出屋迎
接，热情十足地把人领进了温
室。

眼前，火龙果树排排站，一
片片绿背景下，粉嘟嘟、红彤彤
的火龙果甚是醒目。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现在
大红火龙果正熟，还有少量的双
色、白水晶，市面上可没有这品
种。”看到一个个色泽鲜艳的果
实，王利平脸上满是自豪。

只见她摘下一个果实，熟练
地剥开了皮。与常见的红心火龙
果不同，这个果实的肉是花色
的，粉白相间，看着嫩嘟嘟。

“这个果肉别看色浅，也挺
甜了。”“在树上现摘的就是不一
样，口感软糯，滋味更足。”游
客们边吃边赞，停不下嘴。

“那肯定不一样。咱这棚里
用的都是农家肥，也不打膨大
剂。火龙果不招虫，不需要用药
防控，所以都是原生态种植的，
更不会催熟。”她越说越自豪。

王利平说，正是由于这生态
品质，自打采摘园的火龙果进入
成熟期，每天，她都要接待好几
拨游客。

“自从决定种植火龙果，我
们就想着从品种和品质上下功
夫，觉得肯定有市场。”她说，
七八年前，她和丈夫在外经营饭
店，一次偶然机会，看到电视上
介绍火龙果种植，当时就觉得十
分新奇。

“火龙果是南方水果，那时
候，别说种植了，就连市场上卖
的都不多。”一直想从餐饮业转
型的夫妻俩，活泛了心思。

四下打听，听说北京有火龙
果种植基地，两人兴致勃勃地就
去了。考察了一圈后，与他们一
同回乡的，还有1万多块钱的火龙果苗。

“我们买的都是红心火龙果，正好老家有一个闲
置大棚，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上了。”王利平的老
家在沧县汪家铺镇高庄子村，这里多是盐碱地，一般
的作物都不老实长。为了帮助火龙果更好地安家，他
们特意进行了测土，还施肥改良了土壤。

为了让苗子茁壮成长，用温室来模拟火龙果喜欢
的气候，尤其是到了冬季，温度一定要提上去，才不
会让它被严寒摧残。

精心侍弄了一年，没想到，还真结果了。这一
下，两人就有了信心，又着手扩建了一个温室。

考虑到从北京引入的品种比较老旧，还需要人工
授粉，王利平不断在网上搜索，寻找更新奇的火龙果
品种。

“越新鲜越好，咱们走采摘，图的就是一个鲜。”
在网上搜到南方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他们就实地考
察，引来种苗试种，觉得合适了，再扩大嫁接范围，
一点儿一点儿，把过时的老品种淘汰。

如今，除了普通的红心火龙果，采摘园里还有双
色、粉加、黄龙、白水晶、燕窝果等多个特色品种。

“黄龙果是果皮黄色、白果肉，现在市面上卖得
不多。燕窝果更是少见，它的果肉是透明状的，因为
形似燕窝得名，一年只出一茬，产量低。”有特色，
赢得好身价。如今，他们的燕窝果一公斤能卖到100
元，其他品种一公斤也能卖到二三十元。

让游客乐于买单的，除了这份特色，还有果实的
绿色品质。

“以品种吸引人，用品质留下人，无论什么时
候，品质都不能丢下。”王利平直言，选择种植火龙
果，也是因为其不易染虫害，几乎不需要用药防治，
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药残问题。每年，他们还要从周
边养殖场收购羊粪、牛粪等，腐熟一年后，在年底遍
施到大棚里。平常管理时，更是定期喷施营养剂，补
足营养，坚持让火龙果在树上自然成熟。

“自然成熟的果实别提多香甜了，皮薄肉厚。游
客来了，有的在地头上就忍不住吃上了。”

平日里，王利平没事儿就在短视频平台宣传采摘
园，吸引了1万多粉丝的关注。寻着新鲜气儿来的人
们，都被这高品质果实俘获，成了王利平的老顾客，
每到成熟季，或亲自来采摘，或在网上下单。

如今，除了火龙果这个“人气王”，王利平还在
棚里种上了香蕉、木瓜，在露天栽上了甘蔗、无花果
等多种特色果品，也都是按照原生态模式进行管理。

“现在，甘蔗也能采摘了，不论是黄皮的，还是
黑皮的，都特别甜。欢迎朋友们到采摘园做客，感受
不 一 样 的 田 园 风
光。”王利平热情邀
约。

谁来种地？
整合资源多样经营

前两天，平日里安静祥和的
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镇西北
村，着实热闹了一把。“农事服务
360+”项目分红现场，一派喜气
洋洋。

“卖了秋粮，我们就抓紧核
算，最终算出每亩地两季总共能
给大伙儿分 231.5元。这样一来，
算上每亩地600元的保底金，就算
不种地，农户每亩地也能收入
831.5元。”黄骅市信康农业科技
公司负责人于文举说道。

原来，这个村的大部分农
户，都参与了齐家务镇西北村集
体组织的“农事服务 360+”项
目，将土地交由专业公司统一种
植、管理，通过保底加分红的形
式，实现了旱涝保收。

据了解，在齐家务镇，“农事
服务 360+”项目覆盖了西北村、
二科牛村、小王庄村的 3295亩盐
碱地，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从村
民手中收储土地后，与中粮贸易
公司农业发展分公司合作，委托
黄骅市信康农业科技公司与各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种植农作
物、与西北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合
作进行粮食烘干及销售。

在项目中，农户除了以自有
耕地经营权入股获得600元保底和
纯利润的 50%分红、对农事活动
进行监督外，还能到基地参与生
产管理，再赚一份薪金。

不同于“农事服务 360+”模
式，齐家务镇同西村、同东村和
闫北村，则通过土地流转，让盐
碱地焕发新生机。

“有了规模更便于经营，科学
管理能带来更好的收成，这是村

‘两委’班子的共识。”同西村党
支部书记程春林说。

为了给村民争取最大化利
益，同东村、同西村、闫北村将
各自村的零散土地整合起来，进
行了“捆绑”流转。截至目前，
以每亩地 600元的价格，3个村共
流转出土地1万余亩，形成规模化
高粱种植基地。

于文举作为大科牛村的党支

部书记，也没少考虑自村盐碱地
的出路。在大科牛村，无心种植
的中青年，可将土地流转给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经营。对于
目前还有种植意愿的老年人，村

“两委”根据化零为整的原则，创
新出居间服务模式，即由村“两
委”充当“桥梁”，统计村民们的
农资、农机使用需求，通过黄骅
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招标，
集中采购农资、雇佣农机。

“老人们种了一辈子地，有个
好收成是最大的愿望。”于文举
说，留守村里的老年人经常为外
出买农资犯难，有来村兜售农资
的，又担心存在质量问题。

为解决这个难题，经村“两
委”研究，决定由村民自愿报
名，村“两委”提供居间服务，
通过黄骅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招标，统一采购种肥、商谈农
机服务，进行集中管理。

“通过居间服务，把农户及零
散的土地整合起来，实现了与优
质资源的有效链接。”为了把好事
办好，大科牛村“两委”指定专
人实时跟进，提前找好存放的仓
库，只待所有农资到位后，由村
民凭票付钱将农资拉回家。

这种居间服务的模式，既将
零散的种植需求化零为整，又让
村民足不出村就买到了便宜农
资，省钱、省时又省力、省心。

怎样种地？
创新管理节本增效

走进西北村的地头，农田一
望无边、土壤平整松软，显然已
被悉心“打理”过。

“秋收后比较旱，墒情不足，
我们就没种小麦，这两天抓紧把
土地旋耕了一遍，等到开春好种
玉米。”于文举对于西北村的这片
土地再熟悉不过，“别看只种一
季，采用科学种植模式，效益照
样不差。”

于文举的信心，来自于“农
事服务360+”联合生产模式。

他说，有项目作依托，专业
化队伍和河北省农科院零成本为
公司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因地
制宜选择抗旱、耐盐碱、高产量

的玉米品种，采用大垄双行、一
穴双株等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生
产零风险。

“不同于一般农户，我们的春
玉米多在 5月 20号以后播种，这
样就能避开春季卡脖旱的问题。
采用大垄双行、一穴双株的模
式，亩株数能达到 6000多株，保
证田间通风透光的同时，还将产
量提升。”于文举说，近两年，这
里的青贮玉米亩产可达3吨半，如
果收粮食，玉米亩产量可达600公
斤以上。

“农事服务360+”项目还为粮
食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加
持。秉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原则，对盐碱地进行测土配方施
肥，同时，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对
机械设备进行优化，通过飞防植
保、水肥药一体化等新技术，提
高了管理的精度和效率。

“规模化经营后，管理成本也
大大降低。一年下来，翻、种、
收等环节至少要用上8次农机，每
次作业成本至少节省 10元，收割
作业甚至能省上四五十元。还有
肥药的花销，也降低不少。”于文
举说，化整为零在增效的同时，
还大大实现了节本。

农田另一边，就是西北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起的粮食烘
干塔及晾晒场。

“协助整合土地，西北村集体
组织可获得每亩地 30 元的服务
费。发展粮食仓储、烘干等服
务，他们还能再获得一份经营性
收入。这些粮食统一卖给中粮，
每公斤价格比农户单卖要高出 0.4
毛钱，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增效。”
于文举说，这样一来，村集体和
企业获利，给到农户的收益也较
以往基本持平，但是省心省力、
解放了劳动力，实现了三方共赢。

“整合零散土地发展现代化经
营，既解决了土地分散的问题，
又解放了劳动力，避免了土地撂
荒。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农户和
现代化农业有机衔接，进一步提
高土地价值，助力农户增产增
收。”对于土地整合的影响，程春
林也感触颇深。

他说，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公
司后，同西村立足村庄实际，收

取每亩 30元的土地代管费用，增
加了集体收入。原先，上了年纪
的村民种地变得越来越难，抗风
险能力也弱，如今，由农业公司
统一流转后，收入变得稳定。参
与土地流转的年轻村民，也都有
了“第二职业”，有的进厂打工，
有的创业致富。

“把大田流转出去后，村民们
有了更多精力，还有户家专心侍
弄自家的桃园、红薯地，把特色
农业发展得红红火火。”程春林笑
着说道。

如何持续？
抱团发展携手前行

走进齐家务镇乡村振兴党建
联合体产教融合直播基地，旱碱
麦面粉、面花，果蔬挂面、蝴蝶
面以及冻干冬枣等商品齐整“列
队”，好似在告诉来访者，虽然盐
碱地贫瘠，但产出品亦丰富十
足，别有风味。

另一边，于文举熟练地摆好
灯架，固定上手机，打开“齐家
务镇乡村振兴联合体”的直播
间，娴熟地和网友们打起招呼。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我们齐家务镇聚馆冬枣，又脆
又甜，听，咬上去嘎嘣脆，吃起
甜如蜜……”伴随着他的推介，
直播后台订单涌来。于文举一边
直播，一边为客户打包冬枣，忙
得不亦乐乎。

“盐碱地上的优质特产不少，
怎么把好产品卖出好价格，我们
还是想从整合资源、寻找出口上
做文章。”于文举说，今年 4 月

底，他和齐家务镇几位村党支部
书记参加培训时聚到一起，在齐
家务镇党委的引导下，萌生了成
立党建联合体共同发展的想法。

“联合体以旱碱麦全产业链纵
深发展为目标，首批由大科牛、
西北、后韩等8个村发起成立，在
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农产品种
植和加工上推进各村深度融合，
打造出集区域共治、平台共建、
产业共推、集体共赢于一体的平
台。”5月 20日，齐家务镇举行乡
村振兴党建联合体揭牌暨旱碱麦
全产业链发展签约仪式。

仪式上，齐家务镇乡村振兴
党建联合体还与沧州市农科院及
培训、物流、加工等多个单位和
行业签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框
架合作协议，着力推动旱碱麦产
业实现选种、种植、管理、收
获、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
展，大力提升旱碱麦品牌影响力
和产业附加值。

齐家务镇乡村振兴党建联合
体成立后，相继举办了文化演
出、大学生农商直播大赛、全媒
体联动直播及消费助农志愿服务
活动、特色农产品推介会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大大叫响了盐碱地
土特产的知名度。

“我们不断挖掘优质农产品、
进行线上直播、分析数据总结经
验，就是希望能通过资源整合及
线上线下的互动，为盐碱地找到
更广阔的出口。接下来，我们还
计划组织系列培训，提高农户们
的种植、销售等专业技能，让更
多小农户接轨大农业。”冬闲人不
闲，于文举说出下步打算。

盐碱地化零为整盐碱地化零为整盐碱地化零为整
小农户接轨大农业小农户接轨大农业小农户接轨大农业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任振宇 施桂林施桂林 韩洪安韩洪安

盐碱地如何变身盐碱地如何变身““聚宝盆聚宝盆””探析探析

为使孩子们亲近自然，感受劳动的快乐，沧州
经济开发区风化店小学开展了“品冬日酸甜，享欢
乐童年”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摘山楂、制作

“糖雪球”的过程中，品味美好的童年时光。
刘海潮 孙梦宇 张梦鹤 摄

晾晒场上忙收粮晾晒场上忙收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