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让乡村大变样，分几

步？

盐山县千童镇后韩村

用实际行动回答：“3步——

美村貌、净乡风、兴产业。”

阳春三月，绿树吐新。

盐山县千童镇后韩村，道路

宽阔平坦、环境整洁卫生、

村民安居乐业……一幅宜

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画卷徐

徐展开。近年来，后韩村“两

委”以“村美院净乡风好、业

兴民富集体强”为目标，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持

续推进“美丽后韩”建设，不

断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让村民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后韩“上新”三部曲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齐 欣 程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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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NONG ZAIXIAN

借“东风”道平村靓展新颜

在后韩村，一个绿色设施
棚室甚是醒目。走进棚室，眼
前并不见盎然绿意，取而代之
的，是排排铁架上摆满了一根
根菌棒。

“这是银耳的菌棒，技术人
员通过严格调控棚内温湿度，
定期采收银耳。”马玉静说，
2021年，后韩村“两委”投资
建起3个大棚，并与河北恩际生
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由
公司派专业技术人员来这里种
植银耳。

“ 采 用 大 棚 方 式 栽 培 银
耳，一是规模较农房扩大，
一个棚能放 1万多棒。再就是
其保温、保湿性更好，非常
受企业青睐。通过出租银耳
种植棚室，我村一年可稳定
收入五六万元。今年，我们
还计划再建设几个大棚，进
一步增加集体收入。”马玉静
说道。

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经
济，是后韩村“两委”谋变的
第三步。“村里没钱，不光干事

儿要求人、托人，在村民中也
没有威信。只有村集体有钱
了，村‘两委’腰杆子才能挺
起来，才能把实事办实、好事
办好、难事办成。”

为此，后韩村由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按照“村集体出
资、生产队出力，滚雪球流
转、帮百姓种地，全过程透
明、强集体经济、筑振兴基
石”的模式，由村集体整合农
户闲散土地200余亩，与种植大
户共同经营、按比例分成。这

样一来，每年可为集体增收三
四万元。

通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既富
裕了村集体，又提升了后韩村

“两委”的威信，为推进乡村善
治打下了经济基础。

“今年，我们还计划引入外
来企业进村办厂，在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同时，带动村民就
业，全力打造村庄美、村风
好、村民富的和美乡村。”马玉
静表示。

“这些年，俺村真是大变
样。尤其是各条道路，又平又
宽又干净，现在是忒好走了。”
精品游园旁，正悠闲晒着太阳
的村民感叹道。

路平了，好走了，是近几
年后韩村民对村庄环境变化的
最直接感受。

“10 年前，我刚回村任职
时，哪条路都坑坑洼洼，大伙
儿就怕下雨。晴天还好，大不
了沾一身土，下雨就不行了，
不管上哪儿去，都是一脚泥。”
时隔多年，说起回村的“初体
验”，后韩村党支部书记马玉静
依然记忆犹新。

马玉静年轻时外出创业，
本已在盐山县城定居。 2013
年，临危受命，回村挑起“当
家人”的担子，就是想给村里
干点儿实事。

如何改变现状，让村民们
得实惠？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
乡村，是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
的重要途径。建设‘美丽后韩’，

让村庄净起来、绿起来、美起
来。”一番讨论后，新一届村

“两委”班子决定将基础设施建
设、村容村貌提升作为改变的
第一步。

彼时，后韩村一穷二白。
但马玉静没有泄气，他多次到
上级申请项目和资金。终于，
在多方的支持下，一条坑洼的
土路成功变成水泥路。走在平
坦宽阔的新路上，村民们别提
多高兴了。

这一下，后韩村“两委”信
心大增。这些年，巧借上级政策
的“东风”，他们又相继申请了
省级精品美丽乡村等多个项目，
为村庄蝶变创造更多良机。仅
2022年和 2023年，后韩村就投
入了 5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硬化柏油路面1.2万余平方
米，铺设路肩彩砖 1万余平方
米，修建盖板排水沟3000余米。
为美丽环境添绿，还在道路两侧
栽植了1000余棵绿化苗木。精心
打造的5处精品小游园，更成了
村民们休闲的好去处。

建得起，还要管得好。立
足人居环境提升的可持续，后
韩村把全村划分为 4个卫生区，
对村内环境卫生进行网格化管
理。4名卫生保洁员各负责一个
区域，每个卫生区配 1名村干
部，坚持“谁的区域谁负责，
谁的区域谁整治”。此外，全村
5座公共卫生厕所也全部安排专
人清理。

村“两委”带头走在先、
干在前，村民们积极投入“美

丽后韩”建设的热情也愈发高
涨。目前，后韩村已形成“村
干部包片，党员、村民代表包
户”的机制，通过定点、定
人、定责，逐步形成“乡村联
动，全员参与”的人居环境整
治模式，实现了环境整治全域
化、村容村貌整洁化、居住环
境品质化。

“现在，毫不夸张地说，在
咱千童镇，俺村的环境数一数
二。”村民们十足自信。

乡村美，看“颜值”，更重“气质”。
通过移风易俗促成文明乡风，凝聚发展合
力，是后韩村蝶变的第二步。

2013 年，新一届后韩“两委”班
子组建完成后，推行乡村治理新模
式，也随着村庄建设的进行，成了着
力抓的方向。经过全体党员和村民代
表研究讨论，《后韩村村规民约》 应运
而生。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村规民约，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禁止
的，行事有规可依。”马玉静说，制定村
规民约时，后韩村“两委”着意体现移风
易俗、邻里关系、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
其中，让村民们受益最多的，是倡导红白
事简办。

将红白事简办写入村规民约后，他
们便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重新组织
成立红白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主要由党
员干部和村民代表构成，理事会运行受
村“两委”领导和监督；操办白事一切
从简，除取消乐队、歌舞表演等，还将
大摆宴席变为大锅菜待客，就算有摆席
需求，一桌也不能超过 200元……随着
举措深入人心，执行力度加大，白事简
办成了后韩村的主流，大大减轻了村民
们的负担。

通过道德评议会培树典型，也是后韩
村涵养文明乡风的另一重要举措。

将自家的庭院收拾得整洁干净、宽敞
漂亮，可以荣获“美丽庭院”称号；孝老
敬亲、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可被推选为

“好儿媳”；评选“文明村民”“致富带头
人”“劳动模范”……通过道德评议选树典
型代表，极大激发了后韩人参与文明乡风
建设的热情。

助力文明乡风持续向善向好，后韩村
还广泛开展“党建摘星”“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等活动，打造出“党建引
领+村规民约、文明礼仪、文化传承”的

“1+3”乡风文明体系。
“现在俺村不比谁家有钱，就比谁家的

光荣牌多、先进多，大伙儿不光日子越过越
好，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马玉静笑着说
道。

优治理 和谐乡风扑面来

拓思路 兴产业唱致富歌

连日来，渤海新区黄骅市
农业农村发展局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
开展春管工作，为夏粮丰收保
驾护航。

齐家务镇寨里村的 4000余
亩麦田里，施肥机正在有序作
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测试土
壤温度、湿度等多项数据。随
后，为农户们发放春管指导意见
宣传页，并根据当前小麦长势，
提出春管技术要点，指导农民加
强田间管理，适时做好施肥、除

草、预防病虫害等措施，助力科
学春管。

“现在是春管的重要时期，
今天农技人员来查看小麦长
势，并给出了多项管理建议，
让我们在春管上更加科学，也
对今夏的丰收更有信心。”寨里
村党支部书记张云峰说。

据悉，为做好春管工作，
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压紧压
实“县包保到乡镇，乡镇包保
到村到户”的工作责任，把农
业专家“留”在田间地头，手

把手传授农业技术，帮助大家
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来到田
间地头，从政策、农技、农资
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最大
程度助力农户稳产增收。”渤海
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于荣艳说。

今年，渤海新区黄骅市种
植旱碱麦 83万亩，为保证丰产
丰收，已培训农技人员 500余
名，发放宣传资料 4000余份，
用科学技术赋能粮食增产增收。

进田查看苗情、备足肥料药
剂、调度作业农机……随着麦
田返青，春管进入忙碌期，吴桥
县景辉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世英
每天都要奔波于各个地块，忙得
站不住脚。

“由于冬春降雪，地里的墒
情不错，土壤湿度大。小麦返青
后，不能像往年一样浇返青水
了。但要实现高产，施肥这个环
节不能省。我们早就备好肥料，
等到气温一上来，抓紧撒到地
里。后期，还要喷施一些叶面营
养促进麦苗生长。”这个种地的
老把式，说起今春麦田管理，头
头是道。

今年 50多岁的杨世英，是
当地有名的种粮女将。从 2019
年开始，她相继流转了近 2000
亩地，坚持科学种田、高效产
出。

“去年，我们的试验田已经
实现了‘吨半粮’，今年的目标
是绿色‘吨半粮’，继续提质增
效。”只听她爽利说道。

所谓“吨半粮”，就是一年
两季亩产粮食产量达到一吨半，
即 1500 公斤。去年，经过测
产，景辉农场的“吨半粮”试验
田里，小麦亩产达到了650多公
斤，玉米亩产达到870公斤。

景辉农场能交出这份亮眼的
答卷，离不开杨世英一直坚持的
良种、良方、良机。

“要想稳粮增收，选择好品种
是第一步。”在选种上，杨世英更
青睐抗病性强、高产的种子。

播种环节，也是精益求精。“有苗才有产
量，如果不能通过播种环节保证出苗率，后期再
怎么精细管理，也是有心无力。”去年秋播，她
精选良种后，在播种前首先为种子进行了拌种包
衣。这样一来，犹如给麦种穿上了“防护衣”，
可以减少茎基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展。随后，灌
溉造墒、适时播种，通过机械化作业，既提高了
效率，又把握了播种的精准度，让麦种能出苗、
出好苗。

“现代农机是农业发展的必备‘利器’，效率
高、效果好，大幅度解放劳动力。别说管理千亩
农田，就算是上万亩地，也不是难事儿。”清垄
施肥精量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清垄施肥、精量播
种作业，水肥一体化设备助力节水灌溉，既能提
高水肥的利用率，又能改善土壤环境。需要喷施
叶面肥、防控病虫害时，一台无人机每天能作业
几百亩地。

有了好帮手的助力，对于小麦后期生长促进
良多的施肥管理，就算频次再多，也不在话下。

“有了好苗子打底，我们也格外注意返青追肥、
喷施叶面肥、一喷三防等，在后期管理上下足功
夫，既补足了营养，又防了病虫，这才让产量有
了保障。”

把田管做得越来越细，虽然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比别人要多，但一想着农场的良田能产一吨半
粮食，杨世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

“今年，除了在保证‘吨半粮’产量的同
时，我们还要尝试更加绿色的生产方式，将田管
所用的肥料、药剂等升级为更加生态、高效的。
这样，即便减少用量，管理效果也不会受到影
响，甚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杨世英说，
绿色“吨半粮”项目还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专家
的技术支持。相信在这一季田管中，随着新技
术、新模式的推行，农场的良田将进一步实现绿
色、高效生产。

除了将自家麦田打理得井井有条，作为当地
的特派农技员，杨世英还经常活跃于田间地头，
将实用的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帮助农户少投入多
打粮。这段时间，她就经常赶赴农户的田间，解
决黄苗弱苗难题、传播科学种田理念。

她总对农户说，坚持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才
是出路，现在已经不是靠天收、甩汗珠、拼体力
的时代了，主动向科学种田转型，才能实现稳产
增收。在杨世英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科
学种田队伍，实现“吨半粮”生产目标的农田也
越来越多。

“今年，我们会继续做好每个环节的把控，
努力带动更多人提高种植质量和效益，为粮食生
产贡献力量。”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为她积蓄了
更多动能。

冬 小 麦 陆 续 返
青，正是加强田间管
理、促进苗情转化的
关键时期。在东光县
东光镇西安屯村的麦
田里，农技人员协助
村民抢抓农时，勘察
苗情、墒情，指导追
肥、施肥，田间地头
呈现一派繁忙的“春
管”图景。

张金元 张菲菲 摄

近日，盐山县子扬家庭农场的红薯育苗基地，
志愿者协助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烟薯25”“西
瓜红”等种薯育苗工作。今年，子扬家庭农场安排
60个拱棚育苗，预计可产优质红薯苗500余万株，能
满足1400余亩土地的种植需求，促进当地红薯产业
走上集育苗、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道
路。 王洪胜 张梦鹤 摄

专家“留”地头 把“麦”助春管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魏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