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兴县孔庄子村的农田中，一
条管道横“卧”田中，水雾自管中
喷出，如细雨般洒下，滋润麦田。

“趁着天儿好，给农户的麦田补
充水肥，为麦苗生长提供充足营养
动力。”牧原公司环保后勤部经理刘
翠东说，地里正喷施的，是牧原公
司处理养殖粪污后产生的水肥。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牧原公
司在一分场及二分场周边的6404亩
土地里，铺设了 77.42万米支农管
网，发展了“养殖—水肥—生态农
业”的种养结合模式。每年，在小
麦施用底肥、追肥及返青水、拔节
水等关键管理节点，公司都会无偿
为周边农户提供水肥还田服务。

管道如“营养快线”，将水肥直

送田间，让小麦生长不再看天吃
饭。除了为这片盐碱地带来灌溉的
便利，还是改良盐碱土壤的好帮手。

“牧原水肥是高氮、中钾、低磷
的液体肥料，还含有一些有机质。
合理的水肥还田，可以增加土壤的
养分含量。”牧原公司京津冀区域省
级农艺师赵利燕介绍道。

近几年，牧原公司的农技部门
对常年还田地块以及管网辐射范围
内从未使用过牧原水肥的地方进行
了数据追踪比对。结果显示，未还
田地块的土壤 PH值达 8.8，还田地
块为 8，碱性降低；未还田地块中
每千克土壤含有 15.7克有机质，而
还田地块可达 20.9克。小麦可吸收
利用的氮肥，未还田地块每千克土

壤中只有 0.72克，还田地块
可达 1.04克；磷元素也差别
显著，未还田地块中每千克
土壤含有 26.9毫克，还田地
块则有 94.8毫克；钾元素差
得更多，未还田地块是 187毫
克/千克，还田地块能达到 433
毫克/千克。

赵利燕说，除了施入水肥，农
户还会施用磷肥和钾肥，再加上小
麦对氮的需求高，对磷、钾的需求
较低，所以土壤中的磷、钾元素改
善会多一些。

水肥还田后，增多的养分，成
了农作物生长的动力。

“经过对比，浇过水肥的地块可
以多出苗，每株麦苗也可多分蘖，

这就是产量提升的来源。到了穗
期，每株上穗粒数也能多出三四
个。”这样一来，农户前期播种时就
可减少播量，节省种子成本。但减
播却不减产，有了水肥营养的供
给，再加上科学管理，还田地块的
小麦亩产可达350公斤至400公斤。

资源化利用“营养快线”让盐碱地水足肥饱

随着小麦返青，在孟村回族自
治县牛进庄乡，赵庄子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的地头又热闹了起来。追肥
机一趟趟驶过，为冬小麦喂上“营
养餐”。

此时，多数地块早就完成了追
肥作业，他们缘何这么晚？

“这片小麦播得晚，经过软件数

据监测、多点测温后
综合分析，现在追肥
才合适。”中化现代
农业河北有限公司农
艺师耿立宫答道。

耿立宫是赵庄子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请
来的田管家。这位学
农学的大学毕业生，

一直致力于精准田管。
“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种地也有

了先进技术和平台的支撑。现在，
不再只靠经验说话，还要有数据支
撑，精准管理才能激发增产潜力。”
耿立宫说，早在三月上旬，他就不
时进地，根据 Z 字形或对角线取
点，测量地温和墒情。

“受益于去年冬季降雪，今年墒
情不错。实际测量获得数据后，再
结合苗情研判，今年第一水要晚
浇，所以追肥时间也较往年推迟。”
耿立宫说，由于肥料溶解后发挥效
力具有时效性，根据长势适时施
用，才能提高肥效利用率，为小麦
返青拔节提供充足营养。

用数据种田，今年，耿立宫还为
赵庄子村请来了一个“智慧大脑”。

只见他在手机上打开“MAP智
农”软件，两小时内降雨情况、积
温积雨数据、小麦长势及土壤墒情
卫星遥感高清图片等一目了然。

今年，为了助力赵庄子村科学
种田，中化现代农业河北有限公司
特意为赵庄子村开辟卫星窗口，实

时监测、汇集苗情和墒情等数据，
让农情判断更加高效、准确。

“根据卫星遥感高清图片，我们
可以轻松获知麦田长势情况。图中
颜色发黄甚至是发红的部分是弱苗
区域。结合图片信息，我们要实地
进田调查，分析黄苗弱苗原因，再
采取相应管理举措，促弱转壮，为
丰收打下基础。”耿立宫说。

此外，由于软件与多个气象平
台联通，能将雨情预报精准到两小
时内，对于除草等受降雨影响较多
的农事活动，也大有助益。

数脑与人脑的结合，让这片盐
碱地告别粗放管理，获得了精细

“照料”。望着生机勃勃的麦田，忙
碌的人们对这季丰收有了更多期盼。

盐碱地特色农业特别报道

“唤醒”盐碱地，释

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以良种繁育、生猪

养殖为主营业务的海

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把目光瞄向了种养结

合。通过养殖“牵手”种

植，不仅实现了 100%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还构建起“养殖—水肥

—生态农业”的绿色循

环模式，让周边的瘠薄

土地，变成了金灿灿的

丰收田——

互夸传幸福互夸传幸福 美德换所得美德换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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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虽好，得来却不易。
“粪污从养殖单元到水肥还田，

要经过多道环保工艺，耗费多时，
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刘翠东说。

随即，一幅粪污无害化处理图
展现眼前。据了解，牧原公司一分
场以商品猪养殖为主，二分场则专
注良种繁育，目前两场存栏量达 5
万多头。在2017年养殖场正式投产
时，与其配套的无害化处理中心同

步投用。
养殖每天可产生 800余立方米

粪污，这些粪污，先在养殖单元底
部被集中储存，达到饱和值后，再
放水冲至各场地旁的中转池中，最
后汇总到收集池内。

粪污由收集池进入到环保区后，
将通过固液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此
后，产生的固体经过发酵便是许多种
植户喜爱的干粪肥料，可用于蔬菜、
花果的绿色种植等。而液体还要进入

到黑膜发酵池中再度发酵。
“两个分场各建设了1个黑膜发

酵池，共可发酵 4万立方米粪水。”
厌氧发酵后的粪水，一部分化作沼
气，被公司的饲料消毒站当作燃料
使用，无论是使用过程还是产生的
尾气都贴合环保要求。剩下的水
肥，到了施肥季节通过支农管网合
理施用于农田，这才有了周边农户
的丰产增收。

目前，通过大力开展粪污资源

化利用及种养结合模式，海兴牧原
已实现 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带动周边
农民节约化肥，实现了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近几年，公司还不断普及“水
肥还田、节约化肥”理念，推广化
肥减投技术，覆盖了管网内 50%农
户。目前，已实现每亩减施化肥 22
公斤，增产 159.47公斤，共计减投
增收481.56元。

无害化处理 环保工艺让粪有所用、户有所得

“进了一个门，就是一家人，
说话做事都按一家人来。”“自从我
嫁过来，我婆婆对我就像亲闺女一
样……”近日，盐山县边务镇东王
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婆媳互夸会”，婆婆、
儿媳畅所欲言，表达心中对彼此的
感激。

婆婆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家务，
任劳任怨照顾一家老小，不求回
报；儿媳妇照顾公婆、尊老爱幼，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一件件暖
心事儿，如涓涓细流淌过心田，让
大家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据了解，东王庄村道德评议会
定期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并
组织开展互夸活动，分享形成和谐
家庭关系、打造文明家庭的秘诀，
让村民们学有榜样、见贤思齐，形
成尊老敬老、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的文明风尚。

在边务镇吕龙潭村，婆媳、邻
里互夸活动同样让人倍感温暖。活
动中，村内 3对好婆媳、1对好邻里
向大伙儿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平时不善表达的婆婆和儿媳妇们
借着这次活动，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的儿媳妇对我特别好，我生病做
手术，她寸步不离地照顾我。”“自从
我嫁过来，我婆婆对我就像亲闺女一
样，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留给我。”“自
从儿媳妇嫁进我家，我自己再没买过
衣服，都是她给我买的。”……互夸
现场溢满温情，没有豪言壮语，朴实
无华的感谢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心。

婆媳、邻里互夸会，是边务镇
不懈推进移风易俗、浓厚文明乡风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边务镇连续开展道德
评议会，以“互夸会”为载体，积

极组织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等参与“好媳妇”“好
婆婆”“最美家庭”等选树活动，及
时发现好典型、总结好经验、宣传
好事迹。

在边务镇，每个村的醒目位置
都有一面“夸夸墙”，张贴村里移风
易俗、孝老敬亲的好人好事，大大
激发了村民们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
设的热情，形成了“夸夸墙，夸夸
强”的良好氛围，培育了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与此同时，借助积分制体系深
化移风易俗，为乡村振兴注入活
力。打造积分制爱心商圈，在移风
易俗积分制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积
分兑换活动，充分激发村民自主践
行移风易俗的内生动力。经过道德
评议会评定的典型代表，能获得相
应积分，并凭借积分到加入积分制
爱心商圈的商店里兑换所需物品。
通过以“德”换“得”，兑出了文明
新气象。

“这小西红柿味儿正，就像小时
候吃的一样。”“酒瓶造型真独特，
有意思。”……春暖花开，正是踏青
赏春的好时节。近日，吴桥县酒章
文创园热闹不已，一批京津老年游
客来到这里，感受原汁原味儿的乡
村风情，体验别具特色的健康文化
之旅。

酒章文创园位于吴桥县曹洼
乡，是乡村旅居、田园康养的好去
处。园区以明代园林主题及酒章文
化为主线，集展品参观、文化交
流、互动体验、快乐采摘等于一
体，是远近知名的网红打卡地。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酒章文创园
的一大亮点。古酿文化、酒章文
化、运河文化、百戏文化、农耕文
化……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身临
其境的场景体验，让京津游客赞叹
不已。

园区自种的道地粮食和蔬菜，
也是游客的心头好。管理中，采用
的都是生态发酵的道地肥料，产出
的农产品质优味美。

为了能让游客住得下、留得
住，园区还打造了多种特色民宿，
发展了“民宿+参观”“民宿+采摘”

“民宿+疗养”等新模式。
“民宿周边集合展馆、蔬菜园

区、开心农场等配套设施，提供一
站式‘医、康、养、食、宿、旅’
服务，主打‘康养慢生活’。”园区

相关负责人卢致民说，园区还与河
北线装书博物馆、岳庄酒头酒肆、
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点密切合作，
打造“半小时旅游研学圈”，让游客
有了更多休闲体验。

在游览中学习知识、感悟文
化，在采摘中体验农趣、亲近自
然……远道而来的京津游客在这里
度过了充实又快乐的两天。不仅如
此，在园区组织的孝老饺子宴活动
中，游客还化身公益志愿者，为老
人们包饺子，奉献爱心。他们来自
京津老年大学，个个身怀绝技，被
孝老饺子宴的氛围所感染，纷纷登
台献艺，为弘扬孝道文化出一份
力。

“近年来，老年文旅消费群体
不断壮大，市场需求迅速增长。针
对银发经济拓展旅游服务业态，完
善服务设施，不仅可增进老年人福
祉，还能进一步激发乡村农旅、文
旅产业的活力。”卢致民说，今年
以来，园区已接待 3批来自京津地
区的老年游客。除团体参观外，还
有不少游客自驾来园区休闲娱乐。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开发
各类旅游产品，扩大旅游群体的外
延，策划孝老饺子宴、文化节等多
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带来高
品质休闲体验的同时，打造文化交
流的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卢致民
说。

近日，在东光县南霞口镇柴庄村的果园内，志愿者协助果农为果树剪
枝、压枝。塑料袋装土压枝可以调控树势，缓解果树顶端优势，提高坐果
率，实现产量与质量双提升。近年来，东光县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推广新
优品种，提高种植效益，推动果业振兴促农民增收致富。

张金元 赵兰芳 张梦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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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游客打卡吴桥网红地京津游客打卡吴桥网红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耐岗

为让绿色生产模式真正惠利盐
碱地上的农户，牧原公司进一步创
新服务。公司专门建起土壤、水肥
检测实验室，每年施肥前，采集农
户地块土壤，检测土壤营养成分，
除确定水肥还田量外，还能指导农
户科学施肥。

“测土配方施肥的核心是调节和
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的矛盾，
有针对性地给作物补充‘营养餐’，
达到提高肥效利用率、提高作物产
量、节支增收的目的。”赵利燕说，
每年秋收后，牧原农艺师都会去田

间取样，再根据小麦的目标亩产，
计算纯氮需求量，用得到的数据减
去土壤自身可供的肥料和底肥中的
化肥，确定水肥需要提供的肥量。

由于每个时期水肥的利用率不
同，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对于肥料的
利用率也不一样，农艺师还会定期
调整测土配方的逻辑。

为让盐碱地精准吃上“营养
餐”，公司还为管网辐射范围内的
232户农户建档立卡，分别在小麦
不同生长期，进行现场追踪及数据
统计，为开展高效农业提供数据支

撑。
“跟踪种植、分析数据，可更有

效抓住种植环节中能提高产量的关
键点，引导更多农户走上科学种植
道路。”赵利燕感触颇深，“在推进
绿色种植模式落地的过程中，我们
发现很多农户还是遵循老观念，有
些已跟不上现代农业的发展了。比
如根据田间表现，需要进行药剂防
控，但往往大面积发病时，农户才
会喷施药剂。其实应该在即将发病
前，就得预警、防控。去年锈病、
白粉病多发，有的农户听从建议及

时防控，就比没防控管理的，每亩
多收了100公斤小麦。”

在她看来，想要提升产量，植
保管理也必不可少。这些年，他们
还相继在场区周边的村庄开展农技
服务讲座，为农户讲解作物生长所
需养分及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引导
农户转向科学种植模式。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服
务形式，引导更多农户走上这条绿
色、科学的发展道路，争取让更多
盐碱地借助种养结合，释放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刘翠东说。

创新型服务 多措并举让绿色模式惠利农户

养殖养殖养殖“““牵手牵手牵手”””种植种植种植 盐碱地绿色增产盐碱地绿色增产盐碱地绿色增产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数脑加人脑数脑加人脑数脑加人脑 春管稳准好春管稳准好春管稳准好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水肥还田水肥还田

查看苗情查看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