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春季小麦管理的关键时期。在献县韩村镇侯陵屯村，市发改
委下沉工作队邀请市农科院专家赵松山进行农业种植技术讲座。赵松山还走
进长势较差的麦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张子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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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过不用

刀切就能开的西

瓜吗？海兴青先

农场就种出了这

样独特的手掰西

瓜。更新鲜的是，

他们还给瓜秧

“投喂”牛奶，把

手掰西瓜升级成

了“牛奶西瓜”。

海兴青先农

场是如何在盐碱

地上率先走出这

条特色种植道路

的？记者带您一

探究竟——

药食同源药食同源““葚葚””是甜是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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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时，满园春色最怡人。近日，任丘市于村镇的千亩油菜
花层叠绽放，吸引了众多游客。近年来，为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
收”，任丘市于村镇不断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农户”等模
式，加大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力度，鼓励农户种植特色作物，策划休闲观
光、农事体验活动，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周琳琳 张梦鹤 摄

巧打时间差
举办桑葚节

春风和煦，吹绿了大地，吹开
了花儿，也吹动了人们亲近自然的
心。这段时间，神然生态园成了不
少人踏青寻春的首选。周末，一辆
辆小汽车不约而同涌向这里。下了
车，挎上篮，人们直奔大棚，赴一
场甜蜜之约。

掀开棚帘，满目都是浓郁葱
翠。浅红、深红、黑紫……一颗颗
桑葚甜蜜诱人，来到树下，人们眼
中便只有它了。

“这边是澳大利亚无籽桑葚，
吃到嘴里，没有籽儿都是肉，果汁
丰富。在这儿摘完，再往里走，还
有惊喜。”穿行于桑葚树间，园主
孙良君热情招呼着。

继续前行，眼前一亮。簇簇绿
意间，黑紫的葚子竟如帘般吊挂，
有的足有10厘米长。

“这边是台湾长果桑葚，也是
咱本地少见的新品种。”孙良君这
一声招呼，又勾起了众人肚里的馋
虫。

“就等你家葚子熟呢。我记得
往年都是冬天就熟，今年怎么晚
了？”老熟客一边采摘，一边和孙
良君聊天。

“往年葚子熟时天冷，光棚里
有果实，外面光秃秃的。大伙儿来
到生态园，光摘果玩得不尽兴。今
年我特意控制棚室温度，让葚子晚
熟。这不，正赶上春暖花开。现
在，不光棚里有桑葚可摘，外面地
里的中药材也开花了。一会儿你们
摘完葚子，可以出去赏花。”孙良
君热情邀约。

原来，生态园共种了 3 棚桑
葚。为了保证游客来了一直有果可
摘，孙良君不仅特意将棚内桑葚的
成熟时间安排在了春季，还通过控
制棚温，将这几棚桑葚的成熟时间
都错开。除了大棚桑葚，神然生态
园还种有几百亩露地桑葚林。棚里
的果实晚熟，采摘尾期时，又到了
露地桑葚的上市期，这样一来，生
态园持续有桑葚果可供采摘。

为此，孙良君还特意策划了
“桑葚节”，邀请游客在3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来采桑葚，感受休闲农
趣。

“春暖花开，踏青赏春的人越
来越多。通过调整成熟时间，棚里
的桑葚供不应求，不会被浪费。截
至目前，我们的桑葚已经卖了4万
多元钱。”巧打时间差，为生态园
带来了好收益。

策划研学课
玩儿中长知识

巧用一棵棵桑葚树激活农旅
“春水”，孙良君的巧思没有局限于
种植技术。

“来神然，不光大人们能采摘
桑葚，孩子们还能体验农事活动，
学习课堂上讲不到的知识。我们精
心准备的特色‘节目’，非常受孩
子们欢迎。”孙良君满是骄傲。

原来，针对青少年群体，生态
园还策划了内容丰富的研学课程，
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基础上，动

手、动脑、动心。
到了神然生态园后，学生们会

穿上粗布衣、背上小背篓，化身
“小农夫”。在孙良君的引领下，一
行人先到了桑葚大棚。

“不同生长期的桑叶，药用功
效不一。春桑养肝肾，夏桑可养
心，秋桑清肺热。今天，我们要采
摘的就是桑葚树的春芽，再用它制
作春茶。大家来看，这些树枝有什
么不同？”孙良君问道。

“上面没有桑葚。”有同学答
道。

“对喽，这些是修整树型后长
出的旁枝，不长果实。它虽然不结
果，但正适合用来采摘春芽。同学
们，动起手来，要采摘最嫩的芽
尖。”孙良君介绍道。

“小农夫”们认真辨识枝条、
采摘桑芽，觉得甚是新鲜。随后，
他们将精挑的“成果”交由工人切
碎、蒸熟、摊晾。

最后，一行人来到了室外的大
锅前，有的忙着烧火，有的忙着炒
制。随着诱人的茶香四溢，桑叶茶
便诞生了。

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人人都
兴奋不已，脸上满是成就感。采桑
叶、制春茶研学活动，不仅增强了
同学们的劳动实践能力，还成了传
承孝道文化的载体。研学活动结束
后，他们高兴地将亲手制作的桑叶
茶装进茶罐，带回家中与长辈分
享。

炒芽制茶之余，孙良君还带着
“小农夫”们去到桑葚树林，介绍
桑根、桑皮的药用知识，进一步丰
富了孩子们对桑葚树的认识。

桑叶变美食
绿色好味道

从现在开始到6月中旬，神然
生态园将一直是桑葚和桑叶的“天
下”。不光地头上如此，就连餐桌
上，也少不了它们的身影。

随孙良君来到生态园的后厨，
掀开锅盖，热气升腾间，一屉馒头
出炉。

“这些是用桑叶做的馒头。”孙
良君说，制作馒头的面粉，是用桑
叶破壁粉与面粉混合而成。

将桑叶破壁成粉，也是开发桑
葚树的多种价值，为休闲农旅注入
活力的创意之一。

“桑葚树在咱沧州种植历史悠
久，且耐盐碱，其果实和叶子具有
药食同源的优点，是不可多得的能
多渠道开发的经济林木。”孙良君
说，桑葚树的全身都是宝，除了桑
葚，桑叶、桑根、树皮都有药用价
值，开发好了，效益都不小。其
中，就以桑叶的数量最为庞大。

除了制茶外，将桑叶破壁成粉，
还能制作成多种面食，让大家一饱口
福。桑叶挂面、桑葚药酒……这些
年，孙良君不断开发美味、营养的
桑葚树“周边”美食，为游客带来
更多惊喜。

“做好桑葚树里的农旅大文
章，我们还要不断丰富桑葚节、研
学课、膳食宴的内容，让更多游客
享自然之趣、品绿色味道。”翠绿
桑葚林里，一果一叶都是发展的希
望。

徒手剥下西瓜的青翠外皮，红粉
瓤肉，一口咬下去，口感脆嫩、汁水
清甜，停不住嘴……这是海兴县的

“吃瓜群众”们品尝青先农场的“牛
奶西瓜”获得的甜蜜体验。

这段时间，海兴青先农场的“牛
奶西瓜”陆续进入收获季，凭借优秀
品质连连“圈粉”。

春日，走进青先农场的西瓜大
棚，仿佛打开了另一番天地。一排排
茂盛的瓜秧“悬空”生长，每棵秧上
都挂着一个圆润饱满的小西瓜。几名
工人正根据瓜秧上的彩色标牌，采摘
已经成熟的西瓜，不一会儿，就收获
了几筐。

“别看咱这儿都是盐碱地，但长
出来的瓜果味道特别好。尤其是这一
季用牛奶灌溉瓜秧后，西瓜的口感更
独特。”农场相关负责人李玮玮说，

“牛奶西瓜”成熟后，他们就在线上
发布了销售信息，靠着好“瓜品”打
开了销售市场。“现在每天摘出来的
瓜，都供不上卖。”

口说无凭，只见她拿起一个西
瓜，稍用力一拍，瓜就裂开了一条小
缝。然后，她顺着裂缝，把瓜皮一点
儿点儿掰了下来。

“这是我们特意从山东引进的新
品种西瓜。现在正成熟的是冰糖小王
子 3号西瓜，还有两个棚种的是元宝
西瓜。这两种西瓜用手就能掰着吃，
又被叫作手掰西瓜。它们不光皮又薄
又脆，瓜瓤也又脆又甜，糖度比一般
的瓜高，就跟‘小糖丸’似的。”她
笑着说。

只见她掰了三五下，西瓜便露出

了不少红粉瓤肉。咬上一口，果不其
然，脆甜多汁。

让盐碱地长出这样的好瓜，青先
农场除了精选优质品种，更没少在精
细管理上下功夫。

青先农场临近渤海湾，当地是典
型的盐碱地。瘠薄的地力，对于农作
物的生长并不“友好”。为了让这些
好品种在盐碱地上扎下根，他们可是
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温室，棚
里的水分蒸发少，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盐碱上返。“建棚后，我们还不
断探索科学种植技术，通过取土深
翻、施稻壳粪等，改良土壤、培肥
地力。随后，就用起垄种植模式栽
瓜，先起垄，再在两个高垄间定植

秧苗。”李玮玮蹲下，指着秧苗下的
高垄说道。

原来，采用起垄模式种瓜，盐碱
会大部分返到高垄上，便能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对垄沟里秧苗的“盐胁迫”
效应。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因盐碱导
致的出苗率低、产量低的问题，又能
保留旱碱作物独特的口感，提升产品
价值。不仅如此，农场还引入反渗透
净水设备，净化灌溉用水的盐分和杂
质，让秧苗告别“苦咸水”。

眼前的吊秧式立体栽培模式，也
是为了帮助秧苗茁壮成长。瓜秧立成
排，全面接受阳光的照射，通风透
光，有利于降低病害的发生。不过，
不同于传统的爬地西瓜，这种吊秧西
瓜不能长太大。在青先农场，一个瓜

一般只能长到 1.25 公斤到 1.5 公斤，
人们基本一次就能吃完，正符合当今
的消费趋势。

除此之外，施肥、除菌、控旺等
常规管理，工人们也是非常精心，并
一一记录下作业的次数及时间。

在这一季管理中，青先农场还进
行了新尝试——用牛奶灌溉秧苗，就
有了现在旺销的“牛奶西瓜”。

“这是向山东的老师学来的种瓜
技巧。天冷时光照不足，会影响西瓜
的甜度，和夏天比总是差点事儿。用
牛奶灌溉，不仅可以提升西瓜的甜
度，还会让西瓜的口感和风味儿更独
特。”不仅如此，由于奶里面含有钙
铁锌等元素，施用到土壤中，还成了
盐碱地上的“养料担当”。为此，在
西瓜坐果后，他们特意买来牛奶灌溉
秧苗。

考虑到棚室的北面背阴、光照不
足，工人们还“贴心”地在北墙上贴
上了反光膜，为北侧瓜秧上的西瓜补
光。

现如今，喝着牛奶长大的西瓜已
陆续成熟，一上市，就供不应求。借
助线上预订的销售模式，每公斤“牛
奶西瓜”能卖到14元钱。

目前，青先农场共建设了 9个温
室，除种植了 4 棚西瓜，还让火龙
果、长果桑葚、无花果等特色品种在
盐碱地上安下了家。特色种植，不仅
是打开致富门的金钥匙，还为发展休
闲农业打下基础。接下来，青先农场
计划组织教学实践、青少年研学等特
色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盐碱地和盐碱
地上的特色农业。

海兴青先农场“十八般武艺”上阵

盐碱地上“牛奶西瓜”抢“鲜”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桑葚甜甜，引人垂涎；桑叶青青，药食同源。

沧县旧州镇的神然生态园，不仅让一株株桑葚

树扎根于瘠薄的盐碱地，结出了美味果实，还开发出

采摘研学、中医药康养及农家餐饮等多项功用，让瘠

薄的盐碱地成了人气十足的休闲农旅好去处——

连日来气温攀升，在盐山县小
庄镇李长堤村丰姜种植专业合作
社，农户们正忙着打沟、种姜，栽
下新一季的好“姜”来。

近两年，看中生姜产业的好效
益，李长堤村的农户积极转变思
路，探索特色生姜种植。依托逐渐
成熟的生姜种植技术，李长堤村充
分发挥党支部的带头作用，成立了
丰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组织生
姜种植户抱团发展，还带动起附近
的五家阁村集体一起种姜，促进集
体增收、农户致富。

“这是我们从山东引进的‘小胖
孩’生姜，这个品种这几年在我村
地里长得一直不错。目前，一些种
植环节也已实现机械化生产，相对
省时、高效。”种植户车国胜说，李
长堤村的土质比较适合种姜，生姜
年亩产量能达到6000公斤。生姜耐
储存，收获后，一般被放到地窖和
冷库储存，等到价高时再走向市
场。“去年，我们的生姜一公斤能卖

到20元钱。扣除地租、管理和人工
成本，每亩地能收入1.5万多元，比
起其他经济作物，增收不少呢。”

生姜种植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
好“钱”景，还带动起了周边村民
增收。“生姜的生长期长达六七个
月。我们要做好种植、管理、采收
各个环节的工作，需要大量劳动
力。”车国胜说，这几年，他都会优
先雇用本村村民来基地务工，帮助
父老乡亲就近增收。

“我就住在附近村里，离种植基
地不远，到这里来干活，每天能赚
120元，正好补贴家用。”正在基地
务工的一位村民说。

“特色生姜种植产业，不光让我
村部分农田变成了‘万元田’，还有
效促进了村民们就业增收，发挥出以
兴旺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示范作用。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党支部+集体
经济+农户’的模式，扩大生姜种植
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到种植队伍
中。”村党支部书记刘恩旗说。

种下种下““小小胖孩胖孩””
收获收获好好““姜姜””来来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董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