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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塑型和美乡村移风易俗塑型和美乡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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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良盐碱地 薄田长出“致富草”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刘 震

眼下，正是田间管理的
关键时期，南皮县冯家口镇
中上桥村的不少村民，却当
起了“甩手掌柜”。

“村‘两委’牵头成立
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了我
们的土地，到时候就给我们
分红。我们不用干活，坐着
就有钱挣！”村民刘洪臣笑
着说。

村民们不再为农活所
累，中上桥村的地头上却依
然一派丰收景象。这边，紫
花苜蓿流青溢翠；那边，绿
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成立农业开发公司，流转
村民的土地后，一直靠种植
苜蓿增收。2023 年，村集
体收入 20余万元，每亩地
给村民分红 1450余元。”村
党支部书记刘炳锋打开了话
匣子，“由于苜蓿生长多年
后产量呈下降趋势，去年，
我们咨询农业专家后，就清
除了 500多亩苜蓿，改种小
麦。这几年种植苜蓿，不仅
让土地增收，还改良了土
壤，我们对今年小麦丰收十
分期待。”

别看中上桥村现在发展
得红红火火，前些年村集体
却腰包空空，一度面临着想
干事儿却没有启动资金的窘
境。

2017 年，中上桥村脱
贫后，就开始探寻促进村庄
发展的新道路。

“当时我们想干实事，
村里却没有资金，难坏了。
幸好后来借上了东风，用上
级的好政策作杠杆，才推动
了土地流转，撬动了产业发
展。”刘炳锋说道。

原来，当时上级部门在
南皮县推行“雨养旱作”项
目，鼓励农户通过种植抗旱
作物，配套旱作技术，实现不需要灌溉、完
全利用自然降水从事的农业生产，并给予相
应补助。

“借助‘雨养旱作’项目，不仅可以
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把闲置的资源整合
起来，解决大伙儿的后顾之忧，还能让土
地活起来，实现农户和村集体‘双增收’，
多好的事儿！”刘炳锋说，村“两委”决
定借政策东风，托管全村土地，采用大
型机械作业，发展不需要灌溉的特色苜
蓿种植产业。为此，他们还到泊头市寺
门村镇学习经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经
验，赴天津市武清区学习种植紫花苜蓿
的先进经验。

2019年，中上桥村“两委”班子及党
员示范户牵头成立中上桥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组建中上桥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村

“两委”的组织优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服务公司的市场优势叠加，探索以组织振
兴引领产业振兴的新路。

“这些年，我们将村里零散的 800 余
亩土地集中后，成方连片耕种，不仅便
于开展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同时还通
过去地界、去台田沟增加了耕种面积。
土地流转至合作社，用大型机械作业，
农民不用干农活也能有收入。”刘炳锋
说，农业开发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进行田
间管理，按市场行情对外销售农产品，
按照收益向股民分红，并收取管理费来
壮大村集体经济。

“我们不用干活，不是真的不干活。我
们村制造业发达，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村
民们到工厂打工，再挣一份工资。”刘洪臣
说。

2023 年，中上桥村集体收入 20 余万
元，每亩地给村民分红 1450余元，形成了

“农户得效益、合作社得扩大、集体经济规
模得壮大”的良好局面。这两年，他们还相
继流转了周边村庄的几十亩土地，进一步扩
大经营规模。

今年，中上桥村党支部还与河北省社
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开展联学共建活
动，围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
交流研讨，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联村发
展集体经济、争取新型集体经济试点、探
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合利用等多方面开
展合作，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
之路。

依托丰富的农资采配资源，中上桥村还
计划整合本村和周边地区的闲散农机资源，
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走出壮大村集体经济
的可行之路。

眼下，正值渤海新区黄骅市
头茬苜蓿收获期，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养分管理
岗位专家何峰带领的试验团队传
来好消息——他们在中度盐碱地上
成功种植苜蓿并实现了增产，为改
良利用盐碱地提供了新思路。

在羊三木回族乡林江农场，何
峰团队的科研人员有的忙着收割苜
蓿，有的对盐碱地的土壤结构、盐
分含量、水分状况、苜蓿株高等进
行采样分析，以便更好地与预期效
果进行比对。

经过一季的生长，试验田里的
苜蓿长势良好。中度盐碱地上的苜
蓿虽然生长初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抑制，但在生长后期，通过精心管
理，产量得到显著提升。

“经过测产，头茬苜蓿干草在中
度盐碱地的亩均产量为 440公斤左
右，比实验前提高了 45%，重度盐
碱地也成功长出苜蓿，实验取得阶
段性成果。”何峰说，“这一成果不
仅证明了中重度盐碱地种植苜蓿的
可行性，也为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盐碱地是指土壤中含有过量可
溶性盐类的土地，其盐分过高会抑
制植物的生长，导致土地生产力低
下。长期以来，盐碱地的治理和改
良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难题。

何峰团队因地制宜定制了一套
具有超级过滤和反渗透装置的“盐
水过滤”系统，可以把坑塘里的咸
水过滤成不同含盐量的微咸水，储
存在蓄水池中，大大降低了咸水淡

化的成本，并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
情况喷灌不同盐度的微咸水，集成
了微咸水高效利用技术，解决了最
为棘手的灌溉问题。

自去年开始，何峰团队在林江
农场开展了盐碱地苜蓿微咸水高效
利用技术研发、中重度盐碱地饲草
专用肥研发、中重度盐碱化草地水
盐运移规律研究相关实验，并针对
性地制定了种植方案。他们选择了
耐盐碱性能强的苜蓿品种，通过科
学施肥、合理灌溉、优化种植密度
等措施，成功改良了盐碱地的土壤
环境，为苜蓿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
件。

“实验项目在促进微咸水高效利
用、实现苜蓿产量和品质‘双提升’
的同时，还能改良土壤，提高土壤
肥力。”何峰说。

随着头茬苜蓿的增产，何峰团
队又将目光投向研发盐碱地专用改
良剂和肥料等产品以及节本增效的
栽培技术，进一步探索提高中重度
盐碱地苜蓿单产和品质的方法。研
究团队还要构建中重度盐碱地上苜
蓿和旱碱麦可持续的粮草轮作模
式，希望能实现盐碱地上增草增
粮、增加农民收益。

“盐碱地治理是世界性难题，我
国盐碱地分布广泛，我们团队想通
过饲草种植提高盐碱地利用率。目
前，我们在微咸水的灌溉利用、土
壤改良剂和有机专用肥的研发上都
取得了良好效果。接下来，我们还
要研究更多科学方法，持续为牧草
种植的拓面增量提供技术支撑。”何
峰说。

树新风 易旧俗
红白事改革有实效

“参加集体婚礼有意义也很有
趣，既降低了结婚成本，又兑现
了爱的承诺，正符合婚事新办的
文明风尚。”说起不久前的别样
体验，盐山县庆云镇职工冯文凯
依旧兴奋不已。

今年 5月 1日，他和爱人以及
另外的新人们，参加了盐山县第
二届“新时代、新青年、新风
尚”集体婚礼，在亲朋好友及社
会各界人士的见证下，相伴步入
婚姻殿堂。

没有奢侈的聘礼、没有铺张
的排场，满是浓浓的文明新风和
衷心祝福，盐山县第二届“新时
代、新青年、新风尚”集体婚礼
简约而又庄重。

在 2023 年的同一天，盐山
县也为 17 对新人举办了一场汉
式集体婚礼，这也是盐山县首
届集体婚礼。这些年轻人以实
际行动引领婚事简办、勤俭节
约的文明风尚，为树立积极健
康的婚姻价值观和婚庆消费观
作出了示范。

近年来，为引导群众移风易
俗，盐山县首先从建立健全农
村自治组织入手，倡导红白事
简办。目前，全县 450个村全部
修订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并建
立了“一约两队四会”队伍。
其中，一约为村规民约，两队
指的是乡贤骨干队伍、志愿者
队 伍 ， 四 会 则 包 括 红 白 理 事
会 、 村 民 议 事 会 、 道 德 评 议
会、禁毒禁赌会。

其次，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
民约，在源头上遏制大操大办、
奢侈浪费。白事方面，由2个试点
乡镇带头取消丧事表演活动，以
音箱放哀乐代替喇叭、倡导用大
锅菜代替酒席，其余乡镇纷纷响
应，全力推进改革。红事方面，
对婚车数量、烟酒饭菜档次等作

出明确规定，严禁婚闹等不文明
行为。

与此同时，结合新时代青年
的特点和喜好，盐山多地开展
移风易俗低彩礼宣誓、“为爱减
负”联谊等活动，倡导婚嫁新
风。常庄乡、圣佛镇等移风易
俗示范乡镇，先后涌现出一批
零彩礼、低彩礼典型，带动了
一批适婚男女践行新时代婚俗
新风尚。

传家训 立家规
善美家风润心田

“仁义为友、道德为师”“孝
道 、 仁 义 、 节 俭 、 勤 奋 、 向
善”……走进盐山县盐山镇张相
庄村，一块块醒目的家风家训牌
让人目不暇接。

张相庄村是盐山县首批家风
家训建设示范村。这些家风家
训牌，是由各家各户总结，村
民议事会整理的。

“在门口挂出家训牌，家家户
户按照内容规范自己的言行，是
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张相庄
村党支部书记杨国强说，好家风
促进家庭文明，家庭文明又推动
乡村文明，形成了良性循环。

盐山县从 2016年开展家风家
训建设工作，如今，在盐山县，
家家户户都挂着家训牌的行政村
有120多个。

除评选好家训外，盐山县还
相继开办家风访谈栏目，辑印
《盐山好家风好家训》广赠民间，
举办家风故事展，不仅提醒着各
家各户规范言行，还让街坊四邻
互为榜样，将文明“种”进每一
位村民的心田，促使一个个村庄
脱胎换骨。

持续开展的家风家训建设工
作，也成了培树文明典型的沃
土。自 2016年至今，盐山县先后
涌现出孝老爱亲、敬业奉献、诚
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
模范典型 800 余人， 12 人获评

“河北好人”，获得“沧州好人”
荣誉和“沧州好人提名奖”的有
90余人。

聚民心 育新人
小积分激活大动能

“刘旭栋参加志愿扫雪活动，
加 30分。王世昌参加承包村集体
土地会议，加5分……”打开盐山
县圣佛镇西圣佛村的文明实践积

分记录簿，积分理由、积分情况
等清晰明了。

近几年，西圣佛村“两委”
根据实际村情，制定了涵盖经济
发展、精神文明等 7大类内容的
43条积分细则。在西圣佛村，村
民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可获得相
应分值。为让积分制发挥实效，
西圣佛村还建起了爱心超市。凭
借文明实践积分，村民可到爱心
超市兑换等价值物品。

如今，西圣佛村积分制的村
民参与率已达到 100%。村民们以
德积分、以分换物，“兑”出了整
洁环境，“兑”出了文明新风。

西圣佛村是盐山县的积分制
试点村之一。

为充分调动村民们参与乡村自
治的积极性，构建“共治共抓共建
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2022年
至今，盐山县不断深化“文明实践
积分制+爱心超市”建设。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盐山县创新推出“乡村治理文明
积分”管理模式，围绕乡风文明
建设总目标，引导 96个村庄将移
风易俗、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
务等 8大类 30余项文明行为纳入
爱心超市积分兑换细则，鼓励村
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房前
屋后净化绿化美化等志愿服务活
动，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传统节日时，村“两委”和
村民志愿者慰问空巢老人、困
难群众；村民们主动为空巢老
人买电、买纯净水、购药、打
扫卫生……实施积分制后，帮老
助困等志愿服务也蔚然成风。

用爱心换积分、用积分兑奖
品，更唤起了村民的主人翁意
识，让大伙儿从乡村发展的旁观
者变成了参与者和受益者，激活
了乡村治理的大动能。

如今，在盐山县的广大乡
村，认领一本积分存折已成为新
时尚，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文
明实践积分制+爱心超市”中，为
和美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办集体婚礼引领红白事简办新风尚、家训“上牌”弘扬善美民风、“文明实践积分制+爱心超市”汇聚文明

乡风……盐山县移风易俗树新风，实现了精神文明和社会治理的双丰收——

▲ 何峰带领团队
成员察看苜蓿长势

◀ 何峰介绍“盐水
过滤”系统

村民到积分超市用积分兑换物品

盐山县第二届“新时代、新青年、新风尚”集体婚礼

资料片资料片
张相庄村举办家风家训故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