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微风和煦，花
红柳绿。田野里，阳光穿
透树梢，让人身心舒畅。

这段时间，市区周边
的采摘园、生态园，每到
周末都人气十足。欣赏田
园风光，在清脆鸟鸣中野
餐、畅聊，无论对大人还
是孩子而言，都是难得的
放松。

但走访多地，记者发
现，在向休闲农旅产业发
展时，这些农业经营主体
多靠出租野餐场地、采摘
果蔬等吸引亲子家庭亲近
大自然，而开展农耕研学
活动、通过“田园学堂”
科普农业知识的却不多。

其实，在“售卖”田
园风光的同时，有意来休
闲农旅领域分杯“羹”的
农业经营主体，不妨多在
深度乡村亲子游上下些功
夫。

当前，或因为自己忙
于学业，或因父母已经脱
离农业生产，不少孩子从
未接触过农事劳作，以致
五谷不分。一些家长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有意带孩
子走进田间地头，对农耕
研学和农事体验有需求的
家庭逐渐增多。如果农业
经营主体把亲子游玩需求
和时令农事活动结合起
来，不仅可以通过有趣味
的互动增加体验感，让亲

子家庭对田间地头多一份
眷恋，还能培养起孩子们
对农业的认识与热爱，使
之在“田园学堂”中知农
时、懂农事，了解农业生
产。

乡野是没有围墙的博
物馆。

农 耕 研 学 和 农 事 体
验，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万
物生长规律和基本耕种技
能，体验农耕的艰辛，切
身体会粮食来之不易，知
晓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如
果农业经营主体按照一年
四季的自然规律，将二十
四节气与农事活动结合起
来进行科普，还能让孩子
们感受每个节气的独特魅
力，通过春种、夏耘、秋
收、冬藏的农事生产，激
发孩子们学习农业及相关
生物知识的兴趣。

可以说，培养孩子的
“农耕情结”，不只让孩子
们有“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走心体会，
还能在劳动实践中磨炼孩
子的意志，提高孩子的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希望各农业经营主体
多多创新，打造别具匠心
的“田园学堂”，为孩子
们补上农业实践的生动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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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节俭不攀比文明节俭不攀比文明节俭不攀比
献县郭庄镇以红白理事会献县郭庄镇以红白理事会、、村规村规

民约推进移风易民约推进移风易俗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近日，走进献县郭庄
镇王尧京村，街巷旁，村
民们正在清理杂草、柴
火，忙着为村庄“洗脸”。

“自我村启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以来，村民们积
极响应，把自家房前屋后
打扫得干干净净，争着为
建设和美乡村出力。”王尧
京村党支部书记唐德林介
绍道。

他说，这几年，不管
是村里募集建设资金还是
整治人居环境，村民们没
少出钱、出力。这个变
化，源于村“两委”不断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村
风。

2021年，王尧京村新
一任“两委”班子上任
后，一直谋划如何给村里
老少谋实惠。经过观察，
他们发现，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红白事大操大办
之风日盛，人情攀比和铺
张浪费严重。

唐德林说，虽然王尧
京村有大大小小的企业 60
多个，村民们不是在村里
办厂就是进厂打工，经济
条件相对不错，但村民操
办一场白事动辄要花费三
四万元，要是不大操大
办，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为扭转这股不正之
风，2021年底，王尧京村

“两委”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由村委会副主任担任
红白理事会会长，并吸纳
有威望的村民担任红白理
事会成员，共同推进红白
事简办。红白理事会制定
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倡
导将白事坐席改为吃大锅
菜，白事用烟的花费不超
过每盒 10元，办事主家只
给直系亲属发孝服。其
中，仅少用白布这一项规
定，就能为村民们节省两
三千元。

王尧京村成立红白理

事会后，不断通过大喇
叭、宣传栏等多种方式向
村民们宣传简办举措。为
让简办新风深入人心，王
尧京村“两委”还将红白
事简办、孝老敬亲写入村
规民约中。现如今，在王
尧京村，村民们不比谁家
办席花钱多，只比谁家更
孝敬老人。

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
导，王尧京村大多数村民
都认可了红白事简办。现
在村民办一个白事，比原
来少花 1万多元。看到村

“两委”真心给大伙儿办实
事儿，愿意为村庄发展出
力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郭庄镇，王尧京村
倡导红白事简办不是个例。

近年来，杜绝人情攀
比、铺张浪费，倡导厚养
薄葬，郭庄镇党委、政府
研究制定了《郭庄镇村规
民约》《郭庄镇各村红白理
事会章程》，并指导各村结
合实际村情，制定完善
《红白理事会制度》，将各
类标准细化清单写进章程
和村规民约，实行定标限
量。

各村在充分收集村民
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办事
主家操办白事时限为 3
天，仅在出殡当天准备大
锅菜，不设酒席和流动餐
厅，除直系亲属外不发孝
服，不雇剧团戏班。

郭庄镇还不断创新宣
传形式，依托“献县东部
大舞台”和郭庄镇农民艺
术协会，采用传统曲艺、
三句半等形式，传播移风
易俗相关规定和举措，让
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新
风气成为主流。

如今，丧事简办在郭
庄镇的多个村庄蔚然成
风，平均每桩白事的丧葬
费用比前些年可少花一
半。

乡村亲子游乡村亲子游乡村亲子游
不妨不妨不妨“““深一度深一度深一度”””

■ 梦 鹤

吴桥县士学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士学吴桥县士学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士学————

冬春闲田再利用冬春闲田再利用冬春闲田再利用 油菜油菜油菜“““落户落户落户”””盐碱地盐碱地盐碱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近日，渤海新区黄骅市友和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几百亩盐碱地，因为油菜丰
收热闹不已。收割机隆隆驶过，将一片
片结籽饱满的油菜卷入“腹中”，留下
油菜籽，再将粉碎后的果壳和秸秆还
田。

“今年油菜长得好，你看这密密麻
麻的茎秆和果荚。地力稍好的地块每亩
能产油菜籽近150公斤。”合作社负责人
张志清高兴不已，“我们边收边卖，每
亩地的纯收入超过300元。”

这是友和合作社首次规模化种植油
菜。据了解，油菜是抗寒、抗旱、耐盐
碱的越冬性油料作物。环渤海地区冬春
气候冷凉，降雨量少，盐碱地面积大，
正适宜发展油菜种植。

去年，河北省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
系和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黑龙港区油料综

合试验站的专家找到张志清，表示能提
供油菜示范种子，支持合作社发展规模
化种植。

听说油菜是耐盐碱作物，张志清专
挑了一些“不老实”长作物的盐碱地
块，想考验下这个“新成员”。以前，
合作社在这些地块儿上种小麦，没少遇
到出苗不均匀、春季返盐造成死苗等问
题。没想到，油菜不仅在这样的盐碱地
里扎下了根，而且长得旺、结荚多。

油菜除了抗性强外，还具有种植轻
简化、成本低等优点。张志清说，合作
社播种、收获油菜都实现了机械化生
产。去年他们播下油菜籽后，就没再进
行其他管理。油菜的抗旱性强，全生育
期可实行雨养旱作，依靠自然降雨便长
得很好。油菜很少发生病害，几乎不用
防治。由于播种时采用了一播全苗技

术，将播种行距控制在 20至 25厘米，
还实现了以密控草。

“除了促进增产外，油菜还有改良
土壤的功能。”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黑龙
港区油料综合试验站专家王庆雷说，种
植油菜可以减缓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
透性。农户将油菜秸秆还田后，可培肥
地力，为每公斤土壤增加0.3至0.6克有
机质。

“利用冬春闲田种油菜，不与粮争
地，还有好收益，太难得了。下一次再
种，我们肯定要扩大油菜种植规模，将
更多‘不老实’长作物的盐碱地利用起
来。”张志清说。

听说友和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种植
油菜开辟了增收新途径，近期，周边村
庄的不少种植户也来观摩品种、交流技
术，有意走上油菜种植路。

白沙地产出“吨半粮”

来到吴桥县安陵镇北蔡庄村，士学
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几间平房在广袤
麦田的包围下，甚是显眼。

合作社负责人蔡士学的脸上满是喜
悦：“这一季风调雨顺，有利于小麦生
产，再加上我们种的是良种，初步估
计，今年一些地块的亩产能超过 700公
斤。”

提高亩产，是蔡士学经常挂在嘴边
的口头禅。

北蔡庄村的不少土地都是白沙
地，漏水、漏肥，还有一些是盐碱
地。2014年，蔡士学由特色农业转向
大田种植时，这里的麦田亩产也就三
四百公斤。

蔡士学没有被瘠薄的土地吓退，还
为自己定下了至少将两季粮食亩产提高
100公斤的目标。

“1 亩地增产 100 公斤，就能增收
200元，10亩地就是2000元，你说，这
是不是好事儿？”认准了这个方向，蔡
士学用心钻研起来。除了一门心思利用
各类农业书籍学习技术，他还经常参加
新技术培训会。

为了接触到更多良种、良技，他还
承担起中国农业大学、吴桥县农业农村
局等多个单位的小麦试验项目。每一
年，蔡士学都要细心管理十几个小麦品
种，分类进行土传病害、减肥增效等试
验。

虽然承担试验项目比自己种田更费
心，但蔡士学不怕麻烦，他知道，这是
探索增产增收途径的好机会。

一边坚持种植，一边记录科研数
据，无论酷暑寒冬蔡士学都不松懈。正
是因为有了这些重要数据，他可以更加

科学地选取良种，不断改进种植管理方
法。严格按照技术要求种地，近些年，
士学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的地每亩增
产100公斤成了平常事。

随着管理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近几
年，蔡士学又把种田目标升级为亩产

“吨半粮”，即一年两季粮食作物亩产达
1500公斤。

2022年时，经专家测产，合作社的
高产示范田里，小麦亩产达到了 718.63
公斤。

“能获得高产，科学种田很重要。
那一年小麦产量高，价格也高，我种的
200多亩小麦，比上一年增收了 10多万
元。”回想起那金灿灿的丰收季，蔡士
学骄傲不已。

去年夏收，省市专家来合作社测
产，经过实打实收，小麦亩产高达 730
多公斤；秋收，这些地块儿亩产玉米超
过 800公斤。在蔡士学的不断努力下，
瘠薄白沙地实现了向亩产“吨半粮”的
晋级。

“种地合伙人”

这一季种植小麦，70多岁的农户蔡
士印成了“甩手掌柜”。每到田管时，
都是蔡士学出入他家地头，忙着灌溉、
施肥。

蔡士印去年生了场病，不能过度劳
累。这一季，就把小麦托管给蔡士学种
了。蔡士学管理他家的农田，就像给自
己种地一样精心。

这些年，村里会种地、想种地的人
岁数越来越大。不少人舍不得扔下这些
地，可自己上了年纪，干起浇水、打药
等活计十分吃力。时刻关注地头变化的
蔡士学，在探索新模式——解决农业生
产老龄化问题，托管老人们的土地，把

“小田”变“大田”。
不过，不同于普通的收费托管模

式，蔡士学采取的模式，更像是“种地
合伙人”。

当地农民种地，大多是冬小麦和夏
播玉米轮作。农户把小麦生产交给合作
社，由合作社种、管，最后的收成也归
合作社所有。而种植夏播玉米时，农户
只需自费购买种肥，合作社免费提供浇
水、除草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服务，最后
的收成归农户所有。

“采用这种模式，我们可以通过精
细管理提高更多地块儿的亩产。农户也
省心，就算只收一季玉米，合计下来，
最后的收入也和种两季粮差不多。”蔡
士学说。

目前，蔡士学正在试验这种模式，
计划积累更多经验后再进行推广。即便
如此，已有不少上了岁数的村民闻讯找
来，要把土地托管给他。

大伙儿为何这般信任蔡士学？
“他净给大伙儿办好事儿。”这是农

户们给出的答案。
2003年，原本在外经商的蔡士学，

回乡照顾瘫痪的母亲，并开始了种植之
路。这些年，他不只是让自己增收，也
想让更多在地里刨食的人多些收益。

彼时，种棉热潮席卷吴桥县。因
为白沙地的缘故，北蔡庄村农田亩产
棉不过 200公斤。蔡士学不信这个邪，
就算亏本，也把自己的地当作试验
田。通过引进良种、探索高效种植方
法，他将棉花亩产量提高到了 300 公
斤。

了解到“规模化种植+订单”模式
能增加效益，蔡士学又率先引种脱毒马
铃薯。为了打开销路，他还曾孤身坐车
到外地，连续 5天等待一位收购商。最
终，这位收购商来到吴桥县考察后，与

当地签下了上千亩马铃薯收购订单。
“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学到了一

点儿东西，能为大伙儿办点儿实事，自
己心里也高兴。”至今，蔡士学的想法
还是这样朴实。

比自己赚钱还高兴

“玉米优种选择与高产栽培”“玉米
苗几个叶子喷打除草剂最好？”“冬小麦
返青期管理注意事项”“冬小麦节水省
肥简化高产四统一栽培技术”……蔡士
学有个蓝色文件夹，里面满是他积累的
技术明白纸。没事儿时，他就拿出来学
习钻研，将内容熟记心中。

不断探索新品种、新技术，蔡士学
不只是为了自家合作社。由于在一线积
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蔡士学还被当地
农业农村部门聘请为服务全县的“土专
家”之一。

他依然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夏季，
眼看就到了丰收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大
风，将庄稼刮得东倒西歪。由于选用了
抗逆性强的品种，蔡士学的地里受损并
不严重。但有的农户地里却受灾严重。

他知道，天灾的背后，折射出的是
农户落后的种植观念。“不少人种地时
不舍得投入、不注重管理，等到损失来
了，再后悔可晚了。”蔡士学暗下决
心，“不管农户的认可程度咋样，我要
抓住每次培训的机会，把大伙儿的观念
扭转过来。”

燥热的夏季，即使白天在田里忙活
了一天，晚上蔡士学也不闲着，拉上电
影放映设备，走村串巷，一边放电影，
一边科普农技。冬季，巧用农闲空档，
他集合农户们学习，说起实用的农业技
术，顾不上喝一口水。平日里，受邀为
农民培训技术，蔡士学更是认真，积累
了不少技术明白纸。

好技术，不仅带来了好收益，还换
来了真感情。

2015年，一场大火突如其来，把
合作社烧了个精光。多年的经营付诸
一炬，尤其是储存的技术资料也被火
海吞灭，这场火对蔡士学的打击不
小。望着一片狼藉，他萌生了退出农
业的想法。

“老蔡，你可别不干，我们都指着
跟你学技术多打粮呢。”“老蔡，你推
广的马铃薯、小麦，让我们受益了。
你要是没钱，大伙儿凑一凑，把咱合
作社保住。”……听说蔡士学家遭了
灾，多个乡镇的农户都劝慰他。不少
人还用实际行动支持他，有人捐 300
元，有人掏 5000元，还有人义务来清
理废墟……看着热心帮忙的人们，蔡
士学一扫心中阴霾，重新打起精神，
心中更加笃定，推广好品种、好技
术，让更多人受益。

这些年，他的服务范围覆盖周边
100多个村庄，带动上万户农民增产增
收。

每每看到农户靠着科学种田丰收，
蔡士学比自己赚了钱还高兴。他说，农
技推广没有终点站。

“土专家”带动上万农户走上增收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叶 晗

蔡士学（右一）和农户查看小麦长势 郝 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