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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郭晓月 ——
记者：听说在你的班上，就连期末考试都

是以直播的形式进行的？
郭晓月：从 2022 年新媒体直播课开课

起，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都这样。这是我
们在产教融合上的一次尝试，通过与企业合
作，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学生。学生们以
小组为单位，各司其职，所有工作均由自己完
成。用助农直播代替卷面考试，可以让他们拥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直播间内外，到处都有学
生们的奇思妙想。大家有的编着麻花辫，有的
身穿花棉袄，互相配合推销产品，销量特别
好。

@杨蓬勃——
记者：听说你们的产品登上了东方甄选河

北直播专场？
杨蓬勃：是的。去年，河北省文旅厅牵头

东方甄选开启河北直播专场，我们公司生产的
旱碱麦产品千层馒头、面花亮相直播间，两场
直播累计售出近2万单，在取得不俗销量的同
时，也让全国观众了解了旱碱麦特色产品及其
蕴藏的文化。

@王伟伟——
记者：在育种过程中，你们还用上了哪些

“神兵利器”？
王伟伟：除了河北省旱碱麦重点实验室之

外，还有人工气候室。我们利用人工气候室对
旱碱麦及特色小麦进行“加代”及群体构建，
一年最多能繁育4代，不仅效率有了提升，而
且大大降低了良种研育成本。此外，人工气候
室还是分子育种手段的实施场所。在旱碱麦育
种时，只需在麦苗上剪下叶子，通过分子标记
检测，便可以确定后代是否含有耐盐碱基因，
更加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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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碱地种下新希望在盐碱地种下新希望

沧州地处渤海之滨，土地盐碱化
程度高。“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
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这首流传
已久的民谣道尽了当地农民曾经的酸
楚与无奈。

如今，伴随着政策的东风和社会
各界的关注，我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作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

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
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
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广袤的盐碱
地上绽放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希望。

在解锁盐碱地丰收密码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身影。

面对机遇和挑战，他们奔赴“战
场”，来到田间地头，把智慧和汗水洒在

这片土地上，把人生的答卷书写在田野
上——研发种子新品种，延伸旱碱麦产
业链，以直播的形式助农增收……

多少执着守清苦，多少寂寞度春
秋。他们将火一般的青春投入到这片
田 野 ， 充 分 挖 掘 盐 碱 地 综 合 利 用 潜
力，激活“沉睡”资源，让贫瘠的土
地滋生出更多新的希望。他们见证着

时代的发展，在担当中历练打磨，在
奋斗中放飞梦想，同时也让我们见证
了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活力中
国。

破“碱”重生。有了广大青年的加
入，这片土地每天都生发出新的希望，
昔日荒芜贫瘠的“农业荒漠”正在变成
绿色生态的希望田野。

把人生答卷写在田野上把人生答卷写在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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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
媒学院的一名教师。从 2022
年开始，我就带领学生以直播
带货的形式开展课堂实践活
动，其中助农直播是很重要的
一项内容，每个学期都会做几
场。

在直播带货实践活动的
基础上，去年 6 月，我们成
立了齐传添翼大学生公益助
农直播团队。一年时间里，
我们通过“齐传添翼”抖音
号进行网络直播、短视频推
介，旱碱麦深加工产品是宣
传次数最多也是最受网友喜
欢的一类产品。

今年 6月 5日，直播团队
的学生们化身“宣传推介
官”，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
头，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推
荐旱碱麦深加工产品、介绍
旱碱麦。为了做好这场直
播，学生们提前一个星期就
着手准备，有的负责联络沟
通，有的负责撰写文案，有
的负责设计海报，有的负责
拍摄预热短视频……大家各
司其职，热情满满。

那场直播持续了半个小
时，在线观看人数超过 1000
人。当时网友特别热情，直播
还没结束，乡亲们事先准备好
的旱碱麦面粉就被销售一空。
学生们赶紧和乡亲沟通，又临
时增加了一轮预售。

在那场直播中，一位网友
的留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
说：“我是沧州人，长年在外
地。当年离开家乡时，盐碱地
上还是光秃秃的。一年来，我
一直在关注你们，买了不少家
乡的农特产品，尤其是旱碱麦
做的面花。看到家乡美食被这
么多人认可，我很高兴，谢谢
大学生们！”

乡亲们也特别高兴，直播
结束后，他们一个劲儿地夸学
生们：“真棒！真厉害！”

其实，这不是我们第一次
直播旱碱麦深加工产品了，更
不是第一次走出校园来到乡
村。

去年 6月，在旱碱麦开镰
前夕，我们在渤海新区黄骅市
齐家务镇举办了一场旱碱麦农
商直播大赛，学生们和好几个
职业直播团队同台竞技，短短
30 分钟就卖出了 600 多个面
花，此外还有不少挂面和面
粉。

一年来，直播团队的学生
们去过黄骅、沧县、孟村、青
县……不仅义务宣传沧州特色
农产品，还教乡亲们直播带
货。

学生们的直播场地不只设
在田间地头，更多的是在课堂
上。参与者也不仅仅是播音专
业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专业
的学生。

现在，“齐传添翼”抖音
号的粉丝越来越多。在学生
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并喜欢上了沧州的特色
农产品，尤其是旱碱麦。未
来，我们还会通过农商直播
大赛、新媒体设备技能培训
班等形式，不断擦亮旱碱麦
名片，用心讲好特色农产品
故事，以火热的“志愿红”
助力乡村振兴。

直播助农直播助农 点亮青春点亮青春
郭晓月 35岁

沧州师院齐传添翼大学生公益助农直播团队教师

▲郭晓月（左三）带领
大学生公益助农直播团队
来到田间地头

◀王伟伟（左）进行
小麦育种工作

我 是 2022 年 来 到 “ 银
海”工作的。我们公司是一
家专门从事旱碱麦规模化种
植、深加工及销售的企业，
现拥有 1100亩旱碱麦种植基
地，开发了包括面花、千层
馒头、挂面在内的100多种旱
碱麦深加工产品，消费者遍
及全国各地。去年，公司产
值达到 2300万元，仅千层馒
头这一款产品就销售了500吨
左右，销售额大概在 500 万
元。

我从小在黄骅长大，家里
几代人都种植旱碱麦。每当我
对父母说起公司的发展时，他
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旱碱麦
都能发展成产业了？”

还真不怪他们大惊小怪。
我们那里土地盐碱化程度

高，浇水后容易返碱，尤其到
了秋天，地里更是泛着一层白
花花的盐。正因如此，旱碱麦
一直都是“望天收”，很长一
段时间里，麦子甚至不如周围
野草旺。

早些年，每当我跟外地朋
友说，我们那儿的麦子，从播
种到收割，不浇水、不打药、
不施肥，对方都以为这是一件
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可只有我
们自己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无
奈和辛酸。

但如今，这一切都成为了
过去。

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发展，
旱碱麦的产量一年高过一年。
与此同时，人们也慢慢发现，
特殊的种植条件造就了旱碱麦
独特的品质——钾、钙、镁、
铁、锌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
达13%至16%，加工出来的面
粉麦香浓郁、绵软筋道，非常
适合制作馒头、面条等传统手
工面食。

我们公司就是从生产旱
碱麦挂面起步的，靠着旱碱
麦的独特品质，赢得了消费
者认可。随着对原材料需求
加大，以及更好地把控原材
料品质，从 2022年起，公司

开始规模化种植旱碱麦。在
良种良法的双重作用下，我
们种植的旱碱麦，产量越来
越高，到去年，亩产已达到
300公斤。

去年 1月，我们开始尝试
网上销售。起初，因为不添
加防腐剂，我们生产的发面
产品难以长时间保存，产品
只在京津冀范围内销售。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和中
国农科院合作，共同研究面
食保鲜课题，最终通过改进
车间设备、调整包装材质等
手段，克服了面食保质期较
短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产
品能够销往全国各地。

与此同时，我们的面食研
发团队每年还推出二三十种新
产品。其中，黄菜团子就是我
们上个月刚刚推出的一款馅料
产品。黄菜是一种野菜，带有
独特的鲜味，它和旱碱麦一样
都生长在盐碱地里，属于绿色
天然食品。我们用它做馅料，
用旱碱麦面粉当面皮，黄菜团子
一经推出就深受顾客欢迎，单月
销售额在5000元到8000元。

未来，我们计划再增加
5000亩旱碱麦种植面积，以
保证原材料充足供应。

从过去不够吃，到现在不
够卖，如今，盐碱地里长出来
的旱碱麦已经开出了“增收
花”。

旱碱麦开出旱碱麦开出““增收花增收花””
杨蓬勃 24岁

河北银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负责人

◀杨蓬勃展示旱
碱麦深加工产品

■ 知 言

这个6月，我们一直在忙着
收获。从选择收获的后代材料来
看，结果非常不错，现在正在进
行考种。

我从读研究生时就开始接触
小麦育种，2012年来到沧州市
农科院工作。刚到沧州时，我就
听老专家们说，在一些土地盐碱
化程度高的地方，小麦亩产仅有
100 多公斤，有的地方甚至更
低，农民辛苦一年，收上来的粮
食连自家人都不够吃。

沧州盐碱地面积大，这既是
劣势，也是优势，如果可以唤醒
这些“沉睡”的土地，那必然是
一笔宝贵且巨大的财富。

沧州市农科院成立于 1955
年，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始以抗
旱耐盐为育种目标培育旱碱麦品
种，几十年从未间断。市农科院
老一辈育种人扎根在盐碱地里，
起早贪黑、无惧严寒酷暑，用数
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作，数次获
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和沧州市科
技进步奖，培育出冀麦 32、沧
麦 6001、 沧 麦 6002、 沧 麦
6003、沧麦 6005等一批抗旱耐
盐品种，其中沧麦 6002和沧麦
6005在今年的推广面积超过 50
万亩。此外，他们还形成了独特
的旱碱麦育种方法——水旱两圃
平行交替选择育种方法，这一方
法至今仍在沿用。

作为一名育种人，从参加工
作的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
要培育出一批耐盐碱抗旱的优质
小麦品种。

抗旱耐盐、广适稳产、节水
高效……短短十几字，说起来简
单，实现起来却很难——

从一粒种子开始，抽出胚
芽、长成幼苗、抽穗、开花、结
实，这是自然规律。因此，我们
的工作周期也是以年为单位。育
种过程以人工杂交为主，通常，
种子的性状表现要经过五六个世
代才趋于稳定，而一世代就是一
年。此外，选育种子时，我们还
要在以亩为单位的田地里找到最
想要的那一株小麦。越是恶劣天
气，越要下田选种，麦收前的正
午时分，寒冬腊月的风雪天气，
只有在这个时候，育种材料才能
表现出抗干热风和抗寒性的差
异，才能真正确定品种的抗灾能

力。再加上区域试验和审定，一
个小麦品种，从培育到审定，即
便顺利也要10年到12年。

漫长的工作周期、艰苦的工
作环境，很多育种工作者一生也
培育不出一两个得意之作。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
多——研究方向的偏离，机遇
的错失，或者只是缺少一些运
气。但一粒良种的诞生，必定
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就是奔
向育种目标、排除万难的勇往直
前，也是以种适地，让盐碱地多
打粮、打好粮的不变信念。

当然，随着科技进步，我们
也有了更多的“神兵利器”。

比如，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共同建起
了河北省旱碱麦重点实验室。借
助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研究
人员不断挖掘旱碱麦的优异基
因、加速育种进程，基本摸清了
滨海盐碱地盐分离子的周年变化
规律，形成了农作物耐盐碱鉴定
的人工盐碱地试剂配方，开发了
沧州市滨海盐碱地盐分离子综合
评价系统，为开展室内小麦耐盐
碱高通量鉴定与评价工作提供了
技术支撑。

在老一辈育种人的引领下，
在各种“神兵利器”的帮助下，
我们陆续选育出沧麦 14、沧麦
15、沧麦 16、沧麦 17和沧麦 18
共5个耐盐碱抗旱的优质小麦品
种。

截至目前，沧州市农科院先
后选育出 18个旱碱麦品种。这
些新品种，不仅让旱碱麦的产量
不断提升，也为盐碱地变成丰产
田提供了更多选择。

让盐让盐碱地变丰产田碱地变丰产田
王伟伟 39岁

沧州市农科院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副所长

王伟伟（右一）与其他农研专家在创新示范基地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