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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

弘扬弘扬““好学风好学风”” 上进有奖励上进有奖励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田俊荣

蒲公英蒲公英蒲公英“““养成养成养成”””记记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薛 文

▲▲科研人员分离出耐盐科研人员分离出耐盐
碱微生物细菌碱微生物细菌。。

▶▶科研人员进行微生物科研人员进行微生物
试验试验。。

这两天，在盐山县盐山镇前王庄
村，盐山县强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牧草地里，收割机轰鸣着驶过，忙
着收割牧草。

“现在收割的是桑根草，这是一
种鲜食饲草，其秸秆细、产量高、适
口性好，而且营养价值高，特别适合
用来养殖牲畜。”合作社负责人胡国
良介绍道。

他说，桑根草是一种高秆牧草，
最高能长到 3米多，一年可收 5茬，
每亩地每年可收10多吨鲜草。

合作社收割桑根草后，会使用裹
包机，将部分被收割机粉碎好的桑根
草秸秆打成圆包，这样不仅便于贮
存，也方便运输、销售。“我们生产
的桑根草不愁销，大多数都卖给了周
边的养殖场，散草每吨卖到 400元，
裹包的草每吨能卖到600元。刨去地
租、种肥费、人工费及机械费等各项
投入，靠着种植桑根草，每亩地可收
入2000多元钱。”

前王庄村并没有种植牧草的历
史，引进桑根草，正是看中了它的增
收能力。

胡国良是前王庄村的党支部书
记，这些年，前王庄村“两委”班子
一直在寻找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好途
径。听说周边的种植大户去年靠着种
植桑根草致富，前王庄村“两委”班
子成员也动了心思。

前王庄村的不少地块都是挨着河
的盐碱地，虽然有灌溉条件，但是越
浇越碱。村民们种大田作物产出有
限，这些年，愿意在地里“刨食”的
人越来越少。村“两委”班子计划把
这些土地利用起来，通过规模化种植
桑根草增收。今年正月十五刚过，村

“两委”班子成员就行动起来，协调

土地流转事宜。
他们成立了盐山县强达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由代表村集体的盐山县
前王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领办盐山县
强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占股
60%，村民们自愿加入合作社，占股
40%。合作社共在前王庄村和周边村
庄流转了500余亩土地，每亩地付给
村民750元土地流转金。

虽然合作社流转的土地有不少都是
盐碱地，但是因为桑根草的适应性强，
到了这里并没有水土不服。

“桑根草不仅耐盐碱，而且好管
理。我们只要在前期保障墒情播上种
子，后期给植株浇足水、施足肥就
行。而且这种草不招虫害，我们不用
费心防控。”胡国良说，桑根草的
耕、播、收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还
大大节省了人工。

“县里和镇里也支持我们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特色种植，还为流转的地
块安装了电力设施。现在，我们的管
理技术不断提升，通过精耕细作、合
理施肥，地里的草长得越来越好。”
胡国良说，桑根草种植产业逐步走上
正轨，还带动了村民就业。现在，妇
女到种植基地协助打包牧草，每人每
天可挣130元钱。男工在基地开收割
机或铲车，每人每天可挣300多元钱。

盐山县前王庄村盐山县前王庄村：：

试种桑根草试种桑根草试种桑根草
奔向好奔向好奔向好“““钱钱钱”””景景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伟伟

工人在试验田里采收蒲公英工人在试验田里采收蒲公英。（。（资料片资料片））

秋风送爽，丰收正忙。眼下，在
东光县大单镇仉祥王村的地头上，一
根根绿油油的黄瓜挂满藤蔓，不少农
户忙着摘瓜、卖瓜，田间地头一派忙
碌场景。

“今年我种了 2亩地黄瓜，预计
每亩地能产 5000多公斤黄瓜。这茬
黄瓜上市，正赶上市场行情好，一公
斤能卖到五六元钱。”仉祥王村农户
陈爱华介绍。

在仉祥王村，像陈爱华一样，靠
着一筐筐黄瓜增收的农户还有 20多
户。他们都是东光县仉王农技科普协
会的会员。多年来，东光县仉王农技
科普协会不断引导农户靠着种植黄瓜
增收。

“近些年，不少人外出打工，愿
意留在地里耕种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农
民。在露天种植黄瓜，不用投入太多
设施成本，一户就能管理三四亩地，
种植收益还比其他作物高出不少。”
东光县仉王农技科普协会会长牛文全
说，为了让这部分以地为生的农民致
富，前些年，协会专门组织种植能手
到山东省寿光市的蔬菜种植基地学
习，随后又不断探索种植技术，闯出
了这条致富路。

牛文全说，每年农户收获小麦
后，再过半个多月，就整地种黄瓜。
这样一来，黄瓜能在秋天上市，正好
能错开设施棚室种植黄瓜的上市旺
季，满足市场需求。

为让农户都有好收成，协会还会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
并提供栽种、植保、销售等一体化服
务。

今年夏季前期干旱、后期多
雨，对于黄瓜生长来说都是不利因
素。东光县仉王农技科普协会及时
发布管理技术方案，指导农户们在
田间干旱时勤为黄瓜苗浇水，并为
秧苗喷施叶面肥。大雨过后，协会
也会提醒农户们及时排除雨水，着
重防治各种病害。

“现在，农户们的管理技术都有
所提升，大多数地块每亩能收获
5000多公斤黄瓜。今年大伙儿卖黄
瓜赶上了好价格，在地头上每公斤黄
瓜就能卖到五六元钱。刨去成本，每
亩地的收入预计能达到1.6万元。”看
到农户们增收，牛文全比自己赚了钱
还高兴。

东光县仉祥王村东光县仉祥王村：：

黄瓜错季上市黄瓜错季上市黄瓜错季上市
每亩收入过万每亩收入过万每亩收入过万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碧绿的叶片上顶着醒目的小黄
花儿，有时，还能见到白色绒团被
风吹散……提到蒲公英，多数人并
不陌生，知道它是生长在田间地
头、随风摇曳的野菜。但你知道
吗？蒲公英也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
物，还因为其独特的营养价值，成
了不少人青睐的餐桌美食。

瞄准小小蒲公英里蕴藏的致富
潜力，沧州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用 10余年时间，选育出适宜我
市生态气候的蒲公英新品种——

“小身体”大能量

近日，在河北省种子总站发布
的《2024年度非主要农作物认定
审核通过品种的公示》中，由沧州
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的沧
蒲 1号、沧蒲 2号通过认定。这是
我市首次通过认定的蒲公英品种，
为各地发展蒲公英种植产业提供了
适宜种质资源。

“蒲公英又名黄花地丁、婆婆
丁，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等功
效，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它原
以野生为主，不仅适应性强，而且
几乎不招病虫害，是天然的绿色野
菜。”别看一株株小小的蒲公英不
起眼，蔬菜花卉研究所负责人苗锋
刚参加工作时就关注到了它。

“这些年人们不光提高了健康
养生意识，还越来越喜欢尝试新、
奇、特的蔬菜品种。”苗锋敏锐察
觉到，虽是野菜的蒲公英，也有商
品价值可深挖。

他说，别看蒲公英长得小，但
是它的叶、花、根都有功效。

“新鲜的蒲公英叶可以作为蔬
菜生吃或炒制，也可以用来做汤、
做馅儿，备受人们欢迎。”苗锋
说，错季上市的大棚蒲公英，每公
斤能卖到几十元钱，比其他经济作
物的市场售价要高不少。

蒲公英的叶子、花朵和根还能
用来做茶。叶子可以被加工成绿
茶、红茶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
效；花朵经过烘干或冻干加工后，
可以做成花茶，不仅清热解毒，还
能养颜美容；蒲公英的根也可以加
工成根茶，能够清肝明目。

“蒲公英虽然全身都是宝，但
并不娇气。这些年，市场上销售的
蒲公英虽然以野生的居多，但也有
不少是人工引进栽培的。农户种植
一次，蒲公英可以连续生长四五
年。蒲公英易成活，农户种上后不
用怎么管理，只管收割、销售，一
年能收获四五茬蒲公英叶。”管理
的简便性，也颇为苗锋看中。

精挑“优等生”

“虽然栽培简便，但那些年，
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蒲公
英，大部分都叶片小，产量较低，
商品性也较差。”为此，早在 2015
年，苗锋和蔬菜花卉研究所的同事
们组成的研究团队，就开始在沧州
市农科院的前营试验基地进行试
验，选育更宜采收、品相更好的蒲
公英品种。

为 了 选 出 心 目 中 的 那 个
“它”，只要听说有表现好的品种，
研究团队就引到试验基地里种植。
这些年，他们先后从甘肃、河南等
多地及我省和山东的盐碱地里，引
进蒲公英种质资源材料 50余份进
行驯化选育。

秉承着“优中选优”的原则，
研究团队采取选择育种的方法，每
年都要进行小区单株初选、连续多
代优选等多项试验。在试验中，研
究团队主要挑选株型直立、紧凑且
叶形比较美观的蒲公英，这样不仅
方便采收，而且其商品性更好。

最终，研究团队选育出2个符
合育种目标的蒲公英新品种。其
中，沧蒲 1 号植株健壮、株型紧
凑，开花集中且花量大。沧蒲2号
的抗逆能力更好，对于白粉病的抗
性强，叶片和花朵的产量也都较
高。更为特别的是，相对于其他野
生蒲公英，这两个品种的叶片粗纤
维低，适口性更强。

考虑到新鲜的蒲公英不易贮存
和运输，近几年，研究团队在选育
蒲公英品种的同时，还研究深加工
方法。采花后，研究团队特意将蒲
公英花进行冻干加工。这样制作出
的蒲公英干花色泽金黄，沏泡后口
感清香。

让蒲公英扎根盐碱地

近日，在沧州市农科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团队的
成员刘珊在进行微生物试验，探索
让这两种蒲公英在盐碱地里也能茁
壮成长的方法。

刘珊首先到渤海新区黄骅市的
中重度盐碱地里，选取耐盐碱作物
根系周围的土样，再回到实验室，
在土样中分离纯化出耐盐碱的微生
物细菌，然后制作出菌液，将蒲公
英种子放到菌液中浸泡。最后，她
会将浸泡好的蒲公英种子放到不同
浓度的盐溶液中，观察其发芽率，
测定植株的生长指标。

“没有经过处理的蒲公英种
子，浸泡在浓度为 4‰至 8‰的盐
溶液后，发芽率不足一半。现在，
我们要通过试验，找出能提高蒲公
英种子在盐溶液中发芽率的微生物
细菌，为在盐碱地里发展设施蒲公
英种植打下基础。”刘珊说。

“盐碱地虽然瘠薄，但不失为
沉睡的宝贵资源。尤其是在滨海盐
碱地上，野菜也是一种特色。”苗
锋说，通过多年下乡对种植户进行
蔬菜种植技术指导，他们发现，不
少农户专门在春季到地里挑野菜，

再送到商超或上网销售，还有农户
瞄准“野菜经济”，发展设施棚室
种植，市场行情好时，一公斤野菜
售价超过百元。

“现在，我们认定了适合咱沧
州区域种植的蒲公英品种，接下
来，就是从提高种子的耐盐碱性及
提升种植技术等方面入手，让蒲公
英也成为盐碱地设施野菜产业中的
一员。”苗锋介绍道。

他说，蒲公英的种植场景多
样，农户可以在温室或冷棚等设施
棚室里单种，也可以与其他果蔬作
物进行间作套种，以提高棚室利用
率，增加收益。经营果园、林场的
农户，也可在林下种植蒲公英，发
展林药（菜）经济。

其中，他们尤为关注在设施棚
室里种植蒲公英。

“发展设施蒲公英种植，可以
人为调控棚室温湿度，满足蒲公
英生长所需的环境要求，生产出
的蒲公英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另一方面，通过调控棚室温度，
还可以实现蒲公英错季上市，卖
个好价钱。”苗锋说，蔬菜花卉研
究所编写的《日光温室蒲公英越
冬栽培技术规程》 已对外发布，
为蒲公英的设施种植提供了技术
支持。

近日，东光县找王镇东王校店
村党群服务中心热闹不已，在这里
举办的优秀学子表彰会吸引了不少
人参加。东王校店村“两委”制定
出激励优秀学子的方案，在爱心企
业的资助下，对村里 4名被本科院
校录取的学子进行奖励。

“设置奖学金，对学子是一种
鼓励，也饱含着一份期冀。希望
他们学有所成后能回报社会、回
报家乡，为乡村振兴事业出力。”

东王校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杰
说，为激励本村金榜题名的学
子，弘扬勤奋上进的“好学风”，
自去年起，便由爱心企业阔扬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奖励村中的优
秀学子。

位于孟村回族自治县高寨镇
的大许孝子村，也十分注重营造

“好学风”。为培育重视教育、崇
学向上的文明乡风，大许孝子村

“两委”发起兴文奖学行动，每年

对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
“我们自 2020年发起兴文奖学

行动，由村‘两委’向爱心人士
和乡贤发出爱心助教的号召，成
立爱心基金会，每年奖励村里当
年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 1000元。”
村党支部书记张宗华说。

在南皮县刘八里镇刘秀才村，
村“两委”也不断引导村民们重视
教育。在刘秀才村的积分制治理模
式中，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的家庭，

当年可获得积分奖励，在年底评优
评先时更具竞争力。

为进一步加强与在外人才的联
系，增强高校学子对家乡的归属
感、认同感，自 2021年起，刘秀
才村开始举办大学生欢送会，为当
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准备礼品和欢送
仪式。

愈加浓厚的“好学风”，不仅
激励孩子们好学上进，也增强了村

“两委”班子的凝聚力。

收割机收割桑根草收割机收割桑根草。。

农户采摘黄瓜农户采摘黄瓜。。

桑根草秸秆被制作成草包桑根草秸秆被制作成草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