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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皮县冯家口镇西林子村农民孙志旺家
的西梅林迎来了丰收季。绿叶间，一个个紫红色的
西梅让人垂涎。孙志旺忙着采摘西梅，不一会儿，
就摘满了一筐。

“我这儿的西梅在 8月下旬到 9月中旬陆续成
熟。熟透的西梅果肉甜、汁水多，特别好吃。这
段时间，不少顾客专程过来采摘西梅。”孙志旺
说。

52岁的孙志旺是土生土长的西林子村人。这
些年，他相继流转了几十亩土地，以种植红薯、桃
树为主。六七年前，一位山东的种植户听说他种植
红薯在行，过来学习种植技术。交谈间，对方透露
自己种植了西梅树，产出的果子一公斤能卖到 60
元钱。一直在寻找增收机会的孙志旺听后，动了
心，专程到对方的种植基地考察。

“当时，人家特意给我留了一些西梅。我看着
觉得挺新鲜，再一吃，觉得西梅的口感确实不错，
就从那里买来树苗，栽到了我的果园里。”孙志旺
说。

一般情况下，西梅树 2年便能挂果、3年进入
丰产期。栽下西梅树后，孙志旺充满期待。哪知
道，他管理了好几年，都没有见到西梅的影子，也
找不出西梅树不挂果的原因。为此，他还四处寻
访，专门请林业专家来园子里“问诊”。

“后来，一位专家找到了原因。他指导我们在
花芽分化期时施用药剂，不让枝叶徒长。这样，
更多的营养就能供给到开花、结果上了。”孙志旺
按照专家的指导进行管理，西梅树果然开始挂果
了。

“西梅树能挂果后，管理就相对简单了。我们
不用给树疏果，也不用给果实套袋，省了不少人
工。”孙志旺说，现在西梅树已进入盛果期，如果
不遭遇极端天气，每棵树可结果100多公斤。

经过精心管理，孙志旺的果园产出的西梅口感
好、糖度高，除了备受水果商贩的青睐，还吸引了
不少城里人前来采摘。如今，一公斤西梅能卖到
20元，种植收益远高于其他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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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十几年执着研究——

沧州适生谷子“诞生”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薛 文

南皮县西林子村南皮县西林子村：：

西梅丰收西梅丰收西梅丰收
喜上喜上喜上“““梅梅梅”””梢梢梢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

你知道吗？谷子在沧州有着
多年的种植历史。据国家谷子高
粱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
提供的数据，前些年全市谷子种
植规模一度达到300多万亩。孟
村回族自治县的后涨沙村，还是
我国重要的小米集散地之一。

为守住我市的谷子产业招
牌，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国家
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
合试验站近年来持续选育谷子
新品种、试验示范谷子绿色高
效生产技术，还尝试着让与谷
子有关的科研成果助力盐碱地
综合利用——

选育优良品种

近日一大早，记者就随国家
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
试验站的科研人员赶往海兴县。
这一天，他们要到位于海兴农场
的试验基地里收集试验数据。

“今年，我们一共在试验基
地种植了7亩谷子，主要开展谷
子新品种（系）和种质资源耐盐
碱鉴定与筛选试验、中度盐碱旱
地谷子集雨压盐种植模式试
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
系沧州综合试验站站长、沧州市
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平文
超介绍。

据了解，沧州市农科院谷子
课题组研究谷子育种及栽培技术
已有 50多年。课题组自 2011年
开始建设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
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十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培育优质高产适宜机
械化生产的谷子新品种、研究旱
地增产增效绿色栽培技术、试验
示范提质增效农机农艺生产技术
等。

平文超说，谷子是禾本科作
物，耐旱、耐瘠薄，适合在土壤
贫瘠、无水浇条件、雨养旱作的
地块儿种植。国家谷子高粱产业
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到盐碱
旱地里进行相关试验，也是想充
分挖掘谷子在盐碱地综合利用方
面的潜力。

记者随平文超进入试验基
地，首先看到的是盐碱旱地谷子
集雨压盐种植模式试验田。试验
田中，耐盐碱的新品种沧谷 15
出苗整齐、保苗率高，其植株已
长到半人多高，结出的谷穗又长
又粗。另一侧，不耐盐碱的品种
出苗率低、保苗率差，只稀疏地
长出了一些谷子苗。

“沧谷15是我们课题组近年
来选育的谷子新品种，具有高
产、优质的特性。前期，我们已
在实验室里进行过盐碱胁迫试
验，沧谷 15 表现最好。现在，
我们在盐碱旱地里采用不同种植
模式种植沧谷 15，通过调查其
出苗率和保苗率、植株长势、籽
粒产量等，判断沧谷 15适宜在
盐碱旱地种植。”平文超介绍。

除了在盐碱旱地上对自育品
种进行鉴定和筛选，试验站还从
全国各地引进了各种类型的谷子
品种（系）和种质资源，从中筛
选适宜在盐碱旱地种植的“优等
生”。

他们首先在实验室里用不同
浓度的盐碱溶液浸泡种子，在种
子发芽后检测发芽率、根长和芽
长，筛选出在萌芽阶段耐盐碱性

最好的品种（系）和种质资源。
随后，将耐盐碱性较好的品种
（系） 和种质资源种到盐池中，
观察其出苗率和生长发育特征以
及整个生育期的耐盐碱性。最
后，到盐碱旱地的试验田中种
植，观察其适应性与产量情况，
从中筛选出表现最好的品种
（系） 和种质资源，为选育优
质、高产、耐盐碱的新品种或种
植生产服务。

目前，试验站筛选出的耐盐
碱谷子品种（系）和种质资源，
在盐碱旱地里的亩产可达300多
公斤。

种植模式“大比武”

在试验田里，记者发现，除
了不同谷子品种在盐碱旱地里的
长势大不一样，就连沧谷 15这
样同一个品种的谷子，长势也不
一样。

“这片沧谷15长势不同，是
因为采用了不同的集雨压盐种植
模式。”平文超解释道，“来，往
谷子根部的地面看。”

顺着他指的方向，记者看
到，有些沧谷 15 是起垄种植
的，有些是覆膜种植的，每种模

式都有明显差异。
“我们一共试验了 4种集雨

压盐种植模式。第一种是起垄沟
播种植模式，即在种植时先起
10厘米的垄，将种子播在两个
垄中间的沟里。这项技术可根据
水盐运动规律，让土壤中的盐分
返到垄上，减少盐分对种子的胁
迫。”平文超介绍。

第二种试验模式，是在起垄
沟播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将沟一
侧的垄覆上薄膜。“垄上覆了
膜，微量降雨后，雨水就能顺着
膜流向垄间的播种行，提高水分
利用效率。采取半覆膜的方式，
则是为了只让盐分返到没覆膜的
一侧垄上。这样就只让谷子根系
的一侧受高盐分影响，相当于让
谷子处于半盐分胁迫状态，促进
植株生长。”

第三种试验模式，是在起垄
沟播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将沟两
侧的垄都覆上膜。这样覆膜，集
雨效果最好，能将水分的利用效
率提高2倍以上，同时减少水分
蒸发，起到保墒增温的效果。这
种模式可以应用到春播谷子种植
中。

不同于前三种试验模式，第
四种试验模式是将第二种模式中

未覆膜的垄改为深 10厘米的微
沟。这种模式，是为了与第二种
模式进行对比，探究土壤中的盐
分运移规律。在试验中，科研人
员会定期采集土样，追踪行间、
垄上和沟内的水分、盐分变化，
量化不同时期谷子根系受到的胁
迫程度。

“去年，我们已开展过这些
种植模式的试验。目前来看，
起垄沟播半覆膜和全覆膜模式
的产量比较高，试验田产量均
可达到每亩地 370 公斤以上，
且产量差异不大，但是半覆膜
模式的覆膜成本可减少一半。”
平文超说。

不仅如此，为了探究不同模
式的适宜应用时间，他们分别在
5月10日、5月30日和6月15日
播下了三拨种子。

“进行这些种植模式试验，
主要是为盐碱旱地的谷子产业化
发展储备技术。有些种植户在收
完小麦后种植谷子，可以参考 6
月 15日播种试验区内的种植技
术；有些种植户没种小麦，愿意
春播谷子，就可以参考5月份播
种试验区的种植技术。谷子播种
早，能早收获早上市，售价也能
高一些。”平文超说。

盐碱旱地变增收田

试验站无论是进行品种选育
还是开展不同种植模式的试验，
都是为了进行示范推广，帮助农
户增收。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渤海新
区黄骅市南大港产业园区的健超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看到一簇
簇谷穗饱满硕大，压弯了谷秆。
收割机驰骋在田里，将一簇簇谷
穗吸入“腹中”。

“今年，谷子的穗头重、穗
粒饱满，大多数地块每亩能收上
350多公斤谷粒。”合作社负责
人迟玉甲托起一簇簇谷穗，脸上
满是笑意。

合作社的地块大多是盐碱旱
地，缘何能喜获丰收？

“良种加良技，收成有保
障。”迟玉甲道出缘由。

他说，盐碱旱地瘠薄、没有
水浇条件，正适宜种植谷子这种
抗旱、耐瘠薄的作物。今年，合
作社发展了 400 亩谷子种植基
地，种植的都是国家谷子高粱产
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推荐
的冀谷系列和沧谷系列谷子品种。

“除了有好品种，我们在种
植管理上也格外精心。播种前，
光是平地就作业了好几遍。播种
后，还镇压了一遍，这样出苗率
就有了保障。今年，在做好病虫
草害防控的基础上，我们还在试
验站的建议下，额外为一些植株
追施了新型叶面肥。”迟玉甲
说，施用这种肥料，可以显著增
加叶片的叶绿素，促进光合作
用。

“喷过叶面肥的几十亩谷子
长势更好、产量更高。明年，我
们还要在更多地块应用这项技
术。”迟玉甲说。

为让好技术在更多盐碱旱地
上落地开花，试验站还在孟村回
族自治县和渤海新区黄骅市的多
地开展谷子的生产技术培训，为
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平文超平文超
收集试验数据收集试验数据。。

▶▶ 健 超 农健 超 农
机服务专业合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的谷子喜作社的谷子喜
获丰收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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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桃果成熟季，在任丘市吕公
堡镇张庄村的“大城小镇”果园
里，一个个又大又红的桃果挂满
枝头。桃林内，工人们忙着采
摘、分拣、装运，让新鲜桃果及
时上市。

“从 6月底开始，我们的果园
就热闹起来了。不光有大量工人
摘桃送货，还有不少人专程来采
摘，桃子的销路比较稳定。”果园
负责人刘丽萍说，这里的桃果在

当地小有名气，主要销售到任丘
市区的水果店。

“大城小镇”果园的桃果为啥
能有这样的好销路？这与刘丽萍和
爱人探索特色种植模式密不可分。

种植果树之初，刘丽萍和爱
人就到多地考察，专门引来不少
特色品种。“从6月底开始，各种
桃子接连成熟，收获期能持续到
10月底。比如我们的‘明星桃’
中油金铭油桃，口感特别好。8

月底成熟的秋硕蜜桃，也非常受
客商欢迎。”

果园能产出好桃，也离不开
科学的管理技术。为此，刘丽萍
特意从桃果种植历史悠久的北京
市平谷区请来技术人员指导管理。

“我们没有按传统管理办法让
桃树拉枝生长，而是让枝干向上
长。这样既不影响农机作业，提高
了生产效率，也能让桃树通风透
光，提升果品品质。”不仅如此，

在疏果上，他们也颇费心思，做到
既保障品质，又提高产量。

为了让桃子更甜，每年秋
季，他们还会深耕树行间的土
壤，再施入有机肥，为桃树生长
提供充足营养。

为给桃树提供更多可吸收的
有机质营养，树行间的杂草也被
他们充分利用了起来。春夏时
节，虽然杂草茂盛，但是他们从
来不用除草剂除草，而是使用机

械除草。这样虽然费时、费工，
却能将杂草施还到土壤中。这些
杂草腐烂后，便是能疏松土壤、
改善地力的有机质了。

“管理上去了，果树的产量越
来越好，我们也有信心扩大种植
规模了。目前，果园的面积已发
展到 400亩。”为了给桃子找到好
销路，刘丽萍还组建了专业队伍
拓展市场，并购置了多辆运输
车，向任丘市区的水果店供货。

村民们简办丧事、新办喜事可以积分；积极
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可以积分；违反村规民约则
会被扣分……自去年年底开始，盐山县庆云镇王
母庙村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建立了“正向加
分、反向减分”的评分体系，引导村民成为移风
易俗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去年，我村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种植大田作
物，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于
是，村‘两委’决定从村集体收入中拨出1万多元
钱，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按照1积分等于1元钱
的标准，奖励践行移风易俗、遵守村规民约的村
民。”说起积分制管理模式，王母庙村党支部书记
宗海通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为让积分制管理模式发挥实效，王母庙
村建起了“爱心超市”。从村集体收入中拨出的1万
多元钱，用于采购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充实“爱
心超市”。村民每参加一次活动，“爱心超市”的记
分员都会记录下来。村“两委”班子还会组织道德
评议会，联合村民代表对村民参加活动的行为进行
评议，并给予相应分值。当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
时，村民可凭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通过实行积分制管理模式，建起‘爱心超
市’，我村渐渐汇聚起了‘勤劳改变生活、积分
改变习惯’的文明新风。接下来，我们还要探索
多种奖励机制，让积分制管理模式在培育文明新
风上发挥更多作用。”宗海通说。

小积分小积分小积分
兑出文明兑出文明兑出文明风风风
盐山县盐山县王母庙村王母庙村
以积分制以积分制推推进移风易俗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胡 娜

孙志旺采摘西梅孙志旺采摘西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