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
着白胖子。”听到这个谜面，大
多数人能猜到谜底——花生。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吴桥县沟
店铺乡的景辉家庭农场，不由
得在脑中对这个耳熟能详的谜
语打了个问号。

微风中，随着花生收割机
来回穿梭，一串串饱满的花生
破土而出。记者用手剥开花生
的“麻屋子”，看到的却是“黑
帐子”——花生仁的皮是黑色
的。记者轻轻地捻开这层“黑
帐子”，才看到了白色的花生
仁。

景辉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世
英笑着为大家解开了疑问：“这
是黑花生，是彩色花生的一
种。和普通花生相比，黑花生
的花青素、蛋白质等含量更
高，营养更加丰富。”

“今年，我们种植了 200亩
黑花生。地力好的地块每亩地
能产 500多公斤黑花生，每亩
地 的 种 植 收 益 能 达 到 5000
元。”杨世英说。

更让她高兴的是，这些刚
刚收获的黑花生，早在两个月
前就被客商订购一空了。“提前
订花生的都是老客户。他们这
几年一直和我们合作，对花生

的品质很放心。“杨世英说。
这个农场种花生，实行全

程机械化耕作模式。
“在播种花生前，我们会使

用农机旋耕、平整土地，让土
壤变得更加细碎，从而提高土
地的透气性。使用播种机播种
花生，能提高播种精度，保证
花生秧苗在后期生长时能够通
风透光，最大程度提高产量。”
杨世英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使用收割机收
获花生还能大幅提高效率、节
省成本。原先，十几个人一天
只能收完一亩地的花生。现
在，一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 20
亩地的花生。

随着全程机械化耕作模式
的成熟，杨世英还创新推出农
户代管模式，带领更多人种植
黑花生。按照农户代管模式，
农户只需备好种子、肥料等农
资，由农场负责播种。随后，
农场提供技术支持，指导农户
科学管理花生地。花生成熟
后，再由农场统一收获、统一
销售。

“明年，我们还要继续推
广农户代管模式，让更多农户
靠种植黑花生增收。”杨世英
说。

““麻屋子麻屋子，，黑帐子黑帐子””
让他们收获了啥让他们收获了啥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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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修种花生范景修种花生
好事接连发生好事接连发生
■ 本报记者 刘彦芹

盐山县庆云镇盐山县庆云镇：：

千亩高粱红千亩高粱红
映出好映出好““丰丰””景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胡 娜

▲▲王晨西查看枣树长势王晨西查看枣树长势。。

▶▶南皮县梁兴家庭农场的枣和鸡蛋比大小南皮县梁兴家庭农场的枣和鸡蛋比大小。。

秋风起，高粱红。日前，在盐山县
庆云镇西木村，千亩高粱地一片火红。
几台收割机边缓慢前进，边“吞食”着
一片片高粱。

“我村共有 1000 多亩土地，目前，
全部以每亩地 800元的价格被种植大户
流转。把土地交给种植大户统一经营，
既省力又省心。”西木村党支部书记张景
海说，“以前，大伙儿起早贪黑忙两季，
赶上年景不好时，收不了多少钱。现
在，大伙儿就算不种地，也有稳定收入
了。”

近两年，秉承“稳妥流转、助农增
收”的原则，庆云镇党委、政府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镇域内各村主动
与种植大户对接，促进土地流转，蹚出
了规模化种植的新路子。截至目前，全
镇已经有 3个村庄将 3000多亩土地流转

给了种植大户。
种植大户殷耀猛在庆云镇西木村和

城西胡村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规模化
种植高粱。他说，高粱既抗旱又耐涝，
对地力要求不高，适应性强，近年来的
市场需求量也比较大。

“除了能获得土地流转金，村民们还
能外出打工，再挣一份薪金。村集体为
种植大户服务，也能获得服务费，壮大
村集体经济。”张景海说。

不仅如此，收割机收割高粱后，
直接将秸秆粉碎还田，还可以培肥地
力，减少因焚烧秸秆产生的环保问
题。

下一步，庆云镇将继续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基地”
的模式，让更多村庄实现村集体、村民
双增收。

今秋，我市各地的果园喜获丰收，果农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图为
沧县汪家铺镇刘进士村的果农在分拣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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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时节，瓜果飘香。此时，沧
州大地上，怎么少得了枣的身影？近
年来，虽然气候、效益等多重因素影
响了不少枣农的种植积极性，但依然
有人坚持种枣。这些人不断探索，种
枣有创意，卖枣更有门道，靠着创新
抢“鲜”机——

推广新品种

枣果成熟季，沧州元早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晨西忙得不
亦乐乎。一天下来，他不是忙着接待
前来考察枣树品种的客商，就是带领
慕名而来的游客摘枣。

“我这枣园种植了 30多种枣树，
谁来了都觉得特别新鲜。不少枣树还
是中早熟的品种，别地儿的枣还青
着，我这里就有熟的了。所以，不只
是游客愿意提早来尝鲜，前来考察的
客商也不少。”说起自家枣园，王晨
西如数家珍。

听他这么一说，记者一行提起了
兴趣，好奇地走入园内。

枣园里，树木枝叶繁茂，红枣挂
满枝头。走近一棵树，记者看到，枣
的形状是上圆下尖的。

“这是马牙枣，因为形状像马的
牙齿而得名。那边还有和马牙枣形状
相似的月光枣。”王晨西说道。

葫芦枣顶小底大，像是缩小版的
葫芦；外形略扁似蟠桃的枣，是蟠
枣；口感酥脆、甜蜜多汁的枣，是伏
脆蜜枣……园子里的枣琳琅满目，让
人看花了眼。

“我爸从年轻时就致力于推广新
品种，建起这个枣园。20多年间，他
不断引进新品种，让园子里的枣树越
来越多。”王晨西说，耳濡目染下，
自己在10多岁时就会嫁接枣树了，近
几年，更是主动接过了示范、推广新
品种的接力棒。

创新种枣的方式，王晨西在种植
年头长的枣树上嫁接了多个品种，让
一棵树结出多种枣。他还将一些枣树
栽进盆里。这些枣树盆景备受南方顾
客的青睐。

作为一名新农人，王晨西还紧跟
潮流，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
宣传自家的特色品种。

“枣在咱沧州有悠久的种植历
史。但近些年，受气候和效益等影
响，农户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枣了，枣
林面积缩减了不少。我希望，能通过
示范、推广新品种，为大家提供致富
的新思路。欢迎感兴趣的枣友来我这
儿参观、交流。”王晨西说。

冷棚种冬枣

自 9月初至今，南皮县梁兴家庭
农场一直十分热闹。这边，工人们忙
碌着分拣冬枣。那边，顾客相继到
来，将一箱箱冬枣装车。这段时间，
农场的冷棚冬枣迎来成熟季，因为比
露天种植的冬枣上市早，所以备受欢
迎。

“冷棚冬枣不仅上市时间早，能
抢个‘鲜’，其品质也更好。在冷棚
里种冬枣树，能减少枣树与病虫害接
触的机会。这样一来，我们在管理中
能少用药剂，枣果也能有好品质。”
说起自家的冬枣，农场负责人张树军
打开了话匣子。

张树军是南皮县寨子镇梁庄村村
民。多年前，他的父母就在当地销售
小枣。张树军成年后，也开始琢磨如
何挖掘一颗枣里的致富潜力。到多地
考察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冬枣种植
上。

种植冬枣后，张树军发现了一个
问题——露天种植的冬枣树，从发芽
到结果，会受到不少病虫害的侵袭。
为了保障枣果品质，就得多次用药防
治病虫害。但是这样，就与自己追求
生态种植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树军决定
让冬枣树“住”到冷棚里，减少冬枣
树与病虫害接触的机会。为此，他专
门找来钢架，在一些枣树间搭起架
子，再给架子扣上塑料膜。没想到，
第一年，棚里却见不到几颗冬枣——
整个大棚，几近绝产。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
来技术成熟了，才分析出是没控制
好棚室温度。花期时，棚室温度过
高，枣花都被烤‘化’了。”调整棚
室的风口，尤其注意把控午间的棚

室温度……直到试验的第 3年，张树
军才摸清了门道，保住了棚里一半冬
枣树的产量。

“后来，我的控温技术更成熟
了。现在，冬枣不光能早熟，产量还
高。目前，我已建起14个冷棚，其中
10 个冷棚的冬枣树开始大面积挂
果。”他自信地说，“在冷棚里种冬枣
树，也不怕结果期赶上连阴天导致烂
枣了。”

为了不断提升冷棚冬枣的品质，
每年枣果丰收时，张树军还会围着露
天枣园转一转，看到哪棵树结出的冬
枣好，就在树上做标记。第二年春
天，张树军再将标记好的冬枣树嫁接
到冷棚里种植。

“这几年，我还不断试验种植更
多品种的枣。由于管理到位，有的枣
甚至长得和鸡蛋一样大。”张树军颇
为骄傲。

酸枣变金果

枣果成熟季，献县振良家庭农场
的枣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农场负
责人章振良穿梭在枣林里，不时驻足
在枣树前，用剪刀剪开一颗颗小枣，
察看果实的情况。

“这是酸枣，别看它外形普通，
很不起眼，却有多种用途，其枣仁的
身价更是不低。这些年，我一直在选

育优良的酸枣品种。剪开果实，是为
了找出皮薄、仁大的酸枣。这样的酸
枣，出仁率更高。”章振良介绍。

章振良研究酸枣已有十几年。农
场的枣园占地100多亩，包括30多亩
酸枣大树种植基地和六七十亩酸枣苗
木种植基地。其中，他在酸枣大树种
植基地里，种植了几十个酸枣品种。

为啥章振良中意这口感颇酸的小
酸枣？“别人种枣都要枣肉，俺却中
意这里面的枣仁。酸枣仁的药用价值
高，应用广泛。俺光要枣仁，也不怕
在收枣时碰上连阴雨天气，种植收益
有保障。”章振良说，酸枣树耐盐
碱、耐旱涝，在种植的当年便可挂
果，三至四年后进入盛果期，种植收
益好。

这些年，通过矮化密植、合理修
剪及科学施肥，章振良种植的酸枣树
丰产性好，产出的酸枣出仁率高。盛
果期时，每亩地可以产出酸枣仁60多
公斤。

由于品质好，酸枣仁多被章振良
当作种子销售，每公斤能卖 2000元。
还有一些酸枣仁被当作药材销售，每
公斤卖五六百元。此外，农场面向各
地的农户销售酸枣苗木，每亩地可收
入五六万元。

除了挖掘酸枣仁的药用价值，章
振良还研究起文玩酸枣，开辟出多元
化的致富路。

沧州这些农民坚持种枣抢沧州这些农民坚持种枣抢““鲜鲜””机机

种枣有创意种枣有创意种枣有创意 卖枣有门道卖枣有门道卖枣有门道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白花花的花生铺满地。秋
收时节，在河间市联发农机联
作种植合作社的晾晒场上，合
作社负责人范景修在晒花生，
也在晒丰收。

在河间市西九吉乡，河间
市联发农机联作种植合作社种
出的“范胖子”花生，在当地
是出了名的。

为啥“范胖子”花生有名
气？“你们先尝尝俺种的花
生。”范景修说。记者剥开一枚
略显细长的花生放入口中，一
咂摸，花生仁甜中带香。这是
范景修种的水果花生，它一上
市，就征服了人们的味蕾，“范
胖子”花生这个品牌也因此被
人们记住。

同样是种花生，范景修并
未走老路，他种植的全部是有
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除了可
以生吃的水果花生，还有用于
榨油的高油酸花生、用于炒食
的小花生。范景修把花生种出
了“花儿”。

“俺种的大部分品种，都是
咱们省农科院专家李玉荣培育
的新品种，优于一般本地品
种。”范景修说，“以前，高产
花生的油酸含量低，而高油酸
花生的产量低。现在，俺选的
这几种高油酸花生，不仅油酸
含量高，而且抗旱性、抗涝
性、抗病性强，产量高，每亩
地干花生产量能达到 500多公
斤。”

使用生物药剂，坚持物理
除虫；给花生地上有机肥……
范景修使用绿色种植技术，除
了让花生高产，也让花生品质
更优。

种出了小有名气的好花
生，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范
景修觉得这是好事。

范景修种花生出名后，打
听着上门来讨种子、学技术的

人络绎不绝。范景修不光热情
招待，还将这几年的经验倾囊
相授。有的农户想要种花生，
范景修不仅帮忙考察地力，还
送去种子。如今，找范景修

“取经”的人越来越多。
“要发展农业，不能单打

独斗，还得抱团干。”带着这
种朴素的想法，范景修又组织
成立了河间市花生产业协会，
把本地和外地的花生种植户吸
纳进来。种植户们经常联系，
交流种植技术、寻找产品销
路。赶上播种或收获期，协会
还组织现场观摩活动，聘请专
家实地指导。现在，河间市花
生产业协会已有会员 100 多
人，会员来自河间、献县、肃
宁等地。

范景修今年种了 200多亩
花生。这些天，地里的花生被
陆续收回来。他说，希望晴天
的日子多点儿，花生得紧着晾
晒。偌大的晾晒场，被丰收挤
得显小了。

更让范景修高兴的是，享
受丰收快乐的，不是他一个
人，而是一群人。100多位会
员种植的上万亩花生，如今都
进入了收获期。前几天，其他
种植户还到范景修的花生地观
摩。

“种花生的这些人，有的比
我种得多，有的比我种得好。
我们一群人互相帮衬着种花生
致富，这是更大的好事。”范景
修说。

范景修的花生地成了河北
省花生产业体系沧州滨海盐碱
地推广试验站的示范基地，用
于示范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由河间市花生产业协会申请注
册，“河间花生”获批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范景修，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用心种地，好事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