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盐山县圣佛镇，
兴博家庭农场的花生地里，沾
着新鲜泥土的花生堆满地头。

“今年，我们农场与万鼎家
庭农场合作，在圣佛镇的 4个
村庄流转了2000余亩土地种植
花生。由于管理得当，每亩地
收获了350多公斤花生。”喜获
丰收，兴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
卫东十分高兴。

圣佛镇的不少农田都是沙
土地，正适合种植花生。为盘
活闲置土地，实现农业生产效
益与农民收益、村集体收益的
最大化，今年，在圣佛镇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张卫东积
极与花生种植能手对接，邀请
他们来圣佛镇一起流转土地，
发展花生种植产业。

耕作面积有了规模，让花
生种植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
业。为了提高播种精度，农场
特意在播种机上安装了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在花生管理期，
农场使用无人机喷洒药剂，既
方便又高效。不仅如此，为了
能在天气干旱时及时为花生

“解渴”，农场还在花生地里铺
设了滴灌设施，这种灌溉方式
既节水又省工。

“我们种的是‘小金豆’花
生，收了花生后卖给商家做炒
货。由于地好、水好，再加上
管理得当，所以产出的花生品
质好，特别受客商欢迎。今
年 ， 每 亩 地 能 收 入 2600 余
元。”张卫东说。

一个个饱满的小花生，不
仅让农场增收，还让周边村庄
的村民获益。把土地流转给农
场的村民，每亩地可收入 950
元流转费。这些村民有了时间
和精力，还能外出打工赚一份
钱。4个村的村“两委”班子
帮助农场协调各项事宜，能获
得每亩地50元的服务费，用于
壮大村集体经济。农场要把花
生种好，需要大量雇工。附近
的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到农场打
工，每人每天能挣100多元。

“花生虽小，带动效应却不
小。明年，我们还想打造出规模
更大的花生种植基地，带动更多
村民就业增收。”张卫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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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土流转土地种地种““金豆金豆””
集体农户双增收集体农户双增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董艳玲

工人驾驶农机收获花生工人驾驶农机收获花生。。

眼下，渤海新区黄骅市各冬枣园内的冬枣进入成熟期，吸引了不少市
民走进枣园采摘冬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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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美种美味红薯味红薯
迎甜蜜迎甜蜜““薯薯””光光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理理””出节俭出节俭““约约””来文明来文明
献县东贾庄桥村以红白理事会献县东贾庄桥村以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推村规民约推

进移风易俗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坚决遏制大操大办、薄养厚葬、
滥办酒席、攀比炫富、铺张浪费……”
如今，在献县小平王乡东贾庄桥村，新
的村规民约深入人心。红白理事会让文
明节俭的新风“吹”进了村民心中，既
为村民省了票子，也让大伙儿有了面
子。

“我村有 3000多人，每年要操办 40
多场红白事。以前，一户村民家办事，
其他在家没事的人就去帮忙。有时候，
光是帮忙的就有几百人。办事主家招待
这些人，要花费不少钱，存在铺张、浪
费的现象。”谈起以前村里的红白事操办
情况，东贾庄桥村党支部书记彭广辉连
连摇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 2021年起，
东贾庄桥村“两委”创新红白理事会运
行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引
导村民们按章办事，不断推动移风易俗。

“我村在原有红白理事会的基础
上，将全村分为 8个红白理事网格，在
各个网格内实行定人、定岗的办事模
式。”彭广辉说，有了红白理事网格
后，再有村民家办事，就由红白理事
会在网格内确定负责写账、做菜、端
盘子的人。这样一来，既保障了有帮
忙办事的人，又不会像以前一样铺
张、浪费。

不仅如此，东贾庄桥村红白理事会
还健全相关制度，完善红白事简办标
准，对办事的烟酒、饭菜花费等作出规
定。村民按照规定操办红白事，接受红
白理事会的监督。

东贾庄桥村“两委”班子还将红白
事简办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中。

如今，东贾庄桥村村民平均操办一
场红事比原来节省7000元，操办一场白
事比原来节省五六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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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利用设施棚室种植草
莓成了不少农户的致富新路。为了
种好草莓，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宋寿国没少下功
夫。他不仅创新立体种植模式，实
行智能化管理，还延伸产业链条、
繁育草莓种苗，不断挖掘小草莓里
的致富潜力——

立体种植

近日，记者走进泊头市子渔驿站
生态家庭农场的一座温室，看到草莓
苗在一排排架子上长势旺盛。

宋寿国说，这种栽培模式叫作架
式栽培，是立体种植模式的一种。

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场探
索立体种植模式多年。最初，农场没
有直接使用栽培架，而是一边在地面
上起垄种植草莓苗，一边在温室的土
墙上安装种植槽种植草莓苗。通过对
比，宋寿国发现使用种植槽的立体种
植模式有不少好处。从 2020年开始，
农场就在整个棚室里放上栽培架立体
种植草莓了。

“立体种植，可以拓展种植空
间、扩大种植规模。原先我在地面
上起垄，因为棚室面积有限，起的
垄数量也有限。使用栽培架种植草
莓苗，大不一样。栽培架有两层种
植槽，每一层种植槽都能种植草莓
苗，相当于向空中拓展了种植空
间。种苗的数量多了一倍，草莓的
产量也提升了不少。”宋寿国说。

在传统种植模式中，草莓苗被
种在地里，可以汲取泥土中的营
养。如今草莓苗被种到了种植槽
里，靠啥来生长？

“我们将基质放到种植槽里，再
在基质中种草莓苗，这是近年来流
行的无土栽培模式。这些基质由泥
炭土、椰糠、珍珠岩等组成，不仅
让草莓种植不受土壤的限制，还有
保肥水、透气性好等优点。”宋寿国
介绍。

同时，草莓苗不接触土壤，就减
少了感染土壤中残留病虫害的机会，
这也是宋寿国探索立体种植模式的主
要目的。

宋寿国说，草莓苗在生长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大多来自于土传病害。
农场使用的基质，不仅易于杀菌消
毒，还能定期更换，能够解决草莓种
植中的重茬问题，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这样一来，由于植株不生病或者
少生病，农场在管理中可以尽量少使
用药剂，产出的草莓品质也更让人放
心。

“在立体种植模式中，工人管理
秧苗、采摘果实时，不用再像管理地
栽草莓一样弯着腰干活，不仅降低了
劳动强度，还能提高管理效率。”宋
寿国说，立体种植模式还增加了温室
的观赏性，能为游客采摘草莓提供不
一样的体验。

设施育苗

近两年，在做好种植管理的基
础上，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
场还将产业链条向育苗环节延伸。
为了繁育出高品质的草莓苗，农场
建起育苗连栋温室，引进了穴盘式
育苗技术。

宋寿国说，以前自己也和其他农
户一样，从育苗基地购买草莓苗，再
移栽到温室里。在种植过程中，他发
现，外购草莓苗的质量没有保障。

“传统育苗基地通常采用地栽的
方式育苗。如果土壤中有病害，苗子
的根系上就带着染病的土壤，易传染
病害，影响生长。再就是地栽的草莓
苗，在雨季还有被雨水浸泡的风险。
泡了水的苗子易生炭疽病。这种病在
种植之初不易被发现，到了种植后期
多会传染开来，会造成减产、绝
产。”宋寿国道出了缘由。

采用穴盘式育苗技术，能解决这
些问题。“我们不让草莓苗像以前一
样长在土里，而是把苗子栽到穴盘
里。穴盘里放的是基质，这样可以避
免土壤携带病害影响秧苗生长的问
题。由于基质的营养丰富，草莓苗在
基质中也能旺盛生长。”宋寿国说，
将这些穴盘放到高架上，就算夏季雨
大，也不担心草莓苗被雨水浸泡，能
保障种苗的质量。

“我们繁育的草莓苗，除了供自
己使用，还销售给其他农户。这样一
来，不仅使农户的种植有了保障，我
们也能通过卖苗增收，促进产业良性
发展。”宋寿国说。

智慧管理

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场在
棚室管理上，也走出了一条新路。

为了让管理更加精准，宋寿国在
种植草莓的温室里安装了物联网设
备，实时监控温室的温度和湿度，并
根据监测到的数据，及时为棚室保温
或放风。

“精准地控制温度、湿度等环境
因素，可以为草莓苗的生长提供适宜
环境，从而提高草莓的产量和品
质。”宋寿国说。

智能化管理，还可以降低劳动强
度。以前，宋寿国管理温室，需要每
天巡棚，再根据巡查情况调整管理举
措。现在，应用了智能化管理设备，
宋寿国能随时随地掌握温室的环境情
况，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避免因
环境因素变化而产生管理问题，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宋寿国还引入了智能水肥
一体化滴灌技术，实现了精准灌溉。

为了应用智能水肥一体化滴灌技
术，宋寿国专门在温室外建设了一座
泵房，并在泵房里安装了智能水肥一
体机、灌溉用水过滤器和肥料罐。

“我只需要在智能水肥一体机的
操作面板或者手机的 APP上打开开
关，智能水肥一体机便会自动兑水、
兑肥，开启灌溉模式。我还能在系统
上设定灌溉水量和施肥量，精准地为
草莓苗补充水肥。”宋寿国说。

水肥从泵房的主管道流出，进入
温室后，会被分流到预埋在种植槽中
的滴灌带里，再慢慢从滴灌带里滴
出，灌溉到草莓苗的根部。

“使用滴灌，将水肥直接送到草
莓苗的根部，可以提高肥效利用率，
达到节水、节肥的目的。不仅如此，
还能避免因为灌溉造成空气湿度过大
的问题，减少霉菌病的发生。”宋寿
国说。

通过应用智能水肥一体化滴灌技
术，宋寿国一个人操作，便能让几个
温室的草莓苗及时“吃”上水肥，从
而实现产量和品质的双提升。

“““智智智”””种草莓种草莓种草莓
———看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场的—看泊头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场的““新花样新花样””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挖红薯、去泥、分拣、装
袋……眼下正是红薯成熟的季
节，记者走进渤海新区黄骅市
常郭镇柳林庄村的众健家庭农
场时，农场负责人王丙河正忙
着收获红薯。

“俺这块地是沙土地，特别
适合种红薯。俺从30来岁就开
始种红薯，到现在种了20多年
了。种红薯，俺门清。”王丙河
笑着说。

王丙河是个“红薯迷”，他
的女儿是最好的见证者。

“这些年，我爸种的红薯除
了在商超销售外，其他的都是
在网上卖的。这不，刚才又有
顾客在网上向我订红薯呢。”王
丙河的女儿拿起手机向记者展
示，满是自豪，“我爸种红薯劲
头足，每年都琢磨哪个品种口
感好、营养高。他年年试种新
品种，没少折腾。”

听完女儿这番话，王丙河
笑了。“我种的冰糖哈密蜜薯，
顾客的反馈特别好。”王丙河继
续说道，“冰糖哈密蜜薯吃起来
糯而不水、粉而不干，尤其是
烤熟后，还有一股清甜味。去
年，我种了10来亩冰糖哈密蜜
薯，每亩地收了 1500余公斤。
这种蜜薯贵的时候每公斤能卖
到4元钱，供不应求。”

为了种出好吃的红薯，王
丙河没少花费心思。今年，在
30多亩红薯地中，王丙河又试
种了榴莲蜜薯这个新品种。“这

种蜜薯的口感细腻，与榴莲肉
的口感相似，因此得名。”王丙
河从田间拎起一串红薯展示
道，“看目前的生长情况，我估
计榴莲蜜薯的产量应该不差。
这款蜜薯出土后，每公斤能卖
到2元钱。”

除了追求表现优秀的新品
种，王丙河还不断探索绿色
种植模式。“10多年前，我去
人家的红薯储藏室参观，看
到那里的红薯个头大、少有
虫子眼。我一算，觉得在管
理中得用不少药剂才能收获
这么漂亮的红薯。打那会儿
起，我就想着种点儿健康的
红薯。”他说。

为了种出优质红薯，王丙
河不仅用生物菌肥代替化肥，
还尽己所能减少药剂的使用
量。为红薯地除草，他也坚持
不打除草剂，都用人工除草。
同时，他还注意在冬季时深翻
土壤，用物理方法杀掉虫卵。

“虽然种植成本增加了不少，但
是红薯的品质更好了。俺种了
这么多年红薯，就想产出让人
们吃了还想再吃的好红薯。”

由于品质好，王丙河种出
的红薯每公斤比市场上的同类
产品多卖一两元。王丙河还不
时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分享
种植经验。

“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对待种
植业，产出优质农产品。”王丙
河诚恳地说。

盐山县烟草专卖局的志愿者帮助工人将打包好的花生装车盐山县烟草专卖局的志愿者帮助工人将打包好的花生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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