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在线
SANNONG ZAIXIAN

2024年11月3日 星期日
农历甲辰年十月初三 P3责任编辑 张梦鹤 责任校对 赵晓琳

电话 3155706 电邮 czrbsn@163.com

献
县
清
新
食
用
菌
有
限
公
司

献
县
清
新
食
用
菌
有
限
公
司
：：

净
菜
香
菇

净
菜
香
菇

香
飘
致
富
路

香
飘
致
富
路

■

本
报
记
者

张
梦
鹤

本
报
通
讯
员

彭
锦
帅

以红白理事会以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

海兴县小山乡海兴县小山乡实施实施““33233323””工作法工作法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 宋 悦

▲▲工人忙着将梨工人忙着将梨
果装箱果装箱。。

▶▶智能选果机快智能选果机快
速运转速运转。。

泊头市沙地梨现代农业示泊头市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范园区：：

发展有良方发展有良方发展有良方 鲜梨鲜梨鲜梨“““走四方走四方走四方”””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殷文红 李 粲 昝立亚 冯 雷

近日，走进献县清新食用菌有限公
司的加工车间，记者看到每个工人面前
都摆满了新鲜的香菇。她们利落地将这
些香菇的菌柄一一削平。

另一间车间里，几位工人正在调试
香菇分选生产线，再将一筐筐香菇倒进
分选线的入口。一个个香菇被传送带运
送着向前，根据大小，被分到不同端
口，进入不同的筐里。

“这是我们新引进的香菇分选线，
为的是生产净菜香菇，以高品质香菇打
开大城市的商超市场。经过分选后，一
级香菇每公斤可以卖到 10元钱，二级香
菇每公斤卖到 8元钱。前两年，我们基
地被评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
基地、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今年，
基地还被评为‘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
地，以后要向净菜的加工、销售方向发
展。”献县清新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永新说。

目前，公司的香菇已通过绿色食品
认证。有了“绿色身份”，再加上分级
销售，一公斤香菇比原先多卖 1元钱。

不仅如此，随着加工产业链条的延
伸，公司还生产干香菇丁，进一步提高
了香菇的身价。

“我们引进了烘干机。工人把香菇
切成丁后，再进行烘干，制作出干香菇
丁。这些干香菇丁销往国外，一公斤能
卖到 40多元钱。”王永新说。

红红火火的加工产业，建立在献县
清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多年来不断发展香
菇种植产业的基础上。

在公司的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
引人注目。棚内，架子上摆满了菌棒，
长出的香菇像小伞一样。

“现在正是出菇的旺季，每天，我
们都能采摘出 5000多公斤香菇。一个菌
棒一年能长出 5茬香菇，共能收获 1公
斤多香菇。”王永新一边采摘香菇一边
介绍，“香菇味道独特，深受人们喜
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量
逐年增加。”

王永新说，公司现有 80多个食用菌
种植大棚，根据市场需求不同，主要生
产白面香菇和红褐色香菇。其中，60%
的香菇销往北京，40%的香菇销往周边
地区。

为做强食用菌产业，辐射更多农
户，献县清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实行

“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
作为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主要负责
探索种植技术、销售香菇，并以种植
基地为载体，集中流转农户的土地进
行产业化运营，建设高标准棚室。农
户作为种植香菇的主力军，与公司开
展订单式合作，向公司订购优质菌
棒，通过精细管理、高效种植获得高
收入。

“公司和农户采用‘六统一分’的
合作模式，由公司统一建棚、统一采购
原辅材料、统一引进并生产菌种、统一
标准化生产菌棒、统一免费提供技术指
导、统一以质论价销售。农户只需根据
需求承包大棚，做好管理即可。”王永
新说。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公司还建
设了年产 200多万根菌棒的集约化生产
中心，每年可消化利用废弃树枝 2000
吨、废弃玉米芯 2000吨。

工人们正在将香菇分级工人们正在将香菇分级。。

近年来，泊头市的梨香不仅
在国内四溢，还飘到了国外——
产自泊头市的鲜梨远销欧美、东
南亚的 30多个国家。泊头鲜梨缘
何备受欢迎？梨产业还将有哪些
新气象？近日，记者走进泊头市
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探究
竟——

“云端”种梨产优果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泊头市
沙地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泊头
亚丰果品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
正在忙碌地打包鸭梨。

“随着新一季梨果大量上市，
咱泊头鲜梨也迎来了在国外市场
的销售旺季。我们现在包装的这
批鸭梨，就是要销往俄罗斯的。”
泊头亚丰果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于
立祥介绍。

他说，泊头市的梨果种植历
史悠久，距今已有 2000多年，泊
头鸭梨以个大、皮薄、肉细、含
糖量高而闻名。由于早些年梨树
多栽于河流沿岸的沙土地里，产
出的梨果又有沙地梨的别称。近
年来，泊头亚丰果品有限公司还
不断试种新品种，先后引进了黄
冠梨、新梨 7 号、秋月梨等早、
中、晚熟鲜梨品种。通过错季供
应、多品种互补，现在公司可全
年面向国外市场供货。

“虽然泊头鲜梨名声在外，但
是要产出优质梨果并不容易。冰
雹、寒潮等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
害，都会影响梨果的产量和品
质。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能
够提质增效的管理举措。今年，
市农业农村局为我们争取的物联
网建设项目，能让管理变得更加
高效、精准。”于立祥说。

在物联网建设项目中，泊头
亚丰果品有限公司在 300多亩种
植基地里安装了气象监测设备、
虫情测报灯等，通过物联网技
术，帮助管理人员智慧感知、远
程监控和智能决策。

“这些设备中有摄像头和智能
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环境、传输
数据。我们要了解梨园的情况，
不用去地头，通过公司的智能大
屏幕，或者打开电脑、手机，就
能看到相关图片和数据，随时随
地，一目了然。”于立祥说。

在物联网建设项目中，气象
监测设备可以记录温度、湿度、
风速等气象数据，帮助管理人员
更好地了解气象条件，为种植决
策提供科学支撑，从而减少灾害
性天气对梨园的影响。实时的土
壤湿度监测，还能减少不必要的
管理投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虫情测报灯不仅可以诱虫、
杀虫，还能为收集到的害虫拍
照，记录其数量。管理人员可根

据数据和图片，预测虫害发生趋
势，及时在合适的时间和范围内
采取防治措施，避免虫害大规模
发生。

“我们还能导出、打印、保存
这些‘云端’数据，进而分析气
象规律，进行标准化种植、精细
化管理，在提升梨果产量和品质
的同时，节约人力和物力成本。”
于立祥说。

智能生产效率高

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也离
不开连年提高的生产效率。

记者来到泊头市沙地梨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的泊头东方果品
有限公司，看到梨果加工正进
行得如火如荼。几名工人站在
一台硕大的机器旁，为一个个
梨果脱袋，再将黄灿灿的梨果
放到像托盘一样的果杯上。随
后，梨果随传送带运转，经过
吹扫、称重、检测、贴标后，
进入到不同的分区，再由工人
一一装箱。

“这是智能选果机，可实现
对梨果的无损加工。加工前，工
人会根据订单要求，在中控电脑
上设定好重量等信息。每个果杯
上都有一个二维码，相当于梨果
的‘身份证’。选果机扫描二维
码，就能找出与设定信息相符的
合格梨果。”泊头东方果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苏红卫介绍，“智能
选果机还应用了果蔬内外部品质
无损同步检测与智能分级技术，
能辨别梨果的重量、糖度及有无
黑心，保证加工后的梨果糖度、
重量等级均匀一致，无黑心腐烂
现象。”

他说，早些年，梨果加工多
以人工为主，不仅生产效率低，
还易产生磕碰。

“为解决这些问题，几年前，
公司开始积极对接设备生产厂
家，根据实际需求，合作研发新
式选果设备。现在，我们已经引
入了两台智能选果机。智能生产
不仅能严格把控梨果品质，还大
幅提高了加工效率。一台智能选
果机每天可加工五六十吨梨果，
在同样用工量的条件下，日加工
能力较人工生产提高了一倍。”苏
红卫说，目前公司正和设备生产
厂家沟通，计划在生产线中加入
智能机械臂，提高搬运环节的生
产效率。

尝到了智能生产的甜头，泊
头东方果品有限公司在田间管理
上也积极引“智”——今年，借
助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来的项目，
公司在 500亩种植基地里安装了
智能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

“工人不用到地头上打开阀
门，而是在手机上打开开关，智

能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就会自动
兑水、兑肥，开启灌溉模式。我
们还能在系统上设定灌溉水量和
施肥量，精准地为梨树补充水
肥，在提高肥效利用率的同时，
达到节水、节肥、绿色生产的目
的。”苏红卫介绍。

他说，以前灌溉 500 亩梨
园，需要 9 个工人花费 20 天时
间。应用智能水肥一体化滴灌设
备后，一个人只用五六天就能浇
完 500亩梨园，生产效率大幅提
高。梨树及时“吃”上水肥，可
以提高梨果的产量和品质。

“加”出产业新气象

位于泊头市沙地梨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的泊头市庞龙果品有限
责任公司，近年来不断拓展国外
市场，也受益于智能生产。公司
的“廣龍”商标是河北省著名商
标。通过应用智能选果机，鲜梨
产品备受国外客户的认可。在东
南亚市场，“廣龍”牌鲜梨一箱能
比同类产品多卖几块钱。

“虽然我们现在每天已经能
加工 100余吨梨果，但是随着梨
产业的发展红火，公司的订单量
连年增加，加工能力急需再提
高。今年，市农业农村局积极为
我们争取了一个深加工项目，目
前，我们已经选定好新地址，正
在建设一间占地 6000 平方米的
车间。建成后，公司要引入一条
生产线更长的智能选果机，提高
日加工量，进一步助力园区的鲜
梨加工产业发展。”泊头市庞龙
果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庞连
刚说。

在泊头亚丰果品有限公司
内，加工产业的未来同样让人期
待——在做好鲜梨种植、加工、
储藏、冷链物流及出口销售的基
础上，公司还计划生产梨膏，延
长园区的深加工产业链条。

“深加工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的重要途径。我们的鲜梨，除了
卖到国外市场，还内销一部分。
但是，由于形状、大小等原因，
有些鲜梨卖不上价。在这种情况
下，发展梨膏深加工就成了更优

解。”于立祥说，多年前，泊头亚
丰果品有限公司就与科研院校对
接，合作研发梨膏等深加工产
品，目前已经探索出成熟的梨膏
生产工艺。

今年，在上级项目的支持
下，泊头亚丰果品有限公司建设
了一间梨膏加工车间，还购入了
清洗机、蒸煮机、灌装机等加工
设备。近期，公司的技术人员将
调试机器试生产梨膏。届时，在
生产线上“走”一遭，鲜梨就能
变成好喝的梨膏。目前，公司研
发了 3 种不同剂量的梨膏产品。
这些产品可在线下商超销售，也
可适应线上平台顾客的消费需
求。公司还计划与药企对接，拓
宽梨膏的销售渠道。

“每 20公斤至 25公斤梨果可
生产 1公斤梨膏，现在，每公斤
鲜梨也就卖两块多钱，但是一公
斤梨膏能卖到 110元左右。发展
梨膏深加工，除了能让生产效益
增加一倍，还能壮大园区的加工
产业，提高梨产业对市场的适应
能力。”于立祥十分期待。

“办事主家不发散孝，不给送
殡车发烟和鞭炮，全部使用电子礼
炮……”近日，在海兴县小山乡李
良志村，村党支部书记李炳智向村
民们介绍小山乡新修订完善的红白
事简办参考标准。

“以前谁家有红白事都怵头，
因为攀比心理重、人情开支大。这
个标准给我们办事提供了参考，大
伙儿都受益。”李良志村村民李树
彬说。

为有效遏制大操大办、人情攀
比、薄养厚葬等陈规陋习，今年，
小山乡开始实行“3323”工作法，
依托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推
进所辖19个村的移风易俗工作。

“3323”工作法，即实行三级网
格化管理、研究制定3项标准、“线
上+线下”融合宣传、实现3个明显
成效。

在“3323”工作法中，小山乡
包片领导担任网格长，负责统
筹、协调和指导各村的红白事管
理工作；包村干部和村党支部书
记作为网格员负责具体执行红白
事管理的各项措施，确保政策落
到实处；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负
责红白事的具体操办和监管，确
保流程和花费符合规定标准。在
这样的三级网格化管理中，各级
网格责任人和具体任务明晰，形
成了有力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加
强了对红白事的管理。

小山乡还研究制定了红事婚车
彩礼、白事丧葬用品、宴席礼金3个
方面的花费参考标准，从源头上遏

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各村完善
村规民约，对大操大办作出约束，
从村“两委”班子成员、红白理事
会成员、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等人
员抓起。此外，各村重点关注后厨
组长、车队队长等关键人员，全程
把控停葬时间、安葬路线地点、酒
席桌数、烟酒费用等，帮助村民减
少开支。

与此同时，采取“线上+线
下”融合宣传模式，全方位宣传移
风易俗，引导村民们树立厚养薄
葬、喜事新办的观念。

通过实施“3323”工作法，小
山乡实现了白事少花钱、红事更
简单、群众更满意 3个效果。截至
目前，在各村红白理事会的监督
下，小山乡19个村共报备红白事47
件。村民们按照标准操办红白事，
省了不少钱。

日前，记者走进
运河区高绿科技智慧
生态园的大棚，看到
七八位工人正忙着采
摘平菇，一派繁忙景
象。生态园的平菇长
势好、产量高，销往
市场供不应求。

张梦鹤
张金元
高雅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