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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

▲▲张学良张学良 （（左左））
脸上满是丰收的喜脸上满是丰收的喜
悦悦。。

▶▶收割机在田间收割机在田间
往来穿梭往来穿梭。。

渤海新区黄骅市新港村渤海新区黄骅市新港村：：

盐碱地上新盐碱地上新盐碱地上新“““稻稻稻”””路路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近日，记者走进任丘市于村镇北陵城
村，看到了一幅村容整洁、农业兴旺的乡村
图景。

“原来村里都是土路，多日不供水是常
事儿。现在，土路成了水泥路，村里 24 小
时供水，生活更方便了。我们加入村‘两
委’班子成立的农业合作社，除了收到保底
收入、分红，还能不时分到农产品，日子越
过越舒心。”北陵城村村民刘卓笑着说道。

北陵城村的蝶变，与“当家人”史井豪密
不可分。2012年，史井豪怀揣着“让村民生活
得更好”的想法，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当起

“头雁”带领大伙儿想出路、谋发展。
“村‘两委’班子先重点解决的是民生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村里没钱，
为大伙儿办实事挺困难。虽然经过努力，村
容村貌变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得
想办法壮大村集体经济谋求长远发展。”史
井豪说，“由于村民们外出打工，不少土地
闲置或者只长一季玉米，土地的增收能力没
有被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决定从这里入手。”

为了挖掘土地的致富潜力，北陵城村
“两委”班子成员专门在全村范围内开展
调查，收到有价值的意见 20 余条。他们还
到天津市、邯郸市等多地“取经”，探索新
出路。最终，北陵城村“两委”班子决定成
立农业合作社，组织村民以土地入股，通过

“党支部+农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实现规
模化经营。

一开始，不少村民不理解土地入股的
做法。为了打消大伙儿的顾虑，史井豪和村

“两委”班子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土
地入股的好处。凭借着这股干劲儿，两个月
内，他们与 280多户村民签订协议，流转来
2300多亩土地。

“投身农业生产之初，由于缺少管理经
验，再加上村里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好，我们
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大伙儿谁都不气馁。
这些年，我们不断探索可以增收的种植模
式，除了种植玉米、小麦、西瓜、红薯等，
还建起冷棚种植蔬菜。这两年，我们还借助
上级项目，试种油菜花，尝试农旅结合发
展。”史井豪介绍。

村民们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除了每
年能固定获得 500元保底收入，还能收到分
红。每当农作物收获、逢年过节时，合作社
还免费发放农产品。近期红薯成熟，入股合
作社的村民就分到了红薯。

“咱合作社种出的农产品品质好，作为
福利分发，不仅让大伙儿吃得放心，也能减
少大伙儿的买菜花销。合作社还集中采购
米、面、油、鱼、虾等，折算成土地收益发
给大伙儿。总之，怎样都比村民自己到市场
上采购更实惠。”史井豪说。

“以前自己种地是靠天吃饭，如今合作
社把地里的活儿全包了，我们能有稳定收
益。孩子们也不用老惦记着地里的活儿，可
以安心上班。”北陵城村村民史国宾说。

“除了村民们得到实惠外，村集体每年
也能因此收入 15 万元。这些钱被用于乡村
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村民们的幸福指数。我
们还要探索多种特色种植模式，多给大伙儿
谋福利。”史井豪干劲儿十足。

微风吹过，金色稻浪涌动，
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如同一幅
油画……近日，记者走进渤海新
区黄骅市吕桥镇新港村的盐碱
地，看到了这样的田园美景。几
台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忙着收
割、脱粒、碎秆，再将金灿灿的
稻谷装入运粮车中。

“经过测产，每亩地水稻产
量可达 700公斤，大大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新港村党支部书记
张学良托着沉甸甸的稻穗，脸上
满是丰收的喜悦。

也难怪他如此高兴，在今年
以前，丰收是与这片盐碱地无缘
的。

“我们这边的地不仅盐碱化
程度高，而且地势低洼。年景不
好时，村民们种小麦、玉米，收
不了多少粮，有时候甚至收不回
来本钱。雨大的年份，涝灾更不
少见。”2021年，张学良放下城
里的生意，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就是想为村里谋发展。这些
年，盐碱地一直制约着新港村农
业产业的发展，张学良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

“我想开发利用盐碱地，不
只是想以党建引领让村集体和村
民增收，还想让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看到留在村里同样能发展得很
好，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张
学良道出初衷。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
个合作社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
子镇大浪白村的涝洼地里成功种
植了水稻。

“我村和周边几个村庄有不
少涝洼地，还挨着捷地减河，应
该也能借助相对充足的水源种植
水稻。”有了想法后，张学良联
系了天津市的水稻种植户刘立军

等人前来实地考察，承诺可以协
助他们解决在种植中遇到的问
题。

经过一番评估，今年，刘立
军等人在新港村和周边几个村庄
流转了1200余亩土地开始试种水
稻。

“有了新港村‘两委’班子
的支持，我们能更加踏实地种地
了。流转土地后，我们先大规模
平整土地，随后根据这片土地的
盐碱化程度，引入了抗盐碱的优
良 水 稻 品 种 ， 为 丰 收 打 下 基
础。”刘立军说。

为了让盐碱地变成米粮仓，
刘立军没少在田间管理上下功
夫。

“病虫害管理，一定要以防
为主，这样既能控制防控成本，
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损失。”什么
季节会发生何种病虫害，刘立军
摸得一清二楚。

在种植中，刘立军还有针对
性地施用肥料，逐渐改良土壤的
盐碱化程度。

得益于科学管理，虽然今年
上半年少雨，但水稻长势喜人，
亩产量大大超出了预期。

“刘立军技术好、经验足，
不仅种出的水稻好，在稻田里养
殖的河蟹也特别肥。”张学良笑
着说道。

“利用生物共生原理在稻田
里养殖河蟹，能通过一地两用、
一水两养，达到生态发展的目
的。”刘立军介绍。

他说，稻田为河蟹提供了适
宜的栖息环境，不仅可以帮助它
们躲避敌害生物，还能提供丰富
的浮游生物供它们食用。河蟹在
稻田里活动，可以疏松土壤。河
蟹以田间害虫为食，能减少虫害

对稻田的影响。此外，河蟹的代
谢物还是不可多得的肥料。在稻
田里养殖河蟹不仅可以提高水稻
的 品 质 ， 还 可 以 产 出 “ 稻 田
蟹”，增加一份收益。

“通过今年的探索，我们对
这条新‘稻’路充满了信心。今
年，刘立军他们又从我村流转了
1500 亩土地，已经着手进行改
造，准备全部种上水稻。明年春

天，他们还要探索自己育苗，进
一步提升亩产量。”张学良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
盐碱地适生农作物品种和科学种
植模式，努力创造更多效益。”

养殖智能化

近日，记者走进盐山县龙泰
养殖场的养殖棚舍，看到室内干
净卫生，置身其中，也没有闻到
想象中的刺鼻气味。在一层层鸡
笼里，身披白羽的蛋鸡或休憩，
或不时饮水、进食。

“这是我们去年新建的养殖
棚 舍 ， 其 防 火 、 抗 震 性 能 更
强，里面的养殖设备也更加先
进。就拿鸡笼来说，高度增加
了，面积更大了，蛋鸡能有更
多活动空间。”养殖场负责人周
少东介绍。

他说，要养好蛋鸡，还要做
好环境控制。为此，新建的养殖
棚舍里安装了自动化环境监测设
备，实时监测棚舍内的温度、湿
度及氨气浓度等。

“如果监测到的环境数值与
系统设置的数值不同，系统就会
自动开启风机、水帘等，调节室
内环境。”周少东说，这种新型
环境控制技术不仅让养殖棚舍不
再满是异味，还让棚舍的室温长
期保持在 26℃，为蛋鸡营造适宜
的生长环境，从而减少疾病的发
生。

与此同时，鸡笼周围还安装
了自动化供料线、供水线及刮粪
设备，养殖饲喂和粪污处理实现
了自动化管理。养殖粪污被定时
清理，不仅让养殖棚舍的环境比
传统养殖更加干净，还减少了氨

气的产生。
“这些自动化好帮手，不仅

大大改善了养殖环境，也提高了
养殖效率。在传统的养殖模式
中，一个棚舍需要三四个工人管
理。向智能化管理转型后，一个
工 人 可 以 管 理 三 四 个 养 殖 棚
舍。”周少东说。

不仅如此，随着自动化捡蛋
机的应用，捡拾鸡蛋也实现了机
械化。

“以往，工人捡拾鸡蛋时，
需要在鸡舍里来回走动，不仅
耗时、费力，还有可能吓到胆
小的蛋鸡。现在，我们在鸡笼
旁安装了传送带，蛋鸡下的蛋
会滚到传送带上，再统一由传
送带运输到笼舍一侧的自动化
捡蛋机里。工人只需在自动化
捡蛋机旁等着捡拾鸡蛋，再运
到蛋房里。”周少东说，后期，
养殖场还要建设一座蛋库，并
用辅助设备连接养殖棚舍与蛋
库。届时，工人们只需坐在蛋
库里就能收集鸡蛋。

生产胚胎蛋

当前，盐山县龙泰养殖场共
存栏 5万只蛋鸡，每天约可产出
2.7吨鸡蛋。不过，这里生产的鸡
蛋大多不是用来吃的。

“鸡蛋除了用来食用，还能
干啥用？”如果你这样问，周少
东会说：“研制疫苗。”

在盐山县龙泰养殖场的蛋房

里，堆满了一箱箱鸡蛋。工人们
仔细地检查一枚枚鸡蛋，小心地
清理掉一些鸡蛋上的杂质。

“别看这些鸡蛋的外观和普
通鸡蛋的一样，但它们其实是用
来研制疫苗的胚胎蛋。”周少东
说，“收货商要求高，不仅对鸡
蛋的重量要求严格，还要求鸡蛋
壳上不能有杂质，所以工人们清
理得十分仔细。”

“胚胎蛋和普通蛋有啥区
别？”记者好奇。

“胚胎蛋是受精种蛋。受精
种蛋经过10天孵化后，可以作为
制作灭活疫苗的基础原料。”周
少东介绍。

为了产出一枚合格的胚胎
蛋，盐山县龙泰养殖场在养殖上
十分精心。

“我们采用全封闭养殖模
式，让棚舍保持恒温、恒湿。蛋
鸡要喝经过净化的水，还要补充
多种维生素。因为胚胎蛋要经过
严格的药残检测，所以我们不能
使用抗生素，并严格控制相关用
药。”周少东说。

“既然这么麻烦，为啥不直
接生产普通鸡蛋？”记者问。

“近几年，胚胎蛋的消耗量
不断增长，总是供不应求。”周
少东说道，“由于是合同制养
殖，收货商的回收价格稳定，我
们的养殖收益不受传统养殖周期
波动的影响。从长远来说，只要
技术过关，养殖风险相对较小，
收益比较稳定。”

随着管理技术的不断精进，
如今，盐山县龙泰养殖场的胚胎
蛋成品率可达 90%。现在，养殖
场每天向外供给2吨多胚胎蛋。

多条腿走路

2020年，周少东建起一间养
殖棚舍，开始投身蛋鸡养殖产
业。随着养殖技术不断成熟、销
售市场日趋稳定，2022年，他又
建起两间养殖棚舍。看中蛋鸡养
殖产业的致富前景，2023年，在
盐山县常庄乡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周少东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新建了6座高标准养殖棚舍。

眼下，养殖场已完成了规模
化建设。接下来，周少东还计划
生产功能蛋，专门面向孕产妇等
特定人群销售。

“瞧，我们的鸡蛋多干净。
蛋壳表面光滑，少有粪便和凹凸
不平的地方。”只见周少东随手
拿起一枚鸡蛋，用手电筒照了一
圈。果然如他所言，光照下的蛋
壳通体光滑、干净。

周少东说，为了让蛋鸡健
康成长，从育雏阶段开始，他

们会根据雏鸡的生长指标，配
制相应的饲料配方，做好防疫
管理。

通过与多家科研院所的专家
合作，养殖场还摸索出了使用中
草药进行防疫的养殖模式。在养
殖中，他们会在饲料里添加多种
中草药，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蛋鸡
的免疫力，还让鸡蛋的营养更加
丰富。

“一只蛋鸡从出壳到被淘汰
的时间大约是 750天。在第 200
天左右时，蛋鸡开始生产胚胎
蛋，直到第 500天左右。在这以
后，蛋鸡还可以继续产蛋，产出
的 鸡 蛋 就 能 作 为 功 能 蛋 销 售
了。”周少东说，一枚功能蛋能
卖到2元钱。

目前，养殖场正在注册商
标，还计划在线上销售功能蛋。
他们还打算建设育雏房，自己繁
育雏鸡。

“接下来，我还计划引入先
进的粪污处理设备，将养殖粪
污转化为有机肥还田。在此基
础上，种植出优质玉米用于养
殖 ， 完 善 种 养 结 合 的 循 环 链
条。”周少东说。

盐山县龙泰养殖场盐山县龙泰养殖场：：

这里的鸡蛋这里的鸡蛋““不能吃不能吃””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近日近日，，在东光县找王镇的菜园里在东光县找王镇的菜园里，，农户正在采农户正在采
收大白菜收大白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田俊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