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话：
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治党，重在

基层。近年来，沧州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为契机，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党旗红”活
动，逐渐形成具有沧州地域特色的“大运河
畔党旗红”党建品牌。

为充分展示全市基层党组织在促进乡村
振兴、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各领域工作成效，积极营造比学赶超促
实干的浓厚氛围，即日起，中共沧州市委组
织部与沧州日报社联合开设“大运河畔党旗
红”专栏，记录基层党组织在服务中心大
局、狠抓末端落实中的生动实践，展现新时
代广大党员干部干字当头、担当奉献的光辉
形象，形成各条战线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加快建设沿海经济强
市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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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入股到村集体的合
作社，一开年，村里就给我们发
钱——一亩地分红 217.5 元钱。
算上每亩地每年 600 元的流转
金，不仅比自己种地赚得多，还
更省心。”近日，在孟村回族自
治县牛进庄乡赵庄子村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分红大会上，村民马文
丽笑得合不拢嘴，“去年，我又
入股了合作社新建的面粉厂，以
后还能多一笔分红。在家里坐着
就能挣钱，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
找？”

马文丽口中的合作社，是赵
庄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个合
作社由赵庄子村党支部领办，村
民们以土地入股，通过科学种
田和三产融合来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动大伙儿增收。

“我村有耕地 1900余亩，前
些年，闲置的地不少。”赵庄子
村党支部书记赵立华说，“这些
资源分散在农户手中收益甚微，
但是集中起来，却是激活村集体
经济的新动能。”

“碎片地”变成了“一块
田”，如何经营好是关键。

秉承着“土地取之于民，收
益还之于民”的想法，赵庄子村

“两委”坚持党建引领，决定在
专业农业服务公司的技术指导
下，由“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
躬身实干、带头种地。合作社每
年种植两季农作物，除每亩地每
年付给村民600元流转金，还约
定将净利润的60%用于入股村民
的二次分红，净利润的40%作为
合作社收益用于村庄建设和扶弱
助困。

“强化党建引领，是为了改
变‘守着金饭碗，看着别人用，
集体没饭吃’的问题。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后，大伙儿没事儿就坐
在一块儿讨论咋样推进乡村振
兴。在这个过程中，党员们不仅
积极出谋划策，还活跃在田间地
头，为种植管理出力。”赵立华说。

春灌时，人们轮流在地里撒化肥、铺水龙；播
种玉米时，大伙儿齐上阵，从早晨 5点忙到晚上 7
点……在科学种田的过程中，党支部的凝聚力发挥
了作用：村“两委”成员和党员的倾力投入，村民
代表和网格员、志愿者的全力支持……

土地流转面积扩展到1600多亩，亩产小麦380
公斤、玉米（含槌） 900多公斤，村集体每年收入
二三十万元，村民每亩地每年收入八九百元……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后，赵庄子村的发展成绩亮眼。但
是，赵庄子村“两委”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
前。去年，他们又建设了一个旱碱麦面粉加工厂。

“建厂生产旱碱麦面粉，是我村大力发展一村
一品，持续促进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希望。
不少已经将土地入股到合作社的农户，自愿以资金
入股到面粉厂。”赵立华说，面粉厂现已投产，主
要生产石磨面粉和普通面粉，产品畅销北京、天
津、昆明等多地。在分红大会上，赵庄子村“两
委”还给入股合作社的每户家庭分了一袋面粉。将
来，面粉厂净利润的 80%会用于入股农户分红，
20%作为合作社收益。

近期，赵庄子村还启动了“一村一品一主播”
项目，对有意向当主播的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借此
在电商平台上打造爆款旱碱麦面粉商品，让产业兴
旺、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跑出“加速度”。

▲▲工人管理立体栽培的草莓秧工人管理立体栽培的草莓秧
苗苗。。

▶▶市民在草莓种植基地体验采市民在草莓种植基地体验采
摘乐趣摘乐趣。。

进入冬季，我市不少温室大
棚中弥漫着清甜的草莓香气。簇
簇绿叶间，红彤彤的草莓个大饱
满，甚是诱人。通过特色种植、
生态管理、创新运营，一个个小
草莓不仅映红了农户的好日子，
还 鼓 起 了 村 集 体 的 “ 钱 袋
子”——

草莓架上长 采摘体验新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新华区
的泽厚生态园，看到草莓种植大
棚中一派生机勃勃的场景。和一
般的草莓种植基地不同，这里的
草莓秧苗长在一排排架子上。一
个个小草莓“悬”在空中，让人
觉得十分新鲜。

“这是我从山东引入的立体
栽培模式，与传统地栽草莓相
比，最大的优点是能让种植摆脱
土壤的‘束缚’。这样一来，我
既不用担心土尘影响草莓的品
质，也不需要弯腰管理秧苗。”
生态园负责人张玉娟说。

“为此，我还在种植中应用
了无土栽培技术，将椰糠、珍珠
岩等混合做成基质来栽植草莓秧
苗。”张玉娟说，无土栽培不仅
清洁卫生，而且具有透气性好、
易于管理等优点。

“我探索立体栽培模式，也
是想通过无土栽培，实现绿色种
植。”她说，草莓秧苗不长在土
里，不会受土壤中残留病虫害的
影响。“植株不生病，防控药剂
的投入量也随之减少。这样一
来，草莓的品质更让人放心。”

不仅如此，张玉娟还在大棚
里装上了环境监控设备，通过精
准感知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
来调整管理举措，让草莓秧苗在
舒适的环境中生长。

绿色种植，让这里的草莓不
仅“住”得舒适，“喝”得也十
分讲究。

“为了产出高品质草莓，我
尤其注意为秧苗补充营养。每次
施肥时，我会将鱼蛋白肥料和平
衡肥按照比例溶解到水中，再用
喷壶将肥水浇灌到每一棵秧苗
上。这样虽然费工，但是能保障
肥水被充分吸收。”张玉娟说。

“游客来了，都说大开眼
界，觉得这样的种植模式特别新

鲜。采摘时，大伙儿也不用弯
腰，更方便了。再加上我家的草
莓好吃，不少人随手就在朋友圈
和短视频平台上‘晒’了起
来。”张玉娟满是自豪。

“好帮手”上岗 草莓品质好

位于运河区的沧州丰成农
庄，多年来也一直专注于草莓种
植。由于农庄的不少地块是盐碱
地，为了产出高品质草莓，农庄
负责人杜安国找来了一些“好帮
手”。

“为了让草莓秧苗在盐碱地
里扎下根，我除了不断寻找耐盐
碱品种，还在土壤中添加农家
肥、益生菌，并尝试着改善灌溉
水质。往年，一些草莓秧苗在开
花、结果时会发黄，但是现在，
大多数秧苗长得很好，就是因为
在定植时我又调整了肥水配
方。”杜安国说，营养能被精准
地输送到草莓秧苗根部，离不开
一条条滴灌带的帮助。

“滴灌带是恒压管道，不管
灌溉的地方离蓄水池是近是远，
灌溉水量、滴灌频次都一样。这
样，棚室各处的草莓秧苗能长势
均匀。”杜安国说，“用上滴灌，
不光水肥的利用率提高了，还能
降低棚室湿度，减少菌病发生。
补给的营养充足了，草莓苗长得
旺、少生病，管理更省心，不仅
控制了种植成本，还让草莓的品
质更有保障。”

在丰成农庄，棚顶上的棚
膜，也为产出高品质草莓“贡
献”了不少力量。

“大棚种植，相当于搭出了
一个‘小房子’，营造出一个相
对封闭的空间，这样虫害相对较
少。不仅如此，我使用的大棚膜
还有‘散光’功能，能将蓟马这
种害虫生长所需的光线打散，不
给它提供生长所需的环境，减少
其繁殖。”杜安国介绍。

为了防治虫害，不管是时新
的设备还是技术，杜安国都热衷
尝试。“以虫治虫”，就是通过试
验后，他认为可行的管理良方。

“到了管理节点，每隔一段
时间，我们就在棚室里撒上捕食
螨。这个‘生物卫士’是害虫的
天敌，投放后，主要以害虫虫卵

为食，可以有效抑制害虫的大量
繁殖，达到防治效果。”杜安国
说，“当害虫少了，捕食螨会因
为失去食物而难以存活，不会破
坏生态平衡。”

随着不断尝试，杜安国的草
莓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这几
年，沧州丰成农庄的草莓不仅产
量高了，品质也越来越好。

合作种草莓 集体鼓腰包

在任丘市辛中驿镇的草莓小
镇，百丰农场里的草莓像一个个
小红灯笼挂在垄间，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采摘。

“我们基地是农业创新驿
站，采用统一管理标准。我们的
草莓通过了绿色产品认证，就算
每公斤卖到近百元，也供不应
求。”百丰农场负责人边向平说。

草莓长得好、销得旺，辛中

驿镇后台基寺村党支部书记杜维
民十分高兴。

“我村投资建棚，与百丰农
场合作种草莓，已经有五六年
了。有农场代为经营，村里不用
费心管理，每年等着收分红，省
力又省心。”杜维民说。

原来，这里不仅是辛中驿镇
着重打造的特色种植基地，还是
辛中驿镇后台基寺村、西王团村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盼头。

近年来，辛中驿镇党委、政
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到多地考
察后，发现草莓种植的经济效益
比较好。恰逢辛中驿镇的不少村
庄在寻找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好办
法，辛中驿镇党委、政府在规划
草莓小镇时，便考虑将其打造为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后台基寺
村、西王团村坚持以党建引领
促进乡村振兴，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组织+党支部”的方
式，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投
资 50万元建设温室大棚，再租
赁给百丰农场来种植草莓。每
年，由百丰农场按照棚室数量
给村庄分红。

“现在，我村每年可获得几
万元分红。这些钱，除了用于村
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
貌，还可以用来奖励孝老敬亲的
村民，培育文明乡风。”杜维民
说。

红彤彤的草莓，不仅鼓起了
后台基寺村集体的腰包，还让上
了岁数的村民也得到了实惠。由
于管理草莓用工量大，农场长期
雇佣周边村庄的年纪大的村民摘
叶、疏果。村民到农场打工，一
天能挣七八十元钱。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
村民也到百丰农场体验采摘的乐
趣，让生活更甜蜜。”杜维民说。

沧州这些农民各有各的高招

新法种植“莓”好无限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摄影 张金元

—支部引领 强村富民

1月10日一大早，记者在位
于吴桥县的河北三分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看到，果蔬仓库里十分
热闹。从吴桥春又来现代农业园
区和其他地区运来的蔬菜、水果
到达仓库。几位工人对照着订
单，忙着按份打包。稍后，这些
农产品便被派送到了吴桥县多个
村庄的超市中。

“这些订单是昨天晚上超市
负责人在App上下的单。这样线
上下单、线下派送，不仅让园区
的农产品有了好销路，还让超市
可以低价购入新鲜的农产品，一
举两得。”只见河北三分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季晓云拿出
手机，打开了一个名为“鲜天
下”的 App。在 App的界面上，
记者看到了平价蔬菜、新鲜肉食
等多个类别的农产品。

这个App，是季晓云为了拓

宽自家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引进
的。季晓云是吴桥春又来现代农
业园区的一位种植大户，多年
来，辛勤经营着吴桥春又来粮棉
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她的打理
下，合作社相继流转了 1200多
亩土地，其中，蔬菜种植面积达
600多亩。2023年，合作社的种
植基地被评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
中心标准化基地。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蔬
菜年产量不断增加。每到上市旺
季，就有北京、天津等地的客商
前来拉菜。”但是，季晓云也有
烦恼——由于销售渠道有限，蔬
菜的价格会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越
来越低。一些菜品由于品相一
般，还有滞销风险。

“像是我们的韭菜，每年集中
上市后，头刀的十分鲜嫩不愁销，
但是二刀的、三刀的就会因为有黄

叶进不了大城市的商超。还有一
年，有机菜花集中上市时市场行情
低迷，我们有批菜花一公斤卖6毛
钱都没人要。”看到辛苦种出的蔬
菜却换不来好收益，季晓云萌生了
自己拓展销售渠道的想法。

通过到多地考察，季晓云接
触到了“线上下单+线下配送”
的果蔬销售模式，觉得大有文章
可做。

“村里的超市卖水果、蔬
菜，负责人得起早去批发市场进
货，耗时、费力，一般两三天才
去一次。改成线上下单后，他们
不用早起，只需头一天晚上在线
上下单。第二天，我们的工人会
将货送到超市，更加方便。工人
每天送货，保证超市销售的是新
鲜农产品，让村民们及时吃到优
质、低价的果蔬。”季晓云说。

为此，她专门成立河北三分

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引进“鲜
天下”App，还组建了涵盖分
拣、配送、客服等多方面的团
队。2024年 2月 1日，季晓云开
始在“云端”卖菜。

“我们刚推广线上下单模式
时，不少超市并不适应。为此，
我们特意降低配送门槛，鼓励大
家在线上下单，就算他们只购入
几元钱的农产品，我们也送货到
店。慢慢地，人们感受到了在线
上下单的便利，购入的农产品越
来越多。”季晓云说，为了保证超
市能及时收到货，公司还购入 6
辆冷链运输车、梳理出6条配送
线路，将各个村级超市串联起
来，实现了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考虑到配送中存在分拣错
误、产品压损等问题，季晓云还
安排了几位售后人员。超市负责
人可拨打客服电话反映问题，有

专人协调解决。
随着运营模式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村级超市在App上下
单。如今，河北三分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果蔬配送业务覆盖吴
桥县的100余个村级超市。

“在线上下单的超市多了，
日销售额也由最初的几百元提升
到了5万多元。截至目前，我们
已在线上销售了690多万元的农
产品。”季晓云说。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一笔
笔订单，让季晓云尝到了在“云
端”卖菜的甜头。去年年底，她
租赁了一间面积更大的分拣仓
库，并有了新的目标：“今年，
我不仅要使全年的农产品销售额
达到 2000万元，还要和周边地
区的合作社、农户探索订单种植
的合作模式，帮助好产品找到好
销路、卖上好价格。”

新农人新农人新农人“““云端云端云端”””卖菜卖菜卖菜 农产品红火俏销农产品红火俏销农产品红火俏销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赵庄子村村民领到分红款。

放下面子放下面子放下面子 省下票子省下票子省下票子
盐山县望树镇以红白理事会盐山县望树镇以红白理事会盐山县望树镇以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在我村，村民们操办白事用
大锅菜和简单凉菜待客，不雇佣
乐队、舞狮队。由村委会播放哀
乐，让白事简约而不失庄重。大
伙儿按章办事，既减少了铺张浪
费，又遏制了攀比之风。”近日，
盐山县望树镇于庄村党支部书记

于学忠说起村中变化，很是欣慰。
为推进移风易俗，于庄村成

立了红白理事会，完善红白理事
会章程，对婚丧嫁娶等作出明确
规定。同时，修订了涵盖红白事
简办的村规民约，对村民们的行
为进行约束和引导。

这是望树镇持续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的缩影。近年来，望树镇
多次征求党员、群众代表的意见
建议后，提出了符合群众意愿的
红白事办理指导意见，对红白事
的操办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目
前，全镇 26个村庄都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修订完善了红白理事会
章程和村规民约。各村红白理事
会全程监督村内红白事的操办，
指导村民们按照标准和程序办
事。望树镇还开展移风易俗知识
竞赛、评选先进典型等活动，推
进新事新办、白事简办。

随着全镇移风易俗工作的推
进，群众不仅放下了面子，也省
下了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