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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村籍河北农大教授张玉星孟村籍河北农大教授张玉星：：

把最好的梨种到家乡土地上把最好的梨种到家乡土地上
本报记者 宁美红

“科技梨”在家乡生根结果

春节前夕，冀梨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冀梨合作社）收到了不少
鲜梨礼盒订单。合作社负责人张晓冬
告诉记者，秋月梨、玉露香梨、新梨
7号这几个品种最受欢迎，一个礼盒
里装有8个梨，售价70元依然供不应
求。

冀梨合作社所在的孟村回族自治
县宋庄子乡许村，是河北农业大学教
授张玉星的老家。合作社梨树的品
种，是张玉星教授经过多年试验种
植，在 40多个梨果品种中挑选出来
的。“这些品种更耐盐碱，和这片土
地是绝配。”张玉星说。

自冀梨合作社筹办起，张玉星就
受邀成了冀梨合作社的技术顾问。合
作社的规划设计、品种引进、栽种模
式等，都采纳了张玉星的建议。

张晓冬说：“张教授带来的是最
先进的技术成果。”

走进冀梨合作社，会发现与普通
梨树相比，这里的梨树矮了不少。

为适应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发
展趋势，张玉星研发出了梨树“四
化”栽培技术。矮密化栽培技术就
是“四化”栽培技术中的一项。“我
们把梨树树高控制在 3米左右，行
距定为 4米，株距为 1米。树矮了，
冠小了，既能早结果，还能将更多
养分用于坐果，提高产量。”张玉星
介绍说。

除此之外，果园还通过全园生
草、生草覆盖来防治盐碱，增加土壤
肥力。“全园生草，能够减少水分蒸
发、减少土壤返盐。同时，通过生草
还田，还可以解决盐碱地中有机质含

量低、土壤板结等问题。”张玉星解
释。

通过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目前冀梨合作社可亩产梨 3500
公斤至 4000公斤，比正常土壤的梨
园亩产量还要高 20％至 30%，优质
果率达91％以上，每亩收入超过1万
元。

“为家乡做点事，心里踏实”

张玉星的爱人给他算过，一年
365天，张玉星有200天都不在家。

“经常全国各地跑，只要对方有
技术要求，我就过去。广州、上海、
昆明、新疆等地都有我的科研基
地。”张玉星说。

上大学时，张玉星常跟着老师到
处出差。老师推出一两项技术，就能
使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老师特别
受欢迎，他无论去哪儿，当地百姓都
特别高兴。”张玉星回忆道。受老师
影响，他也想成为能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的人。

当张玉星的脚步同样踏遍大江南
北后，想到家乡，想起家乡的梨树，
他的心里开始升起一股期盼——让家
乡的梨产业发展起来。

张玉星介绍，许村以前就有 500
多亩梨园，收获季，离着老远他就
能闻到梨香。梨不仅仅是甜蜜的代
名词，也是财富的象征。张玉星笑
着说：“那时候，哪个村里有梨园，
哪个村的小伙子就好找对象。”梨也
给张玉星以知识启蒙。当看到通过
嫁接技术，梨树上长出了苹果时，
上小学的张玉星觉得神奇极了，这
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问题伴随了
他很多年。

家里世代务农，张玉星尝到了梨
的甜，也看到了农民的苦。“自己就
想着能通过好好学习，改变农民又累
挣得又少的境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张
玉星参加高考，被河北农业大学果树
专业录取。

一晃多年过去了，因为经济效益
不好，许村的梨树全被刨了。张玉星
学有所成，在他的助力下，全国各地
一片片梨园结出了甜蜜的果实，但他
却没有机会让家乡的梨树再次“站”
起来。他时常想起小时候家乡梨的味
道，深耕梨树种植多年，他太想把最
新的技术带回家乡。

机会来了，2017年，冀梨合作
社成立，孟村回族自治县县委、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找到了张玉星，张玉星
二话没说：“家乡需要我，我义不容
辞。”

如今，在张玉星的帮助下，梨树
又开始结果了。因为品种优，这里产
的梨更甜了，汁水更多了，也更受欢
迎了。这片梨园的名气也打了出来。
冀梨合作社被评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
系的试验示范园、河北省农业创新驿
站，国家级北方梨（桃）果园全程机
械化科研示范基地项目在此落户……
目前，冀梨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已成功
复制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海兴县、
青县等地，将带动更多人致富。

张玉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我心里，‘冀梨’是最好的”

“在园子里种草？行吗？”当张玉
星第一次提出全园生草的做法时，园
内好几个种地的“老把式”都提出了
质疑。他们认为，种果树和种小麦一

样，地里应该锄草而非生草。
这不是张玉星第一次和老乡们有

思想“碰撞”。
张玉星告诉果农，果与果的距离

得在 25厘米到 30厘米间才能保证梨
的品质。“老把式”们一看开了那么
多梨花，就像看到了枝头上结了一个
又一个梨果一样，竟舍不得疏果了。
张玉星只好用事实劝说：“你们给我
留两棵树，咱们看看，到底我说的对
不对。”

到采摘的时候，果农们傻眼了，
按张玉星的方法管理的梨树，结的果
比他们管的果重一倍左右，虽然个数
少，但总产量差不多，且按张玉星方
法种出来的梨价格还高。算起来，还
是张玉星的方法收益更高。

“观念不好转变，”张玉星说，
“两三年后，他们才完全按照我说的
方法管理。”

即使种植观念上常有分歧，在张
玉星心里，冀梨合作社依然是最好
的。

作为河北农业大学盐碱地开发驿
站，冀梨合作社经常迎来学生进行科
学研究。张玉星说，他认为这里是最
好的科研实习基地。他说，这里用作
试验的梨树品种新，大小一致，试验
结果更准确。而且老乡对于他们的试
验梨树保护得很好，说好了什么时候
采摘，绝对不会出现提前采摘、破坏
试验数据的情况。

来冀梨合作社实习的研究生曾和
张玉星分享：这里住得好、吃得好，
合作社负责人还常包饺子、煮面条给
大家改善伙食。

2021年，河北农业大学120周年
校庆，冀梨合作社免费给现场4万多
人每人发了一个梨果盲盒。“老乡就
是给力！”张玉星满是骄傲。

张玉星在察看果树生长情况张玉星在察看果树生长情况

开创星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在施工现
场发现，防撞护栏模板在安装时费时费
力，一个工人加一台吊车，一天只能安装
30米。他仔细琢磨其中的缘由，发现了
问题所在。防撞护栏模板现场安装时，工
人要根据施工要求计算两模板之间的距
离，再加以固定。这名技术人员灵光一
闪，想到了一个快速拆装的好方法。回到
公司后，他立即改设计、做方案，在防撞
护栏模板上加装了一个类似插销的设计，
这样一来，工人在施工时避免了现场测算

距离，而是直接用插销固定。产品设计改
进后，经过测算，两个工人加一台吊车，
一天可以安装150米。小小的改变，使得
产品在开模、拆模及倒运时节省了大量人
力。

产品的微创新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一
家业主单位本已预订了其他企业的产品，
但看到开创星公司新的产品设计后，马上
与开创星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

一路走来，重视创新已深深植入开创
星公司的基因。

开创星公司创始人视技术为立企的
根本。企业自 2009年成立以来，不断研
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一步步发展壮
大。

辛峰认为，市场大浪淘沙，唯有创
新才能让公司站稳脚跟。公司提倡全员
创新，并提出“改善即创新”的理念，
鼓励每个员工做有心人。这些年，员工
们在小改小革上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
让公司的产品在安全、高效上有了长足
改进。

改善即创新

产品更新迭代

位于献县的河北开创星路桥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创星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悬
臂智慧造桥机。这种设备集实时监控、应力监
测、提前预警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将于今年上
市并逐步替代传统的挂篮产品。开创星公司靠
建筑设备租赁业务起家，近年来进一步涉足生
产领域，在创新上独辟蹊径，并联合中南大学
开发造桥机等智慧化桥隧设备。

近年来，在津潍高铁、
雄商高铁以及雄忻高铁的建
设上，开创星公司生产的挂
篮产品被广泛应用。今年，
开创星公司还将重磅推出挂
篮的迭代产品——造桥机。

开创星公司总经理辛峰
介绍，造桥机主要应用在大
跨度桥梁的建设上。与传统
挂篮相比，造桥机具有智
能、安全、高效等优点，是
公司今年重点打造的产品。
他解释说，研发人员开发了
智能化系统，让造桥机拥有
了更多功能。在工程建设
时，造桥机可边施工边收
集和分析数据，将钢筋混凝
土的浇筑、荷载等数据现场
反馈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
可根据数据，实时了解并解

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造桥机还拥有实时监

控、应力监测等功能。在施
工时，一旦工程出现某个点
受力不均匀的情况，造桥机
就会提前预警，因此可极大
提高施工的安全系数。

造桥机作为一种智能化
设 备 ， 拥 有 了 智 能 “ 大
脑”，比传统的挂篮工作效
率更高。使用挂篮时需要
15 个人合力完成的工作，
今后只需 3至 5个操作人员
就能完成。

辛峰表示，目前，国内
能够生产造桥机的厂家屈指
可数，公司抓住这一风口，
加大研发投入，正在对产品
进行改进和完善，不久将推
向市场。

造桥机从设计理念到产品雏形，离不
开中南大学的专家教授。2024年9月，开
创星公司与中南大学合作共建桥隧装备联
合研究院，开辟了校企合作的新路径。

中南大学在桥隧设施研发领域享有较
高知名度，培养出众多知名的专家教授。
桥隧装备联合研究院院长胡仕成，是中南
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
期从事机电设备（包括桥梁、隧道、地铁
等）的研发与高性能铝合金制备技术的基

础研究，拥有 50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
多项省部级荣誉。

通过校企合作，开创星公司为高校提
供资金支持，高校则进行定向研发，并将
科研成果在开创星公司进行转化。

在开创星公司的厂区，工人正在操
作一台高大的设备。这台设备是开创星
公司与中南大学合作开发的另一款智能
设备——车载式隧道喷湿机。

研发人员在传统的隧道喷湿机的基础

上，开发了更多智能化软件，提高了隧道
喷湿机的喷射速度，扩大了混凝土喷射的
覆盖范围，提升了工作效率，还可使混凝
土回弹率降至 10%以下，大大降低了成
本。

据介绍，开创星公司还和沧州师范学
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一方面，开创星
公司为沧州师范学院的学生提供就业实习
的机会，另一方面，双方合作攻关科研课
题，实现企业和高校的双赢。

开展校企合作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从事进
口生鲜业务的企业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的全球特色生鲜“打飞
的”进入国门，丰富了老百姓的
餐桌。此前因为关区不同，津冀
两地的企业进出口货物在京异地
查验手续繁琐。2014年起，京津
冀三地海关实施通关一体化改
革，企业可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
注册地或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
办理申报、纳税和查验放行手
续，实现了“三关如一关”，极大
提升了通关效率和速度。

“为保障京津冀地区进口的生
鲜货物能够更早上架销售、减少物
流折损，首都机场海关设立了生鲜
货物进口‘绿色通道’，叠加‘提
前申报’‘随到随检’等便利措
施，可为企业提供‘7×24’小时
不间断查验，保障鲜活货物及时通
关。”首都机场海关查验处工作人
员介绍，2024年首都机场海关查
验津冀两地企业超过 1000票报关
单货物，涉及货值超过20亿元。

通关一体化为京津冀区域外贸
发展注入活力。根据北京海关提供
的数据，2024年，京津冀区域进
出口总值达5.03万亿元，连续两年
站稳5万亿元台阶。

据新华社

苟 日 新 ， 日 日
新，又日新，创新刻
在国人的基因里。当
前，传统制造业向智
能化转型是大势所
趋，众多企业纷纷拥
抱新风口，投身到火
热的创新之中。

为打破人才制约
的瓶颈，不少企业纷
纷转向高校求解。

在汽车产业，车
灯自动检测关系到后
续的自动化生产，目
前国际上并没有很好
的解决办法。来福照
明集团沧州有限公司
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
题，为此投入了大量
研发资金，还曾与深
圳、武汉等地的研发
机构合作。去年，来
福公司与西安交通大
学渤海研究院合作，
成立了河北省智能车
灯技术创新中心，依
托西安交通大学的优
势学科和专家资源，
合力攻关。目前，专
家们正在对这一课题
制定研发方案。双方
的合作不限于此，将
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
科研攻关。

依靠创新，从制
造迈向智造，河北开
创星路桥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个鲜活的
案例。这家公司最初
从事传统建筑器材租
赁，面对基建市场的
新变化，公司主动求
变，和中南大学合
作，定向研发，将专家教授的科研成果
在企业进行转化。目前，公司新开发的
造桥机已经制出了样品，正在进一步改
进，今年可投放市场，预计将会抢占更
多的市场份额。

不仅企业全方位和高校合作，政府
部门也积极作为，担当校企合作的“媒
人”，营造校企合力创新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各地政府部门结合当地特
色产业，积极对接相关的高校和科研机
构，合作成立省级研究院，引进了众多
的专家，科研成果转化数量与日俱增。

去年，位于沧州高新区的沧州市天
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孵化了3家创新型企
业，孵化企业总数达到了 13 家。研究
院承担省级科研项目 14 项，并成立了
河北省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在全省
6家平台中占有一席之位。

政府支持，搭建起校企合作平台，
促进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解决了企
业人才短缺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提
高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为企业发展吹
来了“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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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通关一体化京津冀通关一体化
带来新动能带来新动能

献县开创星公司靠创新开发智能化设备献县开创星公司靠创新开发智能化设备献县开创星公司靠创新开发智能化设备

藏在造桥机里的秘密藏在造桥机里的秘密藏在造桥机里的秘密
本报记者 郑进超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展示造桥机模型

工人操作隧道喷湿机工人操作隧道喷湿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