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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省滦平县城出发，一路穿山过隧，快到
红旗镇的时候，路面上的大货车渐渐多了起来。

“这么多车，拉的都是啥货？”我抛出了此次前
来驻村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十有八九是铁精粉。”
红旗镇党委书记金成笑着说，“我们红旗 （镇） 是宝
地，山上有钒钛铁矿，‘挖土’就能生金！”

正说着，车子一拐，下了高速，进了桥头村的
地界。我来时已是农历四月，村口一片紧挨高速路
的农田绿意盈盈。或许是看出我对这片作物的茫然
与好奇，金书记开口介绍：“这片地种的都是土
豆。”我脑筋一转：“您说‘挖土’能生金，那挖土
豆能不？”金书记又笑了：“这你可得去问老范。”

老范名叫范云红，今年 59 岁，是当地有名的种
植大户。“过去老范在这片地里种过麒麟西瓜，可甜
了，连大沟村的人都来找他买瓜。”桥头村村支书冀
海洋介绍，老范是隆化县人，前些年租了村里100多
亩地，把规模种植搞得有声有色。

为了保持土地菌群生态平衡，提高复种率和收
益，老范今年在桥头村的地里改种马铃薯，将西瓜
大棚转移到了河东村。大棚占地200多亩，老范就近
搭起板房，吃住都在这里。

一听说我和驻村同事是从北京过来的，老范
说：“我原来在顺义搞了12年的水果批发，还在昌平
种过蔬菜呢。”

“那为啥从北京回河北种地呢？”我问。
“一来北京的地租贵，二来我年纪大了，总想着

落叶归根，滦平离隆化又近，守家待地，心里踏
实，还能带动村民一起致富。”老范告诉我们，2016
年，他返乡务农，在隆化县和滦平县红旗镇租用农
户流转的土地，开始探索规模种植。

凭借着在北京积累的市场经验，老范选中了麒
麟西瓜。“一开始我看着这瓜个头不大，怕不受欢
迎，后来发现好吃又能卖上价。”老范说，种瓜全过
程都离不开人，从铺设地膜到除草打秧，多的时候
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忙活。“在隆化老家，我一个人就
带动了60多个贫困户增收。”老范的脸上满是激情与
自豪。

我们一边聊着，一边跟随老范走进瓜棚。临近
中午 11点半，大棚里暑气正盛，几位大姐正忙着为
西瓜整枝，去除多余的侧蔓。

“快晌午了，别干了，我请你们吃饭吧。”老范
对大姐们说。

“那可不行，必须弄完，我们心里都计划着呢。”一
位大姐抬头答话，看到了我和驻村同事，怔了怔。

“那我给你们带来俩帮手，一起干！”老范把我
们往前送。

“真是来干活的吗？”
迎着大姐狐疑的目光，我小心走到她身旁，生

怕踩坏了瓜秧。“确实是头一回干，您快教教我怎么
‘打杈’（方言：整枝的意思）。”我心想，幸好刚跟
老范学了这句“瓜棚黑话”。

大姐姓杨，是红旗镇南白旗村的村民。“这儿离
我家不远，闲了来帮帮忙，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杨
大姐一边教我，一边算起今天的“工作账”：一根藤
供一个瓜，一座大棚要理出300多个瓜的藤蔓，两人
合作，一小时就能理完一棚……

从生涩到熟练，我手上的动作也快了起来。
“对，‘杈’就得这样‘打’。”杨大姐说，“别看我们
这儿好多人都去矿上打工了，但地可没荒下，我们
村里还有个果园子呢，1000多亩地。”

杨大姐所说的果园的主人也姓杨。“好几年了，
都不像今年似的，结了这么多果！”在南白旗村西沟
自然村的一片坡岭上，果园主人杨士红正在为一棵
梨树疏花疏果，“咱们的梨不论斤卖论个儿卖，品质
好着呢。”

“咱家的梨有啥特别之处？”
“这梨名叫‘福见喜’，我给你看看照片。”杨士

红掏出手机，向我展示成熟后的梨。出乎意料的
是，这梨不黄不绿，而是粉红色的。“40片叶子为 1
颗梨供应养分，才能长成这样。”杨士红说。

据红旗镇副镇长于洋介绍，这片山地上曾有一
座老梨园，但种植的品种较杂，挂果率也不高。
2016 年，杨士红和朋友一起成立合作社，接手老梨
园，并租赁 210 多户同村乡亲的土地，通过高接换
优、补植补造等方式，建起这座拥有 3 万余株果树
的新梨园。

过去，杨士红从事建筑行业，干一个项目就能
结一次款。“种果树可不一样，树种下去，三四年才
能挂果。”他告诉我，从平整土地到寻找优质品种，
从供水供电到施肥打药，从补苗除草到套袋采摘，
自己在园子里一干就是8年。起初一起创业的朋友相
继退出，只剩他仍在坚持。“投入多了，有感情了，
我舍不得这片园子。”

去年，在滦平县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杨士
红逐步在果园里探索“果+药”“果+蜂”等林下经济
发展模式，利用果树下方的空地，套种中药苍术450
亩，养殖蜜蜂30余箱。

“有了蜜蜂授粉，果品质量和产量都能提升，还
能再多一份卖蜂蜜的收入。”杨士红说，为鼓励发展
林下经济，县里还为每亩地提供 1000 元/年的补贴，
指导果农铺设滴灌设备、覆盖地膜，组织果农前往
河北安国、乐亭等地学习中药材种植技术。

今年，在梨树林对面的山坡上，杨士红还尝试
利用山杏的枝干嫁接培育西梅，拓展果园的品类。
粗壮的杏树枝干上，细长的西梅枝条正在吸取养
分。“这里开出一朵花！”我惊喜地发现白瓣黄蕊的
西梅花绽放枝头，杨士红凑近一看，也露出笑容：

“我天天在园子里，都还没注意到。开花了就好，开
花了就好！”

据了解，通过果树种植、林下经济等方式，杨
士红的果园已经带动周边农民120多人就业，其中21
人固定务工，人均每月增收2500元以上。

近年来，红旗镇引导和鼓励种植大户、专业合
作社等经营主体，以租赁方式发展规模种植农业，
有序流转土地 3500 余亩，种植娃娃菜、土豆等蔬
菜，高粱、玉米等粮食作物，草莓、西瓜等水果，
带动临时务工 1800余人次，人均增收 1500元，推动
农业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去年娃娃菜一出菜地就被抢收，收购价 9毛钱
一棵，一亩地有8000棵，一季菜就能赚不少钱！”在
红旗镇红旗村，种植大户刘占坤因看好当地无霜期
长、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种植了 600 多亩娃娃
菜，收入喜人。

今年，刘占坤用 100 亩地培育草莓苗，到了秋
天，这些草莓苗将被移栽到山东等地的大棚，成长
为冬季草莓，为老百姓的“新年水果盘”添上喜庆
的红色。

“这两年越干越觉得乡村是发展的热土。”望着
地头已经“翻过肚皮”、向阳生长的草莓苗，刘占坤
感慨道：“只要肯下功夫，把地种好，土就能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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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峪镇安子岭村发展特色养殖

“养‘合同鸡’，心里踏实”
本报记者 康 朴

河北滦平驻村手记——

这里的农事正火热

红旗镇发展规模种植产业——

“把地种好，土就能生金！”
本报记者 朱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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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下了几天雨，好容易放晴。吃过早饭，从房东
家出来，我朝西北走去。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长山峪镇，一条蜿蜒平整的
柏油路伸进安子岭村的山沟沟里，几排灰色大棚就坐
落在公路边，村里的养鸡大棚多聚集在此。

“今儿个来这么早哇！”养鸡大户郝术云热情地招呼。
“这不听您说技术员要来，晚了怕赶不上学技术

喽！”我说。
“还没到呢，你先进来，看看小鸡有啥变化！”郝

术云走到智能化中控台前熟练操作：“在这可以分区调
节鸡棚温度、湿度、风量、光照，还能自动下料，有
了智能化设备，养鸡轻省多了。”

中控屏幕上，最佳室温 26.7℃，平均室温 27.3℃，
一区27.2℃，二区温度26.8℃，三区温度27.9℃……关
键数据一览无遗。

走进鸡棚，6列3层鸡笼整齐排布。“日龄大了，吃
得快，一天得添两回料。”郝术云打开自动喂料车，车
子缓缓前行，饲料均匀地落在食槽中，毛茸茸的小鸡
迅即探出脑袋不住地啄食。

只20多分钟，2万多羽肉鸡的饲料就投完了。“以
前投料、添水、除粪、控温都得自己动手，一天下
来，累得直不起腰。到了晚上也睡不踏实，一夜定好
几个闹钟。现在添了一整套自动化设备，饲料塔、自
动喂料车、湿帘、自动传粪带咱啥也有，方便多了。”
郝术云说。

郝术云和丈夫从 2009 年开始养鸡。过去，两口子
几乎 24小时泡在鸡棚，一天下来，走得脚底板疼，到
了晚上也睡不了整觉。冬天，每过2小时还要给锅炉添
一次煤，更是累得人直不起腰。

郝术云从来不敢大意：“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
经过数年积累，郝术云翻盖了鸡棚，彩钢瓦换成

了如今的钢结构大棚，养殖方式也由地养改为三层笼
养，肉鸡住进“楼房”，养殖规模翻了两番还多。

得益于自动化设备的帮助，2.6万多羽肉鸡的大棚
里闻不到多少异味。“传粪带每天要运两次，及时清
理，再收集起来发酵变成有机肥，不污染环境，还能
产生经济效益。”郝术云说。

说话间，华都食品有限公司畜牧技术员秦忠驱
车赶到。

“秦经理，有记者来跟你学习呢！”看见熟悉的身
影，郝术云喊。

“听郝大姐说，您指导得很好。”我诚心诚意地说。
像郝术云这样的养鸡户，安子岭村还有易少铃、

王春生、张凤萍、周自桧、王少禄、于硕等几户。他
们的肉鸡存栏量都在两三万羽。秦忠每周都要来一
趟，上门提供生物安全、卫生防疫、养殖技术等方面

的指导。
“他们效益好，我也有奖金。村里几个养殖大户

里，郝术云家规模不是最大，但效益最好。”秦忠说，
“每出一茬鸡，我们都统计欧益指数，她经常排第一。”

“啥是欧益指数？”我疑惑。
“就是几个数据的综合，成活率、体重、料肉比，

还有……对了，还有日龄。”郝术云抢答。
秦忠笑了，“知道为啥人家养得好了吧！”
再过两周，这些肉鸡就出栏了。对养鸡，郝术云

心里有本账：一年可出栏 4 到 6 茬，刨去饲料、鸡苗、
电费、运费等各种成本，收益能有10多万元。

秦忠走到数字化操作台前：“通风量有点大，给你
调低点。控制好温度湿度，及时清理粪便和残存饲
料，防止细菌滋生。”

“你放心，都严格按要求来的！”
“别看现在养得好，赚了钱。”秦忠打趣：“刚开始

你心里不也没底？”
被“揭了底”，郝术云脸腾地红了：“心里没底的

可不止我们一家！”
郝术云说的“没底”，总结起来就是“三怕”：怕

自己没技术没经验，养不好；怕没稳定销售渠道；怕
价格浮动过大，辛苦一年不赚反赔。

安子岭村曾经面临的状况在滦平很普遍。这里地
处燕山山脉，山多地少，一度缺乏特色产业支撑，经
济基础薄弱。

怎么办？做强特色产业。滦平县花大力气引进龙
头企业，带动农户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并
发展起包括饲料、运输、屠宰、深加工等在内的整条
产业链。

华都食品有限公司跟农户签合同养鸡，从育雏到
保价收购，一条龙合作。温湿、饲料、防疫……鸡怎
么养，公司有统一标准，不仅给养殖户做培训，每周
技术员还来鸡棚指导。

“村干部带头养了一年就挣钱了，我们也下决心干
起来，很快就回了本。”郝术云说，“养‘合同鸡’，心
里踏实。”

临近中午，一辆大卡车开进郝术云家院子。这是
一辆散装饲料运输车，10来米长。

“来得正好，料快吃完了！”郝术云顺着爬梯爬上
饲料塔顶部，打开仓门。司机叶士林跳下车，扯出电
线，接通电源，拿出遥控。8 米多长的绞龙上升、左
转，等出口对齐料仓入口，叶士林打开饲料车闸门，
绞龙里便传来哗啦哗啦的声响——饲料开始送入料仓。

“你瞅咱这车，一只手就能操作，密封性也高，减
少饲料和外界接触，养殖户用着放心。”叶士林还有两
台这样的饲料车，雇人开。

不一会，绞龙里变成了呜呜的声响——卸料完
毕。叶士林说：“这回卸了两仓，10吨。”

“还是 35块钱一吨吧？手机上给你转过去。”郝术
云不无得意地说，“可别小看养殖户，我们的成本就
是人家的收入。生产、运输饲料的，分笼的，逮鸡
的，运鸡的，检疫的，屠宰的……一条产业链，连着
千家万户，我们也养活着别人呢！”

据了解，滦平全县有33万人，大约1/10直接或间
接靠肉鸡这条产业链吃饭，其中有 3000多户农户从事
肉鸡养殖，平均每户年收益达10万元。

在我蹲点的安子岭村，除了几个养殖大户，还有
几名村民在华都屠宰场上班，另有一名村民是该公司
的班车司机，每天负责接送村民到县城上下班。

目前，安子岭村的几个养殖大户加起来，一年能
出栏肉鸡 65 万只。此外还有规模化牛场 2 个，猪场 3
个，养殖已成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郝术云家原本生活困难，近年靠养鸡脱了贫，还
供出个大学生。劳作虽辛苦，她眼中总是生活的美
好。看到公路旁梨花盛开，郝术云在朋友圈写道：“春
暖花又开，梨花似雪白。花开正浓时，妖娆又多彩。”
雨过天晴，她又感叹：“这天蓝得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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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红旗镇南白旗村千亩梨园风光。
图⑤：杨士红为梨树疏花疏果。
图⑥：刘占坤向记者介绍草莓苗长势。

本报记者 朱金宜摄
图⑦：记者 （右） 在西瓜大棚里学习为瓜蔓整枝。

程静静摄

图①：郝术云的养殖大棚里，小鸡正在啄食。
图②：饲料运输车正向养殖户的料仓输送饲料。
图③：安子岭村的养殖大棚。

本报记者 康 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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