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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举”
空心菜每亩多卖3000元

同样是大棚种植空心菜，同样是从4月下旬
卖到10月下旬，但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新乐镇大
河村种植户唐伟，每亩却能比别人多收入 3000
元。谈及其中的“秘笈”，唐伟莞尔一笑：“我只是
比别人‘多此一举’，气温升高后不但不拆除大棚
薄膜，还盖上一层遮阳网。”

今年刚过30岁的唐伟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
种了十多年空心菜。这些年，唐伟发现，虽然每年
2月村民就开始利用大棚种空心菜，但气温升高
后，不少农民都揭去大棚薄膜，开始由卖菜苗转为
卖食用菜，二者价格相差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
随着气温升高，菜叶被晒蔫，在市场上越来越卖不
上价。

“空心菜从4月下旬上市到10月后罢市，这么
长的时间能否让它一直鲜嫩呢？”3年前，唐伟开
始探索改进夏季的种植方式，他结合空心菜10天
采摘一茬的生长规律，独辟蹊径，在进入5月别人
纷纷拆除薄膜后，试着不拆薄膜，只是将大棚两头
的薄膜揭起通风。而在生长期的第7天，在大棚
上盖上一层厚厚的遮阳网，降低大棚温度。

收获时唐伟发现，原来“老态龙钟”的空心菜
茎叶变嫩变绿了，茎干也变得更壮。更令他兴奋
的是，用遮阳网种出的空心菜得到了批发商的青
睐，每公斤批发价比别人高出1元，还与收购商签
下订单。

唐伟介绍，在气温居高不下的5~8月，大棚空
心菜因生长迅速，亩采收产量可达3000公斤，占
全部亩产的四分之三。靠改变空心菜夏季种植方
式，最近三年，他每亩都比别人多收入至少 3000
元，亩均年收入1.5万元。 周超文 马光焱

6月20日，在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万茂科技
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园，200多万株有“中华仙
草”之称的铁皮石斛花竞相盛开，员工们在加紧采
摘。近年来，德安县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全县土地
流转面积10多万亩，新型经营主体300多家。

李诗彪 桂茜 摄

北花园村立体种田
一年收五茬收入过万元

“瞧，一块地里种出三样来，埂上是小麦,沟下
是生姜,另一埂是青豆。收割小麦光去麦穗，留着
麦秸给生姜苗遮挡强光照射，然后在麦秸内套种
黄瓜，等青豆收获种上小青菜，最后再种植水萝
卜，这样一年能收获五六茬。”日前，山东省郯城县
马头镇花园社区北花园村农民郑会标介绍道。

“我们村个个是种地的‘老把式’，立体种田只
要打好时间差，年底保证不赔钱。”同村农民郑钦
标也搭上话茬。

“玩龙玩虎不如玩二亩土。”北花园村是过去
马头古镇的菜园子，土壤属“夜潮地”类型。这里
的农民种地种出了经验和名堂，立体间作叫农民
尝到了甜头。他们打下的小麦平均亩产1100 斤
左右，玉米最高产量可达1500斤，一年下来的收
入远超单一种植。周边村子的农民每亩地一年种
两季，最多收入2000元，而北花园村农民最低年
收入上万元。 高军

创业农场特色水稻种植
再添“新丁”

日前，黑龙江农垦创业农场第一管理区自营
经济大户年利把200斤蟹苗投放到自家的水稻田
里，该农场在糯稻、黑稻、长粒稻等特色水稻的基
础上，又喜添一名“新丁”——蟹稻。

创业农场拥有水田56万亩，近年来该农场加
快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截至目前，已种植了绿
色水稻、有机水稻、蟹稻、糯稻、黑稻、长粒稻、旱作
稻等一大批特色水稻。据了解，发展蟹稻主要是
利用河蟹与水稻的共生关系，稻田中的水草和浮
游生物等可为河蟹提供食物，河蟹活动可疏松土
壤，增加稻田的含氧量，同时消灭稻田杂草虫害，
为水稻正常生长提供肥料，是一举两得的生态种
养模式。

据年利介绍，稻田里要想养螃蟹就不能喷洒
农药、不能使用化肥，这是水稻达到绿色无公害和
螃蟹成活的必要条件。如果长势好的话，河蟹和
蟹稻每斤可增收30多元。 孙正林

热点聚焦

编者按：水是农业的命脉，而河北却是水资源严重短

缺省份，人均、亩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7。

作为小麦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责任重大；作为严重缺水

地区，遏制地下水超采刻不容缓。如何解决两难困境？

衡水漏斗区的小麦种植为之做出了有益探索。

信息快递

寻找多打粮和少用水之间的平衡点

漏斗区的节漏斗区的节水小麦丰收啦水小麦丰收啦

▲

以色列：缺水国家成“欧洲厨房”

以色列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
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
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
左右。全国分布着百万个地方集水设
施，每年收集约1~2亿立方米水，直接
利用或注入当地水库或地下含水层。

以色列目前超过80%的农业土地
使用滴灌，还积极发展智能节水灌
溉，全部实现计算机控制、自动化操
作。整个系统根据事先编定的程序
和土壤墒情监测反馈信息，自动操纵
水泵、闸阀进行灌溉。

以色列每年都在推出新的滴灌
技术与设备，并从滴灌技术中派生出
埋藏式灌溉、喷洒式灌溉、散布式灌
溉等多种技术与装备。滴灌技术从
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耕耘观念，在以色
列人们更喜欢沙漠种植，因为烈日干
旱使光合蒸腾作用更强，土地不板
结，可由电脑任意控制水肥滴灌，使
果蔬味道鲜美。欧洲市场上的瓜果
蔬菜有四成来自以色列，以色列也由
此获得“欧洲厨房”的美誉。

美国：实时监测土壤水分

美国农业设施节水发达，干旱缺
水的中西部地区 10 个州都建立了完
备的节水灌溉体系。目前美国80%以
上的灌溉技术为喷灌技术，近年来随
着滴灌技术的不断推广，美国农业滴
灌面积逐年扩大，其中最有效的为膜
下滴灌。美国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
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
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
水供水价格的 1/3 左右，也比抽取地
下水便宜。

此外，美国已经广泛应用土壤水
分监测技术，对农作物的土壤水分进
行实时监控，实行按需灌溉。每天对
农作物生长的不同土层土壤水分进
行定时测定和记录(包括需求量和补
给量)，并根据采集的数据对补给量进
行计算，尽可能地做到按需灌溉和精
量灌溉。

本报记者 李竟涵 综合整理

水资源的紧缺给农业生产方式亮了红灯，粗
放的“大水漫灌”必须叫停。为此，衡水市实施渠
道防渗、管道输水、咸淡混浇等节水工程建设。
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设施蔬菜种植、农业产业规
模化的井灌区，集中建设微喷、滴灌等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改变过去传统的播种、浇水方法，推
广小麦保护性耕作和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与
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水肥一体化技术能节肥
30%以上，用水量只有喷灌的1/3~1/4，而且田间
杂草少，能大量减少施肥和除草的人工，操作简
单，一人能管几百亩地。

转变粗放用水方式的同时，衡水市还在探索

管理节水新办法。“一提一补”就是桃城区首创的
管水模式。“一提”是按照不同的用水量将水价提
高不同的幅度，“一补”是将因水价提高多收的钱
补贴给用水量少的用户。“这项制度使农民由‘要
我节水’变为‘我要节水’。”桃城区速流村党支部
书记王占羊说。经测算，“一提一补”制度实施后
节水率达到 20%以上，每年每亩可节水 50 立方
米。下一步，衡水将在全市推广。

科学用水，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很重要。冀
州市统筹项目补贴资金，在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
区，通过农业补贴的方式，引导广大农民改种棉
花、油葵、中药材、饲草、杂粮等低耗水农作物2万

余亩，推广冬小麦春灌节水稳产配套技术8万余
亩，累计实现总节水量900余万立方米，并带动农
民发展高效节水农作物超过10万亩。在冀州镇、
码头李镇、北漳淮乡推广“膜下滴灌+水肥一体
化”节水新技术，实现亩节水200立方米以上，带
动农民年均增收8000余元。

衡水市技术推广站站长刘林杰介绍，实施地
下水超采综合 治 理 试 点 方 案 后 ，全 市 选 择
130.54 万亩蓄水保墒能力较好的麦田，推广节
水抗旱品种，同时实行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结
合。节水麦全生育期浇 1~2 水，可压采地下水
0.6527 亿立方米，实现了小麦种植节水又丰收。

衡水是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小麦种植用水
占农业用水量的近80％。为此，该市大力推广节
水抗旱小麦品种，实施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结
合，配套推广土壤深松、秸秆还田、播后镇压等综
合节水保墒技术，不仅能实现小麦稳产，还可使
小麦由浇三水减少到浇一水。

在河北省农业厅和财政厅支持下，衡水市枣
强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已进行小麦节水多抗综合试
验三年，目的是培育出节肥、节水、节种和防虫、防
病、防倒的小麦新品种和技术。枣强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孙良忠介绍，目前该县30万亩小麦已
经受益，小麦播种量从35斤~40斤减至28斤~30
斤，浇三水改成两水，春季追肥减少二三十斤化肥
用量。在小麦稳产的前提下，一亩地农民减少投
入近90元。条件成熟后，此技术将向全市推广。

为了调整种植结构，构建适水发展的种植体
系，该市在重点抓好300万亩粮食生产核心区建
设、保证粮食产量35亿公斤的基础上，适度调减
小麦、玉米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试点，促
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种植协调发展，形成粮

饲兼顾、农牧结合的新型农业结构。在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农民收益的前提下，依靠政策扶持引
导和典型示范带动，在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且
无地表水替代的区域，鼓励改种青贮玉米、苜
蓿等饲草作物。以衡水湖周边地区为重点，实
施还林还湿。同时开展耕地休耕试点，推行

“一季休耕、一季雨养”，引导农业生产由资源
消耗型向生态涵养型转变。“通过这些综合性
措施，全市有望每年减少农业用水 2 亿立方米
以上。”孙国龙说。

□□ 陈连胜 本报记者 冯雷

“截至 6 月 15 日，我市小麦收获351万亩，占
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目前北部深州、武
强、饶阳、安平等县市因地理因素成熟略晚，已收
获六成以上，其他地方夏收基本完成或正在扫

尾。”河北省衡水市农牧局土肥站副站长孙国龙
20日对记者说。

据衡水市农牧局调查，今年该市构成小麦产
量的“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均比上年增加，千
粒重略低于去年好于常年，小麦平均亩产略高于
去年。

由于历史原因，衡水地下水多年超采，形成
了一个巨大的漏斗区，每年地面平均沉降 5 厘
米，3%~5%的机井报废。2014 年，衡水被国家
确定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与此同时，
衡水又是全国小麦主要产区之一。缺水地区
如何种小麦？

“俺们村今年种的全都是‘衡新系观35’，平
均亩产高达1200斤。”衡水市护驾迟镇前营村党
支部书记曹立增说,“这是河北省农科院旱作所培
育的小麦新品种，节水高产、早熟、抗逆、适应性
强，根系发达，叶片失水慢，保水能力强，水分利
用率比一般品种高。”今年前营村种粮大户曹敬
全的40亩小麦、张国争的50亩小麦经测产，平均
亩产达到1300多斤。同时全村2187亩小麦测产
平均亩产达1200斤左右，高于往年平均亩产。

“收入多了，投入反而少了，节水小麦就是
好！”村民曹建斌种了多年地，“以前一亩地下40斤

种子，单季要浇三四次水，现在俺们一亩地只播30
斤种子，单季根据天气只浇一到两次水。一季算
下来每亩地光节约下来的钱就有110多元，再加上
增产的量，这一季小麦一亩地就能增收450多元。”

前营村是衡水市发展节水小麦、良种良法配
套的一个缩影。衡水市把发展节水小麦作为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紧密结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和
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项目，加快培育
推广节水品种。对审定的节水品种推广面积达
到 50 万亩以上、种植面积在全省前 10 位的品种

选育单位和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截至目前，
已经推广使用了“邯6172”“衡观35”“石麦21”“河
农828”等一批节水小麦品种。

麦种选好了，配套科学有效的田间管理才能
节水又增产。衡水市农牧局实行规范化播种技
术，重点推广深松深耕及保护性耕作技术。各县
市区农牧局出动技术人员包村包户包地块，手把
手、面对面指导收秋种麦，重点推广包括小麦药剂
拌种、精细整地、增施底肥壮苗足墒播种保苗、适期
晚播控旺、播期播量配套、等行全密种植、机械精细
播种、强化播后镇压等9大主推技术。

小麦稳产前提下小麦稳产前提下，，农业用水有望减少超农业用水有望减少超22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向粗放用水方式说向粗放用水方式说““不不”，”，农民由农民由““要我节水要我节水””变成变成““我要节水我要节水””

抗旱品种配良法抗旱品种配良法，，收入多了投入反而少了收入多了投入反而少了

链接

“植”场故事

“三夏”时节，走进江苏省扬州市邗
江区杨寿镇宝女村农民李国州的家，育
秧机、插秧机、播种机、大小拖拉机等十
来台各式农机停满院子内外。李国州
今年 42 岁，从 2015 年秋季开始承包耕
地，搞规模种植，却在第一个年头就遭
遇“滑铁卢”。

宝女村位于邗江区北部丘陵地带，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8 亩，农业种植以
水稻、小麦为主。当地青壮年往往选择
进城务工，秋播抛荒现象普遍。2007
年，当地政府推广农机种植技术，免费
提供插秧机。正在为增收发愁的李国
州觉得是个机会，便报名干起了育插秧
社会化服务，一干就是8年。

转眼到了2015年，积累了种粮经验
的李国州琢磨起了规模种植的致富
梦。当年秋播前，他与村民签订220亩
土地租赁合同，租期10年。“润洲家庭农
场”挂牌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响应号
召“吃螃蟹”的人。

规模化种粮之路，风险大、成本高，
远比育插秧来得困难。

气候不应农时，本是常有的事，这

一年却尤为严重。麦种下地后阴雨连
绵，出芽率低。麦子收割前，因雨水过
多患上赤霉病。水稻种植时天公依旧
不作美，田间管理难，抢收时手忙脚乱。

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来的麻
烦始料未及。丘陵地带的田地高低不
平，沟渠本是种粮“生命线”，但多年没
有大规模整修，灌溉时通水不畅，下雨
天排水困难。李国州动手开挖了5公里
长的渠道，仍无济于事，缺水农田水稻
亩产最少的仅400来斤。

种植成本也大幅上升。地租每亩
620元，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忙季节请工
难、用工贵，留守妇女日均工资150元，
男工要200多元。使用良种、低毒农药
等，价格居高不下。新购了几台农机，
投资近40万元。

两季下来，李国州收获9万多斤小
麦、18万多斤粳稻。但卖粮之难出乎他
的意料。

雨天导致赤霉病、湿度不过关，国
有粮库拒收。转而联系粮食经纪人，遭
遇压价，小麦每斤只卖 0.49 元，不及国
家最低收购价的一半，水稻每斤0.9元，

不及国家最低收购价的六成。没有粮
仓储存，没有烘干设备，没有就地深加
工能力，再来一场雨，堆成小山的粮食
会湿热发芽，除了尽快出手，他没有讨
价还价的余地。

算一算收支账，全家人欲哭无泪。
两季亩均成本达 1870 元，算上政策性
补贴和保险赔付收入，亩均仅收入
1133 元。全家总动员辛苦一年，亏损
愈 16 万 元 。 李 国 州 不 得 不 选 择 退
缩。足额付清了当年租金，他与村民
协商中止了协议。

又到了夏播时节，经历去年的艰辛
周折，聊起今年的考虑，李国州显得更
为清醒：“今年除粳稻外，再加种部分黑
米、糯米等高附加值的品种。发挥育插
秧的专业优势，扩大服务规模到 300
亩。这方面我更有经验，风险小，需求
大。提高农机出租使用率，增加收益。
同时缩减粮食种植面积，重新与村民协
商，租50亩地，租金水平也下调。此外，
还要争取农技部门指导，主动对接流通
市场和加工企业，控制种植成本，提高
综合产出。” 王佳斌

亏损16万元后，李国州的夏播新打算

久旱逢甘霖 抢种减损失
随着一场较大范围降雨的到来，辽宁持续了 3 个多月的严重干旱有所缓解。

然而，在此次旱灾受灾最严重的阜新、朝阳等地，河道干涸、水井干枯、农田喊
“渴”的现象仍在持续。面对严重旱情，辽西干部群众通过科学抗旱，调整种植结
构，尽力减少旱灾损失。图为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招束沟乡的农民在田
间抢种花生。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