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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中央不断推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优惠政策，如取
消农业税费、发放种粮补贴、良种补贴等等，极大地鼓舞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市场空前活跃。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涉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全省广大农村
种植业得到迅猛发展。

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形式多样，地域差别明
显。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范围广，种类、环节繁多复杂
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
品，逐步形成特色种植业规模化生产，既能促进农民增收，
又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在我省种植业总量稳步增长、
产品质量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中，一大批特
色种植科技带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有家庭妇女、
种植大户、村干部、农民企业家等。他们凭着科技致富意识
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路，还积极带动了
当地特色种植业的发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宣传和介绍
这些典型人物的经验和做法，有助于广大农民学习，并进一
步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对大力普及特色种植业实用技
术，用科技知识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用科技知识来促进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搜集了当前各地涌现的部分高产高效特色种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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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及经验，以实用为宗旨，力求让读者看了易懂，获得
效益。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或不详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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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大王冯秋须 : 奔小康带头人

郭 晨 峰

新乐市邯邰镇以生产沙地西瓜而远近闻名，早在 1999
年就被河北省农业厅冠以 “西瓜之乡”的美誉，该镇小流
村以其大棚西瓜发展最早、种植面积最多而成为当地有名的
“西瓜专业村”。目前，小流村种植大棚西瓜已达到 3700 多
亩，甘甜爽口的优质西瓜不仅畅销河北、河南、山西、东北
等地，还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国，仅去年全村就净增存款
400 多万元。

小流村的村民们依靠种植大棚西瓜迅速走上了富裕之
路，他们打心眼儿里感激带领乡亲们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大
棚西瓜的致富带头人、党的好干部冯秋须。1977 年，从部
队复员的冯秋须先是当村治保主任，由于工作积极、踏实能
干，1983 年他被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上
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以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的小流村村民的收入仍徘徊不前，身
为村委会主任的冯秋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甘碌碌无为
的他很想带动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从 “土里刨食”变为
“土里刨金”。但当时大多数村民的思想观念还很保守，利
用农业科技致富的意识也很淡薄。于是，冯秋须决定先从自
己做起，以实际行动来带领乡亲们搞特色种植。为了选好项
目，他曾自费到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去参观考察，经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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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实地考察，他决定在本村搞大棚西瓜种植。1994 年早春，
冯秋须投资一万多元在自家田地里建起一个 3. 5 亩的温室大
棚，并从当地种子公司买来优质西瓜种子种下。为了解决管
理上的一些难题，他除了买相关的科技图书来看，还多次到
山东去取经。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他种的西瓜获得大丰
收，每亩纯收入 4000 多元。初战告捷的冯秋须开始动员一
些干部和村民，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们，让他们打消种种顾
虑。同时，他还利用冬闲时节，在自己家中向人们传授西瓜
种植与管理知识。吃了 “定心丸”的十几户村民在第二年
也开始种植大棚西瓜。在冯秋须的热心帮助与技术指导下，
那些农户的大棚西瓜当年也喜获丰收，收入比种植传统农作
物高出近十倍，初次尝到甜头的瓜农们心里乐开了花。冯秋
须抓住这一时机，充分利用喇叭广播、板报、标语等形式大
力向村民们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民们看到种大棚
西瓜确实能致富，又有冯秋须无偿传授技术，也纷纷筹措资
金搞起了大棚西瓜种植。当看到一部分贫困户无钱建温室大
棚，冯秋须就主动帮他们贷款或借钱给他们。西瓜成熟时
节，冯秋须便带着一些干部忙着为瓜农们联系销路及帮着雇
货车，以保证瓜农们的西瓜都能及时地销售出去。为了提高
产量，冯秋须向省农科院的专家请教后，他大胆地独创出
“吊瓜”种植方法，也就是给西瓜秧搭上架，让西瓜吊着生
长。这一做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当年西瓜亩产量提高了三分
之一，为此中央电视台记者于 1997 年 6 月专程来到小流村
录制了一期节目，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目前，小流村家家都在搞大棚西瓜种植，有一些瓜农还
租种邻村的田地，由于西瓜生产已形成规模，每到西瓜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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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当地及外地的许多商贩便来到村里收购，瓜农们在地
头就能很快把西瓜销售一空。如今，村民每年人均收入已达
5000 多元，村里二层小楼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小流
村的大棚西瓜业已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示范基地，这也带动
了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搞起大棚西瓜种植。平时，常有
人找上门来向“西瓜大王”冯秋须求教，有的村庄还专门
把他请到村里去讲课，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义务传授技术，
从未拿过报酬。由于成绩显著，冯秋须在 1995 年被新乐市
人大评为“奔小康带头人”，1996 年被新乐市政府评为“科
技优秀工作者”，1998 年至 2000 年连续三年获得 “石家庄
市农业劳动模范”光荣称号，2000 年被评为 “石家庄市农
业科技优秀实用人才”，2006 年被评为 “河北省科技带头
人”。

几年前，冯秋须主动退下来而专门担任村技术员。为了
能掌握更先进的西瓜种植技术，他订了四五种农用科技类报
刊杂志，并时常在早晨利用村大队的喇叭向瓜农们进行新技
术、新经验的宣传。同时，他还在自己的田地上进行西瓜新
品种试验，获得成功后再向瓜农们推广。近年来，他培育出
来的西瓜新品种不仅畅销全国好多地方，还远销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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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致富领头雁
———记唐县种植食用菌致富带头人安德全

张 敬 辉

近年来，唐县北店头乡水头村逐渐发展成为该县食用菌
种植基地村，在这个三百来户的小山村里，90%以上的农户
从事食用菌种植，户均收入万元左右。

说起水头村食用菌种植，就不能不提该村种植大户安德
全。为此，笔者特意到水头村寻访这位 “蘑菇大王”，倾听
到了这位地地道道的山村汉子不甘贫穷、艰苦创业的心声。

水头井旁寻富路
第一次见到安德全，是在他的蘑菇大棚内。高个子，黑

瘦脸膛，穿一件磨得泛白的黑色皮上衣，给人的感觉是厚道
与勤劳。谈笑间，安德全用他那质朴无华的语言，向笔者述
说着 20 年来自己曲折坎坷的创业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末，水头村还是一个以旱田为主的农业
村，人们仍然固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
人们一年劳作换来的收获，仅能满足温饱。但是初中毕业一
年多的安德全却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一门心思地琢磨着
创业致富，梦想着改变这山沟里穷困的生活。

1988 年，21 岁的安德全到保定串亲时，一瓶崂山矿泉
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时水头村村北有一口井，名叫水头
井，井水冬暖夏凉，口感甘甜。他要冒险试一把! 安德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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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一边找有关部门检验水质，一边找村干部准备建厂。
然而，由于年轻的他心急气盛，急于求成，没有充分考虑村
里的情况，致使不久后建水厂一事在村里卡了壳。

水厂没建成，好似迎头的一瓢凉水，让这位山村小伙冷
静了许多。

在无奈又无助的日子里，他加入了农民工行列。他加班
加点地超负荷劳动，每天却只能拿到三四块钱低得不能再低
的工钱，因为这是他最现实的选择。此后，每年千数块钱的
工钱成为全家生活的唯一经济支撑。但生性好强、不安现状
的他，对幸福生活的寻觅却从未停止。

1996 年，是该县引进金针菇种植的第二年。安德全在
认真学习参观后，认为食用菌种植业很有发展潜力，家乡又
具备良好发展条件，于是毅然拿出几年来外出务工挣来的
4000 多元积蓄，在全村第一个搞起了金针菇种植，那年冬
季他净赚了 2000 多元。从此他走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而
且一干就是 13 年。

单枪匹马闯市场
一炮打响后，从 1997 年到 2000 年，安德全种金针菇每

年净收入七八千元。乡亲看他赚了钱，许多人想跟他学种金
针菇。生性厚道直爽的安德全便毫不保留地将种植经验和技
术传授给大伙儿，从配料、接种、生长管理到出菇管理，他
手把手地教，常常是忙完自家的，还要忙别家的。在他的带
动下，2000 年该村 100 余户金针菇种植户都尝到了甜头。

乡亲们在种植金针菇增收的同时，捉摸不定的销售风险
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年来，该村金针菇销售都是靠
石家庄等地的商贩进村收购。由于过度依赖外地商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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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销售渠道，致使外商故意压价、甚至坑骗收购事件不
断发生。2000 年，石家庄市某县商贩骗购了价值 56 万元的
金针菇，共有包括安德全在内的 40 多户上当受骗，大家伙
儿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无情的现实给安德全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市场课。要
想保证金针菇安全销售，必须建立自己的市场销售渠道。

2001 年 10 月，安德全随身揣了两千元钱，提着一只破
提包，登上了北上沈阳的火车。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沈阳，他找到曾经打过交道的一个
经纪人，帮忙租下一个档口，开始自行销售，当月实现净收
入 3000 多元。为了节省花费，他每天吃住在档口，一边销
售金针菇，一边想方设法巩固扩大供销关系，寻找合适的经
销代理商。

接下来，他又自费万余元，南下广州，三进北京，开辟
销售渠道，为全村金针菇销售打开广阔的城市市场。

有了可靠的销路保障，乡亲们的后顾之忧解除了，全村
再次掀起了金针菇种植热潮。2004 年，全村 200 多户，利
用冬春农闲季节种植金针菇 100 多亩，外销金针菇 20 多万
公斤，收入达到 160 多万元。

品牌战术带民富
在市场看好，种植户收入年年增长的喜人形势下，安德

全并没有裹足不前。历经风雨的洗礼，反而使他的眼光更加
开阔和敏锐。

2003 年冬，在北京某菜市场，安德全正在组织销货。
正巧荷兰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到该菜市场录制节目，荷兰电
视台的记者见他的金针菇白嫩新鲜，专门进行了拍照，并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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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拇指，称赞道 : “真好!”
这件事激起他揣摩已久的一个想法 : “我们的金针菇品

质并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就卖得慢，还卖不上高价钱呢?”
“品牌”这一广播电视里的热门名词，在安德全的脑子

里不时闪现。之后，他在市场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市场调查，
结果发现，品牌金针菇比大包无品牌金针菇价格高出 10%
到 30%，而且人们对品牌金针菇的质量有一种特殊的信
赖感。

看准的事，说干就干。2005 年，安德全铆足了劲，用
多年来种植金针菇积攒下的 20 多万元，建起 12 个温棚，购
置了金针菇加工、包装设备。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
申请建立唐县富民食用菌有限公司，注册了 “鑫唐”食用
菌商标。

安德全的加工厂成为当时周围十几个种植村蘑菇外销的
龙头。在干净整洁的金针菇包装车间里，十余个工人手戴塑
胶手套，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半斤一袋的小包装金针菇排着
队，依次从全自动真空保鲜包装机内输出。工人安美英介绍
说 : “老安的这个公司可真是为十里八乡的种植户造了福，
平均每天收购金针菇万余斤，不但价格高，还都是现款兑
付……”

当时他们的精包装金针菇比以前的大包装每公斤高出 3
元，精包装金针菇都是精心挑选的优质原菇，品质好，而且
准斤足两，真空保鲜包装保鲜期达一个月，深受各地客户欢
迎，沈阳、北京、长春等地客户订货量与日俱增，年外销十
余万公斤。由于精包装金针菇市场需求大、销路畅通，有效
缓解了当地供求关系，稳定了蘑菇价格，保证了种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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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2006 年，安德全又把眼光转向蘑菇冷房种植和深加工，

亲自到外地参观学习金针菇的冷房种植技术。带头尝试冷棚
工厂化生产，让乡亲们季季都发蘑菇财的大胆想法在安德全
的心里酝酿着。

科技助推大发展
2007 年冬天，经过广泛调查、深思熟虑之后，安德全

又在当地施展出一项创新之举———投资 1800 多万元建设食
用菌错季生产冷棚 60 个。在省、市、县财政、农业等部门
的大力扶持下，该项目建设被纳入 “河北省整合农业财政
资金发展食用菌产业项目”统筹中。现在已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建成食用菌生产加工厂房和科研场所，首批 20 个
冷棚预计将于今年 5 月份投料生产。
“利用先进的控温冷棚生产食用菌，虽然建棚投资比较

大，但会取得较好的错季效益，并可在冬、春食用菌生产旺
季进行收购加工，进一步实现初级产品的加工增值，这是今
后食用菌生产加工的发展趋势，广大菇农发展冷棚积极性很
高。”该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张占山介绍说。冷棚生产
的深入推广，将促使食用菌产业由规模效益型向错季生产、
加工增值型转变，成为该县助农增收的强力支撑产业。敢为
人先的安德全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引领该县食用菌产业科学高
效发展的关键人物，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该县以水头村、东
同龙村、三道岗村为重点，建成冷棚 37 个，预计今年夏季
可提供鲜美金针菇、杏鲍菇、蟹味菇等 16 万公斤。

安德全感慨地说，“勇于创新、实干兴业”是他的人生
信念。十几年来他驰骋在食用菌生产加工行业，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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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又致富了众乡亲，带领大家在致
富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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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种植老“黄牛”

韩 志 林

作为一个农民，他成功地实践了纸筒加地膜甜菜种植技
术，带头推广马铃薯原种繁育技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
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群众积极调整种植结构，走
出了一条科技致富之路，他就是河北省张北县郝家营乡大庙
营村党支部书记牛禄。

过去的大庙营村，群众过着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日
子，牛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在
他刚当上村干部不久，便开始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向
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学习。

1984 年，牛禄首先为村里调回了“无花”马铃薯原种，
自己先行试种了 1 亩，到秋天产量竟达到 2000 公斤，实现
收入 5000 多元，一下子惊动了全村大人小孩。这一成功催
生了牛禄向下一个目标迈进的勇气和力量。之后，他又带头
试种甜菜和其他蔬菜。特别是 1996 年，他采用了纸筒加地
膜的技术种植甜菜，这一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坝上无霜期短影
响甜菜生长的问题，结果 9 分旱地产量高达 6 吨，最大一棵
甜菜的根重达 8. 5 公斤。使甜菜生长期延长了 20 多天，亩
产量增加了 30%，这一成功的示范很快在全县得到推广，
为甜菜产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牛禄通过典型示范改变了人们传统陈旧的种植观念，调
动了群众发展科技种植的积极性。在生产中，他竭力为群众
提供资金、籽种、技术服务，先后累计为困难户购买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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