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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日前，在沧县兴济镇南堤

村，袁振强前来勘察田地。这里
有 他 潜 心 躬 耕 的“ 宏 大 工
程”——保护繁育粮食古老品
种。

袁振强是南堤村党支部书
记、春润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鸡跳脚”玉米、“黑帽白”高粱、
“花三白”甜瓜、旱小麦、爬豆、
谷子……近年来，合作社收集
保留了40多个老辈流传的老品
种。一粒粒老种子，为可能消逝
的古老作物基因留住新的希
望。

不种“大路货”，
全是老品种

“我们合作社种植的五谷
杂粮，全都是老品种。”这是令
袁振强十分骄傲的事情。

袁振强详细介绍着，如数
家珍：“比如，种玉米用的是老
辈流传的‘鸡跳脚’品种，种小
麦用的全都是本地旱小麦品
种，种高梁用的则是高杆‘黑
帽白’品种。种黍子、谷子、豆
类等五谷杂粮，用的也都是老
种子……虽说这些品种产量较
低，但都是农村传统品种，投入
市场后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袁
振强说。

袁振强介绍，2016年，南堤
村成立了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了，种植什么
品种呢？袁振强取出他珍藏了
两三年的“宝贝”——老种子。

如今，大部分人选择种植
优良新品种，他们却“倒退”选
择种植老品种，这让人很是不
解。“大家早就不用老品种了，
现在市场上也买不到老种子
了。就算你这儿有，这些老种子
产量很低，也没有多大收益
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每一个老品种，
都承载着独特的基因

袁振强说，大家的这些顾
虑，他十分理解。而这恰恰是他
坚持种植老品种的原因所在。

“以前农村流传着一句老
话，叫‘饿死爷娘，留住种粮’。
农民宁愿饿死，也不吃种子粮
啊！如果没了种子粮，就等于断
了农民的后路，来年再也没有
饭吃。也就是说，老种子是可以
传承的。”袁振强说。

袁振强颇有感触地娓娓
道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
的种子 粮 逐 渐 被 淘 汰 了 。这
也不难理解。就拿现在市场
上卖的玉米种子来说，亩产
大约 2000 斤，但老种子亩产
也 就 几 百 斤 ，产量差距非常
大。所以，现在农民都不留老

种子了，年年去买杂交技术育
成的新品种。老种子快消失
了。”

令袁振强担忧的是，杂交
技术育成的新品种，虽然具有
产量高、口感好、生长期适中
等优势，但只能种植一年，无
法留种供来年再种。“让这些
杂粮不要绝种，守护物种的延
续，为传统粮食留存进行一份
安全储备。让这些有生命的种
子孕育繁衍，生生不息，代代
相传。”这就是他最朴素的想
法。

袁振强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说服了合作社的社员们选用
老种子。

“ 我 们 用 的 全 都 是 老 种
子，要打出自己的特色。”袁
振 强 介 绍 ，“ 鸡 跳 脚 ”“ 灯 笼
红”这些品种虽然产量较低，
但很受消费者欢迎，市场售
价高。

“粮食作物每一个品种都
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基因，是作
物生命延续的密码，更不用说
这些古老品种还有被忽略的优
势。我希望老种子能一直传承
下去。”袁振强说。

在“五保户”家
里，意外获得老种子

袁振强说，这些传统的老
品种，目前很少有人种植，想
得到种子非常难。那么，他的
这 些“ 宝 贝 ”是 从 哪 儿 来 的
呢？

说起这事儿，还有一段故
事。

前些年，南堤村村边有一
家“五保户”，老两口无儿无女，
生前有三间土坯老屋——东
屋住人，西屋养牛，中屋做饭。

老两口过日子节俭，不糟践粮
食，收获的东西习惯存起来。
比如，收了玉米棒子，棒子叶
喂牛，棒子掰把儿后，在墙上
或屋顶楔上钉子挂起来。高粱
穗、谷子穗等，也习惯存起来。
一把黄豆、绿豆之类的，就随
手放在窗台上，或装进塑料瓶
里。

老两口相继去世后，袁振
强给老人料理了后事。在整
理老人西屋时，他发现屋顶

的房梁上挂着高粱和玉米，
都是老种子。再看角角落落，
到处都是“宝贝”。看到这些，
袁振强十分激动：“我正到处
找这些老种子呢，没想到两
位老人留下这么多品种。”

袁振强仔仔细细地将这些
老种子收集好，并保存起来。也
正是这些老种子，几年后派上
了大用场。

袁振强等人特地辟出了
一块场地作为展陈室，摆放着

“鸡跳脚”玉米、“黑帽白”高
粱、旱小麦、爬豆以及谷子、

“花三白”甜瓜、白芝麻等老品
种。

据袁振强介绍，现在他们
已经收集和保存了40多个适合
种植的老品种。

不仅守护传承
老种子，还为村民创
造经济效益

“老品种是新品种的基因
来源，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保护，很可能导致许多珍贵
的杂粮作物消失。”袁振强说。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
地保护老种子？答案就是种植、
繁育。

“种子不是文物，不是搁在
屋里捧着供着珍藏着就行。每
一代种子都承载着上一代的基
因信息，还需要适应新的环境
和生存条件。进到泥土里孕育
繁衍，才是种子的使命所在。”
袁振强说。

这一历程没有那么多诗情
画意，更多的是风吹日晒，充满
艰辛挑战。

袁振强感慨道：“庄稼靠天
收，这话一点儿不假。传统种子
来之不易，数量太稀少，每一粒
都无比珍贵。谁也不能保证耕
耘了就有收获，播下的种子一
定能繁育出下一代种子来。把
老本儿亏在土里的可能性不仅
有，而且还很大。所以，我们选
种繁育的标准就是：种子的数
量相对多。”

试种从数量较多且适合当
地实际的水稻开始。

据了解，在南堤村东南，沧
浪渠和余庆屯干渠绕村而过。
这两条河渠担负着沧县兴济
镇等乡镇的雨水分流重任，雨
水在此汇集，流入渤海湾。过
去，因夏季地里常常积水，农民
只能种植一季高粱，收益甚微。
为改造这片低洼田地，南堤村
的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变劣
势为优势，利用积水充足的特
点试种水稻。

起初，合作社试种了200亩
水稻。200 亩水稻试验田格外

“争气”，首战告捷。第二年，合
作社便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1800
亩。第三年，稻田种植面积扩大
到3800亩……

经过一段时间运营，村干
部发现，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种
植农作物实现了“集约”，却没
有达到“高效”，真正让农民增
收还得靠延伸产业链条。“我们
现在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一
条龙，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袁振强说。

目 前 ，合 作 社 拥 有 土 地
6200 余 亩 ，预 计 粮 食 年 产 量
4000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3000余元。

如今，南堤村不仅更好地
守护传承了老种子，还为村民
们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鸡跳脚”玉米、“黑帽白”高粱……在沧县南堤村，地里种了很多老品种的庄稼。
一粒粒老种子，为可能消逝的古老作物基因留住新的希望——

守护“老种子”
本报记者 李圣哲 魏志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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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优质种子挑选优质种子。。

展柜陈列着老种子展柜陈列着老种子。。

合作社选用的都是老种子合作社选用的都是老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