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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记
本报记者 田真 摄影报道

从部队退伍返乡后，河间市小功屯村村民马宪响和妻子成立了八禾源

家庭农场，搞起了特色种植——

2

3

6月1日上午，记者走进河间市黎民居乡小功屯

村八禾源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内，看到一排排葱绿

的瓜秧整齐排列，一个个碧绿滚圆的小西瓜垂挂在

藤蔓上，十分喜人。

不同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大棚里的西瓜藤蔓不

是铺展在地面上，而是顺着细绳向上攀爬生长。这

种西瓜因采用吊蔓栽培技术，也被称为“吊秧西瓜”。

“种植的9亩吊秧西瓜已经陆续上市，这几年工

夫没白费。”农场负责人马宪响，正依靠特色种植摸

索不同于别人的创业路。

为了活化土地
费尽周折找芝麻渣

一个秧苗一个瓜。为了保证西瓜的品
质，32岁的马宪响正站在瓜秧旁拿着剪
刀，熟练地把多余的花和枝杈剪掉。

马宪响告诉记者，他们村子 20多年
前主要就是种植西瓜，后来村里的年轻人
选择外出打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之后
村民们不再种西瓜，改种小麦和玉米等粮
食作物。

“我们这边的土地偏沙性，透气性好，
挺适合种西瓜的。不过这些年逐渐撂荒，
要是想重新种植出口感好、品质好的西
瓜，得先给土地好好上肥，活化土地。”马
宪响从决定种西瓜后，就琢磨着如何让地
更加肥沃。

听老人们讲，给土地撒上芝麻渣作
肥，能让地更“有劲”。可是上哪儿找这么
多芝麻渣呢？马宪响着实犯了难。

“我和妻子分头行动，去农村的各个
集市上找卖麻酱、香油的摊主询问，还发
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帮忙四下打听。”

有的摊主说自家的量很少，不值得
卖；有的说已经卖给了熟人；还有的说要
留着自用。最后，零零散散收上来的芝麻
渣，对于施肥来说是杯水车薪。

3个月快要过去了，马宪响需要的芝
麻渣还是没有着落。“问了很多人，可收上
来的量极少，当时真是挺着急的。”

后来，在他软磨硬泡下，集市上的一
位摊主告诉他，离这儿 30多公里远的地
方，有一家相对大一些的香油作坊，没准
能提供他想要的芝麻渣。马宪响赶紧打电
话联系，最后以1公斤3元的价格，终于买
到了仅有的500多公斤芝麻渣。

让水果的口感好
买了14箱蜜蜂授粉

“农场一直都是坚持蜜蜂授粉，这也
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了。”马宪响介绍，最初
他通过新闻了解到，说蜜蜂授粉会比人工
授粉更均匀，作物的口感会更好。除了这
些之外，马宪响打心眼里觉得，用最原始
的方式授粉符合健康种植的理念，是非常

值得尝试的。
想到就立马行动。在没有任何养蜂经

验的前提下，种植的 3年时间里，马宪响
一共花5600元先后买了14箱蜜蜂。

有一次，马宪响从北京一家蜂场订购

了4箱蜜蜂，商家通过快递把蜜蜂邮寄到
了沧州物流园。马宪响取货时发现，有两
箱包装没有封好，蜜蜂都跑了出来，密密
麻麻地围在箱子外面。

“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蜜蜂小心翼翼地

挪到车上。为了让它们能够安静一些、不
乱飞，当时是四月份，我把车上的空调温
度调低，自己也被冻得够呛。回到家却发
现这几箱的蜜蜂品质并不好，好多蜜蜂的
个头儿都太小。没办法，只能自认倒霉。”

马宪响告诉记者，在坚持蜜蜂授粉的
过程中，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给蜜蜂喂水时，因为碗太深，好多蜜蜂溺
水而死；还出现了多次跑蜂、大规模死蜂
等情况。

“我也不会管理蜜蜂，一切都是从头
开始一点点地学习，慢慢积累经验。在这
个过程中，还被蜜蜂蜇过好多次。不过，让
蜜蜂授粉，长出的果形确实更周正，口感
也更好，付出的这一切也都值了。”马宪响
笑着说。

要想西瓜产量好
大棚温度很关键

去年 12月份，马宪响在大棚里种植
了2亩冬茬早春吊秧西瓜，大约有6000株
苗。没想到连续好几天阴天，大棚里面的
温度过低，缓苗速度太慢，前期的控旺也
没有做好，再加上这2亩地的土壤也不够
肥沃，种种因素影响了吊秧西瓜最后的品
质和产量。

“一般情况下，精品吊秧西瓜的重量
在2斤至3.5斤。可是今年3月中旬农场的
吊秧西瓜很多只有六七两重，收益也大打
折扣。”马宪响对此很无奈，头茬瓜是指望
不上了，希望二茬瓜能长得好些。

可是等到五月初的一天，他和妻子去
石家庄卖西瓜，早晨出发的时候，因为外
面阴着天，所以温室出风口的被子没有掀
开。结果临近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由
于没及时打开出风口，大棚里的温度飙
升。等到晚上，他们回来时发现，2亩地的
西瓜都被“烤”死了。

“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1公斤吊秧
西瓜的零售价在 12 元左右。正常情况
下，1 亩地能卖 5 万元，可是我家的这 2
亩地最后只卖了 3万多元。”马宪响吸取
教训，把这一切当成了积累经验的必经
之路。

“总的来说，吊秧西瓜皮薄籽少、鲜嫩
多汁，经济效益还是非常高的，我也很看
好今后的市场。”马宪响说，他打算明年接
着扩大吊秧西瓜的种植面积，不断提升自
己的种植水平，相信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致
富路。

马宪响正在大棚里打理西瓜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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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交通局宿舍6楼，顶，八中学区。18630701967
•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八中学区。1331577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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