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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粮人”
本报记者 李昕也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崔雪琳 摄影报道

为了让盐碱地“改头换面”，沧州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请农业专家“把脉”，请
经验丰富的“种地达人”改良土地；他们建立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解决了种粮大户“丰
收后的烦恼”，开展绿色“保鲜”储粮——

6月 13日早上 5点多，在沧
县兴济镇余庆屯村的一片盐碱
地里，“种地达人”李增龙正在查
看玉米苗的长势。他是沧州粮食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特聘的“土专
家”，为公司承包的 1500多亩盐
碱地进行改良。

近年来，沧州粮食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单
纯的粮食储备延伸至粮食种植、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粮食全产业
链，认真当好“守粮人”。

“种地达人”
有了新身份

“6月 13日，晴。今天早上 5
点多，看到地里有的玉米苗有点
发红，这是由于地的盐碱度过高
造成的……”从地里回来，李增
龙将玉米苗的详细情况写在了
日记里。这些年改良盐碱地，李
增龙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直到
现在仍保持着。“对我来说，这些
是‘数据’，更是经验。”

56 岁的李增龙，是献县韩
村人，在当地承包了八九百亩
的盐碱地。经过这些年的精心
打理，盐碱地彻底“改头换面”。
小麦由原来亩产四五百斤，到如
今平均亩产可达 1100 斤。从寻
常农民到种地专业户，李增龙
种地种出了名堂，成为“种地
达人”。

如今，李增龙又多了一个新
身份——沧州粮食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特聘的“土专家”。

今年 5月份，公司在沧县兴
济镇余庆屯村承包了 1539亩的
盐碱地，用于大田作物的种植。
得知李增龙改良盐碱地经验丰
富，公司特邀李增龙前来“支
招”。

“这 1500 多亩盐碱地多是
林地，杂草丛生、半沙化、水土流
失严重。现在土地板结、有机质
低，抑制了农作物营养的吸收。
农作物在出苗期身子骨最弱，营
养跟不上，很容易夭折。而存活
下来的农作物不仅产量低，有害
菌也多。”李增龙说起盐碱地头
头是道。

“改良盐碱地，就要排碱、施
有机肥，增加有机质含量。普通
土地施复合肥就可以，盐碱地不
仅需要施复合肥，还要施菌肥。
而复合肥和菌肥的比例也有讲
究，并不是多多益善。”李增龙
说。

为粮农解决
“丰收后的烦恼”

16 日 ，种 粮 大 户 肖 凤 忠

将最后一批收割完的小麦交
到 南 皮 粮 食 产 后 服 务 中 心 。
看到 5000 亩地的粮食全部顺
利 存 入 储 粮 仓 ，肖 凤 忠 松 了
口气。

“这 5000 亩地的小麦一部
分卖给了沧州粮食产业集团，
一部分存到了集团的产后服务
中心储粮仓，算是解了我的后
顾之忧。”肖凤忠高兴地说。

泊头市洼里王镇的肖凤忠，
在南皮承包了 5000亩地种植大
田作物。为何选择南皮，肖凤忠
道出了自己的“小算盘。”“粮食
产业集团在南皮成立了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中心可以帮种粮大
户代烘干、代储存粮食，如果价
格合适，农户还可以把粮食直接
卖给公司，‘择地而种’为我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

种地有时就得看天吃饭。肖
凤忠说，以往收割季遇到下雨
天，粮食就会发芽、发霉。“现在
收割完了，如果天气不好可直接
交给服务中心让他们代为烘干，
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刘华军是粮食产后服务中
心（南皮站）的负责人。每到麦
收 、秋 收 是 刘 华 军 最 忙 的 时
候。早晨 5 点出门，晚上 11 点
到家，已成为他最近的工作常
态。

刘华军介绍，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南皮站）占地两万平方米，
配有粮食检测仪、测水仪、除杂
机、烘干设备等。

服务中心主要提供代存、代
清理、代烘干、代加工、代销售的
一条龙服务。此外，服务中心还
配有运输车，提供代运输服务，
以解决农民的“最后 1公里”运
粮难题。

“遇到阴雨季，农户将收割

的粮食送到服务中心后，我们可
为农户烘干、代储存。如果天气
好，收割完后可直接存入服务中
心的粮库。”刘华军告诉记者，农
户自己的储粮仓大多简易、条件
差，这样储存的粮食易丢失水
分，也卖不上高价，而服务中心
的科学储粮解决了农民存粮损
耗的问题。

“服务中心的粮食代储存业
务，每吨每年收费 40元。烘干设
备一天可烘干300吨玉米或500
吨小麦，做到农户的粮食及时
收，确保农户放心、省心。”刘华
军说。

小麦住上“豪华间”

13 日，公司仓储部的林国
栋一到单位，先去查看储粮仓的
粮情监测系统。“电子屏幕上显
示的仓内温度、湿度和粮温情况
等数据均正常。”林国栋说。

现代化粮仓不仅要储存量
大，还要有高科技护航，实现从

“安全储粮”向“绿色优储”的高
标准跃升。绿色储粮，指主要利
用绿色储粮技术和管理措施等
提高储存环节粮食的品质和保
障能力，减少粮食损耗，让人们
吃得更加绿色、安全、放心。

记者来到储粮仓，感觉温度
适宜，仓内小麦颗颗饱满、粒粒
金黄，还带有轻微泥土味的麦
香。

林国栋介绍说，储粮仓内安
装了摄像头，麦堆上装了高灵敏
度的传感器，各项数据通过系
统传输到控制室，电脑对数据
汇总分析，能够实时监测粮食
的温度、湿度以及仓温、室温
的 变 化 ，有 异 常 就 会 发 出 预
警。“这套智能粮库集中控制
平台，就像一名专业医生，能
对粮食自动‘把脉’。”

以前粮食入仓之后，需要人
工用磷化氢熏蒸，虽然杀虫效果
明显，但药物有时有残留，粮食
品质会下降。以前粮温高了，需
要人工翻倒，劳动强度大。如今
实现绿色优储，合理利用内环流
控温、气调储粮和通风集成等技
术，能保证粮食储存在适宜的状
态，可有效避免陈化、霉变、虫害
等问题。

“冬天，粮仓中粮芯温度不
超过5℃；夏季，粮仓的空气温度
不超过 25℃。如果温度过高，除
了开启内循环装置，还可以加开
空调降温，粮食‘住在智能空调
房’，实现了冬暖夏凉。”林国栋
说。

做好“守粮人”

麦收之后，种粮大户肖凤忠
开始抢种玉米。“我计划打造万
亩良田，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
肖凤忠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有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做“后勤”保
障，自己没了“丰收后的烦恼”，
也有了开启新目标的信心。

在余庆屯村的盐碱地里，与
李增龙“常驻”地头的，还有九三
学社的社员们。社员徐玉鹏，是沧
州农科院畜牧草业技术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他正和几位农业专家
检测土质，和李增龙一起交流技
术经验。

“改良盐碱地，要先测土质
看缺什么营养，然后平衡施有机
肥，增加土地肥沃度和通透性，
提高集水保肥能力，打好种植基
础。我们采用水肥一体化的滴灌
技术，可节水节肥。”徐玉鹏说，
打药也要高效、低毒，无残留，确
保粮食安全、健康。

“公司计划先对这 1500 多
亩盐碱地进行改良，尽快实现
高标准、智能化农田建设。”沧
州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立春告诉记者，试种成功
后，再进行大范围的复制和推
广。“我们严格把控好每一个环
节，做好‘守粮人’，端牢咱们的

‘饭碗’。”

公司工作人员与公司工作人员与““种地达人种地达人””李增龙李增龙（（中中））一起查看玉米苗长势一起查看玉米苗长势。。

库存粮食出库库存粮食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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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楼

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