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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家拍”欢迎普通读
者参与，更欢迎摄影“大
家”和“大咖”的作品。

用心体会，平凡的生
活 中 总 有 让 您 感 动 的
瞬 间 、幸 福 的 画 面 、惊
艳的场景……人人都可
以是摄影师，快拿起您的手
机、相机，拍摄身边有趣的
事，和大家分享您的美丽心
情吧。

投 稿 方 式: 邮 箱 ：
czwbpk@sina.com

“大家拍”

常年征稿

（注意事项：来稿请附
图片说明文字、拍摄时间地
点、作者姓名、联系方式以
及通讯地址。）

蓝天白云下，水波荡漾的水田、嫩绿
的秧苗、还有低头插秧的农民，稻田里一
派繁忙景象。或许，你认为这是江南水乡
插秧忙的景象，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渤海
新区、黄骅滕庄子镇里。

滕庄子镇有一片2000多亩的稻田。
春天，稻田里一行行秧苗随风摇摆，生机
盎然；秋收时节，金黄的稻田里，秋风送
来阵阵稻香。独特的风景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吸引了周边不少摄影爱好者。

今年6月，正是水稻插秧的时节，摄
影爱好者王白艳专门来到滕庄子镇大浪
白村的水稻实验田，将镜头对准弯腰劳
作的农民，定格下这一画面。这幅作品在

“我的家园 大美沧州”摄影大赛中获得
了二等奖。

“我退休了，平时就爱到处转转，
看到好的风景就拍下来。听说大浪白
村的水稻实验田是人工插秧，这样的
场景在北方可不多见，我特地赶过去
看看。”王白艳告诉记者，稻田种植大

部分都是机械作业，只有这一小块试
验田要人工插秧。为保证成活率，插秧
的农民都是专门从外地请来的。“很难
想象我们黄骅的盐碱地，还能长出水
稻。”王白艳说。

渤海新区、黄骅市地处滨海盐碱地
带，土壤主要为盐渍土，含盐量高、土地
瘠薄，作物生长困难，要想在盐碱地上种
出水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为此，从
2020年开始，宝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水稻种植技术和管理上进行了积极探
索。

滕庄子镇这片 2000多亩的土地属
于重度盐碱地，在此之前，这片土地上种
植过玉米、小麦，最终都没有成功。

合作社因地制宜，选用耐碱的水稻
品种，引入水源，开始尝试种植水稻。这
里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水稻田的水是
引入的淡水，盐碱地里的盐分被压在水
下，水稻就能很好地生长。根据目前的收
割情况来看，水稻亩产600公斤以上，总

产量可达 100万公斤，一改这片土地低
产薄田的摸样。

合作社在盐碱地上种出了“金山”，
管理过程中，尤其注重种植技术，积极
探索盐碱地改良途径，让贫瘠的土地焕
发出勃勃生机，也让曾经的薄田实现了
丰产。

风吹稻谷千层浪，金秋时节谷满
香，金秋十月，稻田将迎来大丰收。如
今，金黄的稻田已经焕发出丰收的喜
悦，饱满的颗粒让稻穗笑弯了腰。“丰
收的时候，我要约上三五好友，去金
黄的稻田里看一看，拍拍照。”王白艳
说。

薄田变丰产 稻田插秧忙
本报记者 马倩

“我的家园 大美沧州”摄影作品背后的 故事故事

“妈妈，别生气了。”小男孩看到妈妈生气了，赶
紧亲吻妈妈。 转身快乐 摄于运河公园别生气

练功少年腾空而起，尽显真功夫。
白衣战士 摄于狮城公园腾空

穿上裙装，植物园里走一圈，变身古风少女。
孙希旺 摄于沧州植物园古风

老人坐在树下，与茶水、电扇相伴，一边享受着秋日
的清凉，一边悠闲地吹着萨克斯。 军旅 摄独奏

夜幕降临，古楼和新月相映成趣，显得格外静
谧。 行舟大海 摄月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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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