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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建立）“小蚯蚓，睡大觉，地底一片
静悄悄，忽然做了一个梦，农民伯伯微微笑：‘小宝贝，睡
好觉，外面太冷别起早，翻松土地立功劳。’蚯蚓在地里
钻来钻去，就是在给田地松土，所以农民伯伯很喜欢
他。”蚯蚓又称地龙，这首儿歌道出了小蚯蚓对土地起的
大作用。可随着土地的变瘦、变硬、变薄，蚯蚓也成了稀
罕物，越来越少见，但记者在景辉家庭农场了解到，农场
大地里的蚯蚓可不少，而且是他们黑土地保护里的重要
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曾强调，要把黑土地保
护好、利用好。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景辉将总
书记的要求深植于心，多年来，他带领农场以种植、养殖
为主，相辅相成，致力黑土地保护，坚持不上化肥、不打
农药，通过五年的秸秆全料还田生物菌施肥使平地亩产
增收200斤。

王景辉介绍说，用条耕机把覆盖在地里的秸秆弄成
条带，露出苗带，秸秆上层覆盖散了氨的新鲜牛粪，在地
床里的蚯蚓以牛粪为食，三天一喂，一次十公分，随着蚯
蚓排泄物的增多条带越来越高，蚯蚓粪是非常优质的肥
料，而蚯蚓粉是很好的鸡饲料……牛粪喂蚯蚓，蚯蚓粪
养地，蚯蚓粉喂鸡，景辉农场的循环经济做得好，养殖、
种植双丰收。

地龙畅“游”在
这片黑土地里

“真没想到，我们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累
没少挨，如今景辉家庭农场让我们这些干不
动活的老头、老太太也能享清福，以‘股民’的
身份坐在炕头收钱！”水缸村农民王凤兰说。

过去有句老话，春种秋收，农民种地一
靠政策二靠天，但对于东辽县云顶镇水缸村
的农民来说，种地也能很轻松。

“只要拿出土地使用证，证明这块儿地
是你家的，那么每亩地只需交165元，你就等
着粮食进院吧！”这是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景辉给入会农民的一个
承诺。

“我们就是要让农民低成本投入，省心又
省力”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是一家集养殖、种植、收购、加工、销
售、储运、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粮食加工
企业。2017年，公司秉承“整合资源，带动产
业”的理念，以公司带动农户、合作社与牧业
基地，把种植养殖为主的农户与合作社，整合
成综合性粮食、畜牧、农产品、农作物秸秆加
工等农业循环产业链企业，对合作社实行统
一管理，分散经营，实现农户合作双赢。

“我们算过账，‘家庭农场’的成立，间接

带动周边农民工 200余人就业，使农民人均
收入年增2万元。”王景辉说。

景辉家庭农场的规模在不断壮大，现有
东辽县云顶镇东方红种植专业合作社、东辽
县云顶镇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东辽县众旺
养牛专业合作社、东辽县溜达购笨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东辽县云顶草艺编织专业合作
社，其中，东辽县云顶镇亿发农机专业合作
社，两次荣获农业部颁发“全国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称号。

据了解，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已拥有流转土地 18600亩，拥有各类农机具
69台套，农用运输车辆11辆，通过土地流转，
订单农业、农产品收购、畜牧饲养，家庭农场
紧紧与农户、生产者连接在一起，带动周边
大中小养殖户和本省、辽宁、河北、黑龙江等
地1000余户，种植户800余户，即提高了农业
综合能力、生产能力，又促进了本地农民收
入的增加。

“作为农业的龙头企业，我们将不负自
己的农业梦，不负各级领导的重托，在农业
的康庄大道上与所有人共同携手砥砺前行，
开起下一个五年的新征程。”王景辉说。

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经营生产模式，提高农村农业综合能力、生产
能力，使周边农民——

黑土地里淘“金” 农民变“股民”
本报记者 于蕾

常听同行老前辈们说“新闻是跑出来
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去现场，往往是记者去
报道新闻的使命。作为一名从业近 8年的记
者，我日益觉得这一句话对于一位新闻从业者
的重要性。无现场不新闻，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记者只有到现场，才能最大可能的接
近真相、事实。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是新时
代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必备能力。“四
力”每一个“力”尽管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都至
关重要，但是，我觉得脚力是基础。好脚力体现
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采访就得去现场。

有句话说，记者的稿子不是用笔“写”出来
的，而是用“脚”跑出来的，“脚下有泥，心中有
光”。这次单位组织“四力”拉练的现场感受，
更让我确信采访去现场就是不一样。

在我市市汽车改装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我
看到了智能操作的神奇，不用工人就可以完成
工作。若要不是亲眼所见，凭空想象，就很有
可能会习惯性地把车间生产以“忙碌的工人”
等字眼做描述。在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我看
到了很多大型的现代化农机设备，这比我想象
中的“现代化设备”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给我

深深的震撼；我第一次看见经过农场机器加工
后的玉米秸秆竟然可以像木头一样坚硬和耐
烧；我听见鹅田养殖是那样的新鲜……总之，
这次“四力”拉练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看到很
多想象不到的场景，听到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感到不去现场就得不到的情感，这也许就是

“现场感”和“活鱼”吧。作为记者，把这些亲身
经历，真实体会，最终融进字里行间和影像中，
呈现给读者，就会给人以触动、力量、鼓舞！这
就是去现场采访让你的新闻不一样的地方。

时光飞逝，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对于记者
来说，采访的地点在变、对象在变，唯一不变的
就是要坚持采访必须去新闻现场。一粒种子，
唯有扎入泥土，才能生根发芽；一名记者，唯有
每次采访都深入现场，时常走进群众之中，才
能有所成长。我想这就是单位为什么要把“四
力”拉练作为一个常态化培训活动的目的所
在。

一名记者的职责就是走到、看到、想到、写
到。我希望同事们不但都能把“四力”拉练当
做平台，多学习、勤思考，而且把“四力”拉练作
为警示，时刻提醒自己多一些“行走”，在“行
走”中聆听，在“行走”中感动，在“行走”中收
获，努力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深入基层才能捞到“活鱼”
本报记者 李锋

聚焦三农，为农民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
路，是当今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战场。从外出务工的普通农民，到
进军农村经济的创业者们，显然，若只是单纯地
想要农民致富、扶持农业发展，可选项目有很
多。但无论是脱贫致富还是寻求更大发展，以无
视环境影响为代价的致富路是走不长的，更是不
具备可持续发展前景的。从我市近两年多次开
展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中可以看到，政府对于以
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决不姑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任何经济发展都
不能以环境为代价。我们常说：“现在为整治环
境花的钱，都是当初只顾发展无视环境保护所欠
的债！”想要农村有长远发展潜力，不想再以高额
代价“还债”，还是得从绿色经济发展入手。有很
多人担心绿色经济利润不足、环保投入太多、市
场风险太大：“种地如果不用农药化肥，庄稼地里
不仅草茂虫多，产量也不高；农户家散养小笨鸡
想搞纯绿色养殖，从捉鸡苗到喂养都会增加成

本，但消费者可不管蛋里是否有药残，觉得是农
户养的就是笨鸡蛋，影响了真‘笨蛋’的销售。”这
种想法使得大家不愿去尝试搞绿色经济，认为应
该先让农民吃饱肚子，再去考虑环境保护的问
题。但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就走出了
绿色经济投入大、回报慢的典型“套路”，也让我
们见到绿色发展的经济价值所在。

景辉公司以先进的设备和更加科学环保的
种植方式，加长加深产业链，从种植到养殖形成
生态循环，让整个生产链中的各个环境都能创造
出价值。他们为农户提供费用低廉的种植服务，
再把种植产生的秸秆变成饲料、肥料和燃料，饲
料供给养殖生产，禽畜产生的粪便与秸秆可转化
成肥料，其中牛粪还可喂养蚯蚓，变成更具养分
的肥料和饲料。

“垃圾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景辉公司的
生产过程中，一直在把需要处理的“垃圾”变成了
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源”。看似简单的过程，却是
该公司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生产过程中追求更

科学环保的不断尝试。他们种植高附加值的藜
麦、蜡质玉米等经济作物，养殖优质“东辽黑牛”，
连粪便和秸秆利用都是和高等院校合作，进行科
学处理，变废为宝。下一步他们还将打造“鹅田
玉米示范园”，这是公司继成功开展了六年的保
护性耕种后又一新尝试。从公司目前的发展态
势不难验证，绿色经济的前景十分可观。

与其欠债再还，不如一直坚守环保底限。发
展绿色经济不仅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
时也让绿山青山焕发出金山银山的光彩。国家
规定从事生产经营时必须要进行有效的环保处
理，景辉公司用事实证明，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
这个过程赚取更大的利润。既保护环境又创造
了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还可带动周边经济和各
相关行业的共同发展。绿色发展是农村发展的
最优选择。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和扶持绿色经济，
在取得利润、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同时保护好环
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不误，这才是绿色经
济真正的魅力所在。

本报讯（记者 咸凯慧）养牛不喂饲料，除
草不打农药，种地不上肥，秸秆挤颗粒，吉林景
辉家庭农场生态循环农业老农民看不懂。

坐落于东辽县云顶乡的吉林省景辉家庭
农场成立于2014年，带头人叫王景辉。

2017年，随着国家加大对秸秆禁烧政策的
实施，王景辉决定让秸秆“出嫁”，“生”出了“罐
头饲料”。所谓罐头饲料，就是将青、黄贮玉米
秸秆，通过专业设备进行膨化，再加入有益菌
密闭封存，待发酵7天后，即可使用。王景辉通
过市场考察和科学研判，适时投入资金引进生
产，供应周边养牛户。由于“罐头饲料”适口性
好，营养含量高，销路非常好。看到别人用自
己的产品养牛效益好，他也琢磨起了养牛。
2019年，经过两年的历练，王景辉购进育肥牛
300头，全部采用“罐头饲料”育肥，当年获利
100多万。

养牛效益有了，但牛粪排放却成棘手问
题。在专家的指导下，王景辉决定用牛粪养蚯
蚓，通过蚯蚓二次过腹，解决牛粪直排造成的
污染。他一次引种350公斤，经过精心培养，当
年，蚯蚓总重增加 10倍，可过腹和分解 200头

牛的排泄物。经过蚯蚓分解和过腹后产生有
机肥，可直接用于花卉、瓜、果、蔬菜大棚等。

“鹅田玉米”是景辉家庭农场一大亮点。
王景辉告诉记者，“鹅田玉米”就是在玉米地里
放鹅，利用大鹅除草，用刺眼蜂防玉米螟，不用
打除草剂。当玉米长到 0.5米高时，每亩地按
100只雏鹅进行投放，随着玉米长高，雏鹅长
大，适时减少鹅的数量，最后，每亩地保留30只
成龄鹅。既节省了农药和鹅饲料，又保障了鲜
食玉米不被农药污染。

在吉林景辉家庭农场，将秸秆燃料化是该
农场大手笔。此举不仅大量就地转化秸秆，解
决了村里秸秆存量过大问题，还为低碳乡镇建
设作出了贡献。2017年，该农场投资上马了秸
秆颗粒加工生产线，年生产加工秸秆生物质燃
料颗粒2万吨，效益可观。目前，该项目销售终
端已延伸到了省内外，与多家公司签订了供销
合同。

景辉家庭农场的新鲜事，不仅让外人看得
津津有味，也吸引了周边村民的眼球。他们通
过与农场签订合同，加入到生态循环农业的队
列之中，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增加了收入。

牛吃“罐头”、大鹅除草、蚯蚓粪种地……

景辉家庭农场新事多

本报讯（记者 宋淞）说起景辉家庭农场，在东辽县
云顶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实地走访之后，着实颠覆
了记者之前对农场生活场景的设想。多年来，景辉家庭
农场在王景辉的带领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现有的成绩，王景辉并不满足，这不今年，他又有了
一个致富新点子，那就是玉米地里养大鹅，发展鹅田玉
米示范园。

王景辉向记者介绍说：“鹅田玉米示范园是一种新
型的养殖模式，它的特点是绿色、生态、环保。整个玉米
田不使用化肥、农药，用自然放养的大鹅来除草，因为大
鹅吃玉米老叶和杂草。鹅在田间行走还能施粪肥，增加
土地肥力，几年就会把土壤改良为有机土。最后用赤眼
蜂来除虫，免除使用农药残留对土地和作物造成的危
害，提高了玉米品质和土壤肥力。”

“鹅田玉米示范园不仅能增加玉米的产量、鹅的收
益，秸秆可以发酵喂鹅、喂鸡，减少秸秆燃烧碳排放量，
降低了环境污染，也减少了人工费。这样科学养鹅，科
学种田，种养结合，做到了真正的绿色农产品。”王景辉
非常有信心地说。鹅田玉米示范园真是一个不错的构
想，和东辽县朝阳村蟹稻田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通过
试验及推广，玉米地里养大鹅这种低成本生态养殖技术
一定会取得显著成效，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农民种地有路子
玉米地里养大鹅

本报讯（记者 于芯）耕地、播种、施肥、喷
药、锄草、收割……在人们的印象中，种田是
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虽说近几年机械播
种、收割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但施肥、喷
药等田间管理付出的劳动和精力与田地微薄
的收入还是让很多农户觉得种地不划算。然
而，这种情况在东辽县云顶镇有了新变化，吉
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推出的农田“托
管”服务，让很多农户“坐享其成”而得到广大
农民推崇。

“村民把土地交给我们家庭农场‘托管’，
只需每亩地缴纳 165元的服务费，从种到收完
全不用操心，一条龙服务到底将粮食送到家门
口。”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景辉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白账”，以往除草喷药
等作业都是靠人工，农民到秋收每亩自种光人
工费就得280元，而现在通过规模化精准作业，

每亩节省115元，这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更让
农户省时、省力、省钱，深受农户欢迎。王景辉
笑呵呵说，家庭农场“托管”服务，打破传统“人
工+机械”种植模式，公司将机耕、播种、植保、
机收等机械化作业服务统一价格标准，由农民
自主选择服务项目，并与公司签订作业合同，
代为农户作业服务，给不同需求的农户提供了
更多选择性服务。

算好“明白账”，助力致富梦。现如今，与
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合作的许多外
出打工农民，不用因打药、施肥而特意回村务
农，彻底解决了耕地无人耕种、无力耕种的问
题，给农民外出打工吃上“定心丸”。今春，吉
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为农民“代工”耕
地面积2000多亩,不仅让“托管”服务圈的土地
实现了高产高效，让农民实现了收入多元化，
从而达到地增产人增收的目的。

算好“明白账” 助力致富梦

农田“托管”让农民“坐享其成”

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秸秆颗粒加工生产线，工人正在将秸秆加工成秸秆生
物质燃料颗粒。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本报记者深入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进行集体采访活动。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脚下有泥土脚下有泥土 心中有真情心中有真情

本报记者锤炼本报记者锤炼““四力四力””
抒写抒写““心闻心闻”” 吐露吐露““芬芳芬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
时代党的新闻宣传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的
深入开展，必将为全市新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

近日，辽源日报社出台“四力”拉练活动方案。本报30多名记者先后到辽源市汽车改装有
限公司、白泉汇民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吉林省景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进行集体采访活动。记
者们用心听讲、细心笔记、“刨根问底”，展现出火热的采访景象。今日，本报刊发部分记者“拉
练作品”，以飨读者。

要打好“绿色经济发展”这张牌
本报记者 刘红娇

“四力”拉练活动见
闻BL

心得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