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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张宸便
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兴济镇
赵庄子村，借助现代科技优势，打造
智慧农业，让盐碱地上开出最美丽的

“花”。
张宸介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

境，小时候家里虽然种着三四十亩
地，但大部分是盐碱地，一年到头也
没有多少收成，看着爸妈起早贪黑，
小小的张宸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
要改变家里的生活，让父母不再那么
操劳”。大学后她毅然选择返乡创业，
去实现她的农业梦想。

回到家乡后，通过走访了解到村
民们认为种地不挣钱，都不再进行耕
种，土地大面积荒废。为改变种地辛
苦又不挣钱的局面。2011年，张宸成
立了沧县鑫翰种植专业合作社，决定

把村里的闲置土地托管过来，老百姓
出一部分费用，由合作社统一购买肥
料、种子，统一管理，最大程度降低种
地的成本，让乡亲们实现增产增收，
并挨家挨户劝说乡亲们进行了土地
托管的尝试。

2018 年，安装北斗导航卫星定
位自动驾驶系统的利好政策扩展到
沧县，张宸动员父亲，要给合作社的
农机加装这一设备。

这不是张宸的拍脑门之举。
2017年观摩会后，她就加了北斗导
航系统技术员的微信，对这套设备的
适用条件、安全系数、能干几项活儿、
具体怎么用，反复打听，还对投入的
成本和能节约的费用进行了粗略计
算。“一台农机播种一亩地的费用原
本 50元—60元，用上北斗导航，油

门匀速，种子化肥播撒均匀，节约人
工费，柴油、种子、化肥钱，一亩地成
本能降到30元—40元。”张宸说，合
作社承包1.3万亩地，一年就省出26
万元，而安装一台北斗导航系统，不
算国家补贴，只需6万元，合算。

沧县鑫翰种植专业合作社是沧
州市第一家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

“国内外规模农业生产都在采用无人
技术，这是趋势。吃不上第一口，也得
吃第一轮。”张宸说。这一年，张宸成
为广为人知的“北斗女孩”。

种植规模一旦上去，经营户就会
对一把化肥的浪费或一棵苗的漏种
残缺变得格外敏感。

北斗导航能像打印机一样逐行
撒播，不但不会漏行，还能提高种植
效率和播撒精度。但地里的杂草或泥
土偶尔会堵住下种口，等发现时，往
往苗都长出来了。

“到处学习，又学来了这个系
统。”张宸指着一台农机上的设备说，
这叫精量施肥播种监测系统，“不光
能实现不下粒报警，还能精确到一亩
地播多少粒种”。

鑫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具
从2014年的3台，逐渐增加到如今的
207台（套），需要大量成熟的农机手。

最初，农机手挣固定工资，在收
割季一天能收入 700 元。可张宸发
现，机手们开着收割机干活回来，就
把车扔在合作社。因为不爱惜，保养

不到位，机器总是坏。“修修至少两
天，工人挣不到钱，合作社也窝工。”
张宸就摸索新的管理办法。

3年前，她推行农机手技术入股
——机手买不起机器，她买。机手技
术入股占 50%，合作社机器入股占
50%。机手不再拿固定工资，实行多
劳多得。机器带来的收益，扣除成本
后，机手和社里对半分。

张宸打开计算器，算了一笔账：
一台收割机一天收割90亩地，一亩
地收费70元，毛收入6300元。扣除
油钱成本，纯利润约2700元，机手分
得一半，也有1350元，收入翻一番。

2018年，张宸又成立公司，开发
杂粮种植基地，助推杂粮杂豆产品畅
销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全国50
多个地区，成功帮助沧县兴济镇206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近年来，随着电
商平台的飞速发展，张宸带领本村及
周边的妇女用自己种植的旱碱麦面
粉蒸面花，通过网络直播带货让“面
花”走出村庄，进入城市的餐桌。随着

“面花”的成功，又增加多种农产品，
形成了从种植到深加工的产业链，从
一个“花”到一条“链”，不仅为村民提
供了数百个就业岗位，还增加了种植
户的收益。“我是农民的女儿，回到家
乡的这片土地上，我要用我的所学，
打造智慧农业，让沧州盐碱地上也能
多打粮、打好粮！”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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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浑身都是宝，桑葚可以吃，
桑叶可以入药，桑皮可以造纸，桑枝
可以做饮片……”说起家乡的古桑
树，陈山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自豪
两字仿佛写在了脸上。

自豪不光源于对家乡的感情。陈
山山今年34岁，土生土长的北京大
兴安定人。在安定镇，她开发的“春色
满园桑叶宴”可谓是小有名气，她创
办的“大美安定古树”品牌，更是变桑
叶为宝，让乡亲们增加了不少收入。

十二年前，陈山山还是一个在城
里上班的普通白领。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城里的孩
子。城里的孩子放假可以到处去玩，
而我却只能跟着大人干农活，打桑
葚、看打瓜、择花生、拔草……永远有
干不完的活儿。”家里的长辈更是打
小就“教育”她：“你一定要走出去啊，
可别像我们似的，在土里刨食。”

虽然对家乡无比眷恋，可家乡只
有桑树、梨树、土路，没什么发展机
会。大学毕业后，陈山山到城里上了
班。每次回家，她得从黄村坐公交车，
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坐车的
人多，挤都挤不上去。2016年12月，
京台高速北京段通车，从安定镇进城
方便了不少。陈山山回家创业的心思
愈发强烈。

“趁着还年轻，失败了还能爬起

来。” 2017年2月，陈山山辞去国企
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当时，安定镇有
一些村民经营农家院，陈山山挨家挨
户去取经，结果大家都劝她放弃。“干
这个干啥，干了也挣不到钱”“别干这
个，赔钱”……

可陈山山偏偏是“不撞南墙不回
头”，自己也开起了农家院。刚开了一
个月，就赔进去9万多。

这么赔钱，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怎么才能让农家院火起来？这时，大
兴区里有专家到安定镇现场指导，她
从中受到了启发。“要做出自己的特
色来。”安定镇桑树多，陈山山创新推
出了一桌“春色满园桑叶宴”，菜品以
桑葚、桑叶为食材，一下子打开了局
面。比如蜂窝桑叶豆腐，将豆腐制成
蜂窝煤的形状，用桑叶汁调味，既有
豆腐的口感，又有淡淡的清香；再比
如薄皮桑叶菜团子，晶莹剔透，皮儿
只有3毫米厚，好看又好吃。

陈山山的创新体现在每一个细
节上。不同于传统农家院的“粗犷风”，
陈山山对摆盘的要求特别高。她要求
不同的菜品配不同的盘子，每道菜必
须要有装饰。在菜名上，她也是挖空了
心思。比如一道菜是炸桑叶，她取名

“桑叶天妇罗”，一下子变得“高大上”；
清蒸的嫩桑叶，她取名“清露桑芽”，充
满了诗情画意。2018年，凭借“春色满

园桑叶宴”，陈山山
的农家院一下子成
了网红小院，等位的
客人从中午一直能
排到晚上。

看着火起来的小
院，陈山山又开始思考
了：一个小院接待能力毕
竟有限，只要把客人留住，无论
去谁家，受益的都是家乡人。于是，她
联合了周边十几户开农家院的农户，
大家一起经营“春色满园桑叶宴”。有
慕名而来学习的，她也毫无保留地倾
囊相授。为了帮助乡亲们提升农家院
品质，她还上门指导。“为了家乡好，
咱们得抱团取暖。”陈山山的一席话，
让大家豁然开朗。

“春色满园桑叶宴”的成功，让陈
山山对家乡的桑树感情更加深厚。可
除了桑葚，还有什么可以利用呢？她
把目光放在了桑叶上。过去，桑叶属
于没人要的东西，只能焚烧。后来不
让烧了，就掩埋处理，费工又费力。

“桑叶可以入药，可以制成桑叶茶。”
生物制药专业毕业的她，很清楚桑叶
的隐藏价值。

她找到合作伙伴，从桑枝、桑叶、
桑果、桑皮四个方面，摸索出一条“春
采桑枝、夏采桑葚、秋采桑叶、冬剥桑
皮”的路子。2018年霜降节气刚过，陈

山 山 就 带
着合作伙
伴采收桑
叶，第一年
就为村民带

来了 30万元
的收入。第二年

收购桑叶，她特意
嘱咐给每户村民送一

包桑叶茶，让大家能够明白桑
叶的用途。“咱们的产品会说话。”陈
山山说。

如今，陈山山成立了合作社，还
创办了“大美安定古树”品牌，累计带
动17个村子1300余人增收。今年一
个夏天，仅凭桑葚销售一项，就实现
增收90余万元。她还根据安定镇的
特色，将农业、旅游和研学结合起来，
乡村旅游搞得有声有色。随着大兴国
际机场投入使用，陈山山的村子也进
行了异地迁建，大家即将搬进新居。

“我们要在别墅区里开民宿啦！”陈山
山一脸幸福。

回顾过去，陈山山感触很深。过
去，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自农村，甚
至回家创业她都不好意思提。可如
今，她特别自豪，还成了百姓宣讲团
的一员，走到哪里，她就把家乡宣传
到哪里。“看，这就是变化！”

本报综合报道

点桑成金 古树变成了“摇钱树”

“北斗女孩”把农田种出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