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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李禄超 贾 鹏

这篇稿件的副标题用了“再访”两个
字。大概十多年前，记者第一次造访梁锥希
森新村，这个濒临鲁冀边界的小村庄，刚刚
开始规模化养牛，坊间流传着农民企业家梁
希森的财富故事。他自掏腰包4000多万元，
几乎免费为本村村民建造了100多套280平方米
的欧式联排别墅。但这既被乡里夸赞，也引
发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他是搞“乌托邦”
不现实，这种模式走不远，也有人怀疑他有
什么“更大的企图”。印象中，央视《新闻调
查》栏目及其他一些媒体作过报道。

2008年6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我国唯
一一家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
严格来说，是在旁边的许家新村——— 梁希森
同样给该村村民盖起了100多套同样的别墅。
村民住上别墅，但土地相对原有村庄还是节
约了几百亩，与梁锥村不同的是腾出的土地
正在建设成为马铃薯育种基地。这时给记者
的感觉是，这好像就是梁希森“更大的企
图”，他能有所作为吗？

此后诸如“希森6号”亩产9 . 58吨创造马
铃薯世界单产纪录，希森马铃薯在我国内蒙
古等地区广泛种植，并踏上“一带一路”，在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大面积推广等新闻记者都
曾有关注报道，但多年未再踏足梁锥。

直到今年9月23日，山东暨西藏高海拔地
区农业全产业链创新生态会商专家座谈会在
这里召开，来自中科院以及省内多个高校院
所农业科技领域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负责同
志，共商攻关农业“卡脖子”技术、推动产
业链价值链延伸提升以及农业援藏等大计。
除了很多真知灼见，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中午的工作餐：土豆炖牛肉和馒头，以
及梁锥希森新村的重新装修后的中式风格。
显然，这些年来梁锥和梁希森的探索一直没
有停歇，包括对农业科技、产业的执着投
入，以及村庄的改造提升等等。

当时由于还有别的采访任务，记者来去
匆忙。10月10日，记者又一次来到梁锥希森
新村，于是有了以下的采访内容。

想为中国新增五个产粮大省

主要采访人物：梁希森，男，66岁，小
学未毕业，现为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9月21日，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
公室发布了2020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建议
授奖项目（人选）公示目录，乐陵市希森马
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的“高产多用途
希森系列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与推广应用”项
目为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完成人当
中，梁希森列第一位，这是今年德州市唯一
一个一等奖项目。9月30日，该项目也获得了
德州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刚刚获奖的梁希森国庆中秋假期没闲
着，他们一行4人用5天时间走过4150公里，奔
赴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西部7个省区开
展产业调研，寻求多方合作。10月10日上
午，记者来到梁锥希森新村，只见他骑着一
辆老年电动三轮车赶来，身着深蓝色工作
服、运动鞋的他从旁边一个纸箱子拿出来一
些不同品种的马铃薯。“你们看，这个大的就
是用于炸薯条的希森6号，这个如紫薯颜色般
的土豆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营养价值不比蓝
莓什么的差……”梁希森谈到土豆时，眼里
放光，滔滔不绝。

梁希森的经历的确颇有传奇色彩。小学
没毕业就出去要过饭，打过铁，卖过馒头，
改革开放后开了毛巾厂、建材厂，20世纪90
年代中期已颇具实力，并开始到北京承包工
程。1999年他冒着风险拍得由自己垫资建
设、因资方资金紧张停工的北京玫瑰园别墅
项目，房地产回暖后他一度以20亿元的身价
跻身胡润富豪排行榜百强。但此后他并没有
在房地产领域大展拳脚，而是回到家乡开始
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实验”。

梁希森说，自己爱家乡，并不是发了大
财后才想到造福家乡的。他拿出一份希森毛
巾厂与当时的梁锥村所属的杨家乡政府签订
的协议，并请记者念给他听，大意是毛巾厂
捐出150万元为乡里修路15公里，换来的是乡
里免除梁锥村从1996年起10年的提留和河工。
而从2006年起国家就免除了农业税赋。看得
出来，他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很是得意。

当然他也并未讳言，建设新村是为了下
一步搞农业产业化，而搞产业是要挣钱的。
但在这一点上，显然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
果。农业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鲁
西黄牛的市场竞争力并不强，牛虽然养得不
错，但规模仍基本维持原样。在马铃薯育种
上，据他自己讲，目前投入超过了40亿元，
为筹措资金他关掉4家公司、卖掉了9辆车，
卖了上海、青岛等地的房子，现在开始卖北
京玫瑰园项目剩余的房子和地，这让他从富
翁变成了“负翁”。好在从2015年始见“薯”
光，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赢
利，全国推广面积现在达到3000万亩左右，
特别是“希森6号”全国种植面积已超600万
亩。目前，从新品种杂交选育，到微型薯培
育，再到种薯大田生产，战线覆盖山东省、
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并向中亚
和非洲拓展，成为“中国马铃薯航母”。

梁希森拿出一碗像麦片一样的马铃薯全
粉，用热水冲泡，轻轻一搅拌，变成一碗土
豆泥。“你们尝尝，是不是和洋快餐里面的一
个味道？这就是今后马铃薯产业的方向！”
目前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在内蒙
古自治区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
的马铃薯全粉生产厂，创新研制出马铃薯全粉
与优质小麦面粉预拌的全营养薯麦粉，生产加
工出了马铃薯全粉馒头、全粉面包、马铃薯饮
料等特色产品，形成了从育种到大田种植到餐
桌主食一体化的马铃薯全产业链条。梁希森
表示，中国的西部广袤的贫瘠土地，甚至一
些高海拔地区，都很适合种植马铃薯，目前面
临的问题是，马铃薯需要打成全粉，需要建设
加工厂拉长链条，否则农民种了不能及时售
出，就没有积极性再种了。他说：“我们要给
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还要让这双翅膀越来越
硬起来。我已经66岁，梦想是能在今后5年左
右的时间，为中国再新增5个产粮大省！”

小康路上有领头雁也有主心骨

主要采访人物：张洪侠，女，56岁，高
中学历，现为梁锥希森新村党支部书记

张洪侠是嫁到梁锥村的，2005年开始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梁锥希森新村作为一家3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明星村文明村，很多
时候是需要她待人接物，所以她透着一股质
朴的干练。

10月10日下午，夕阳余晖中，十几名年

龄较大的村民在村前广场上剥玉米棒子，大
家有说有笑。记者走近一看，张洪侠也在其
中。她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集体的玉米。
梁锥希森新村现在走的是村企合一的路
子，村民这些年来也一直比较依靠集体，
现有耕地200余亩，主要种植粮食、蔬菜和
花生，全部属于集体所有，村民在这干活，
每月可得到两三千元工资。“你看我们这玉
米是喂鸡的，鸡蛋产出来也是往各家各户
分。蔬菜什么的也是，自给自足吃着放
心。”张洪侠介绍，村里形成了肉牛和蚯蚓
养殖、种植、饲料加工的循环农业，同时搞
起了民宿和乡村旅游，前不久建起了荷塘以
及餐饮配套。现在村集体一年有20万元左右
的收入，统筹用于村里党的建设、公益事业
和精准扶贫等工作。

记者来到村内，景象和原来大有不同，
欧式的建筑现在全部变成了青瓦灰砖白墙坡

顶的中式风格，墙壁上写满古训家风，画着
孔孟先贤，仿佛置身古镇。张洪侠告诉记
者，这是四年前，借着对房顶修缮的契机，
梁希森董事长投入1亿多元改造的。这样更加
保温防水，另外整体风格更加协调，促进了
乡村旅游和文化振兴。

“你看，这是以前的村庄，那时村里穷，
村民更穷，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张洪侠
拿着以前的老照片介绍，照片中院子是用简
单的石块垒起的，还有用树枝编的寨门，猪
圈就建在路边。张洪侠说，村民一开始住上
别墅，的确有些不适应，甚至出现了不会用
马桶，还要到外面上厕所的笑话，但这些早
就过去了。“无论房子建设得多好，群众就业
致富问题解决不了，也走不好。”但如今村
里有劳动能力的村民，要么外出务工做生
意，要么在希森集团上班，随着整体文化素
质的提高，农村变城市、农民变产业工人、
农业变现代化的梦想正在实现。

“我们村能有今天，多亏了梁希森。小
康路上他是我们的领头雁，而村班子要当好
村民的主心骨。”56岁的她干起活来依然一
马当先风风火火，每当有旅游或考察团前
来，她总是特别“卖力”推介，“我很珍惜
现在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干，愿意一直为村
民服务。”

清华工学博士扎根乡土20年

主要采访人物：胡柏耿，男，53岁，清
华大学工学博士毕业，曾留学欧洲，现为希

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希森集团将集聚创新动力，突出示范带
动，我们相信一定能将希森马铃薯品牌打造
成享誉国内外的德州名片。”9月30日，在德
州全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希森集团总经理胡
柏耿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胡柏耿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
博士学位。2000年他通过朋友介绍加盟希森
集团，一股脑扎进土豆育种大棚，是陪着梁
希森在马铃薯这条路上一起“疯”的人。

10月10日，记者在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见到胡柏耿时，他正在与盐碱育种
科研人员开会讨论，前些日子，盐碱地马铃
薯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会在东营
召开，希森系列种薯用亩产4627 . 3公斤的成绩
证明了在轻度盐碱地上配合适当的栽培管理
措施及营养解决方案可以获得高产，按照目
前市场收购价，每亩可收入8000多元，前景
是非常可观的。“在这片盐碱地中，希森系列
种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用极强的适应性
在这里扎根结果。看着从盐碱地中刨出的金
疙瘩，我们心中感受到了无尽的欣慰与喜
悦。”说到此处，胡柏耿声音有些颤抖。

“目前，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
高级职称达到30%，硕士以上学历共有20人以
上，还通过柔性引进人才增强科研力量，当
然留住人才也是目前一大难题。”胡柏耿坦
言，没有人才就难谈科技创新，这些年来像
崔长磊、张志凯和孙莎莎等，一批农学专业
的毕业生在这里成长为农业科技拔尖人才，
获得省、市奖励。

正是在胡柏耿的带领下，这里组建了组
培育苗车间、地下人工智能气候室、超大恒
温库、无土栽培防蚜大棚等，希森系列马铃
薯新品种相继研发成功。目前已经有11个马
铃薯品种通过品种审定和国家农作物品种登
记，包含早熟鲜食、高淀粉加工、薯条薯片
加工、彩色高营养等各类专用型品种。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马铃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与哈萨克斯坦农业技术大学展开
合作，在哈成立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分中
心，改良了在中国培育的“希森6号”，使它
适应当地生长环境，不仅抗旱、抗病性能
好，还可用于鲜食、薯条及全粉加工。

育种让我感到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主要采访人物：刘春雨，男，50岁，高
中学历，现为河北省康保县希森马铃薯种薯
繁育基地副经理

10月14日，记者拨打了刘春雨的电话，
前些日子，他基地里的种薯亩产达到3吨，这
已经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本月底他就可以
回到梁锥希森新村的家中。

刘春雨此前一直和妻子在家务农种地，
后来希森集团旗下的纺织厂和肉牛场他都干
过。2004年，马铃薯种薯基地需要一批工
人，刘春雨和妻子张芙丽都报了名。

“基地建设完成后，我便留在大棚内学习
管理微型薯繁育。刚接触马铃薯育种时仿佛
进入一个新世界。”刘春雨回忆说，那时候
自己劲头很足，每天都跟着老师学习。“进大
棚前需要消毒，需要用纯净水灌溉微型薯。
防病虫害需要格外小心……”刘春雨学到了
许多专业知识，迅速成为了公司的骨干。

2007年，刘春雨调任至内蒙古原种繁育
基地。“公司说那边刚建设，需要管理人员，
让我边干边学，我丝毫没犹豫就过去了。”
刘春雨介绍，从微型薯到原薯，从大棚到大
田，他再次经历了一个大的自我提升期，没
过两年便被提拔成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有一
年公司投入太大，工资未能按时发放，等发
工资时，发现多了一笔利息。梁总说这算是
借我们的。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干下去
的决心。我住着村里的别墅，拿着近万元的
月工资，有什么不知足的？”刘春雨说。

刘春雨从一位农民成为了一名专业型农
业技术人才，眼界也和原来不一样了。“育
种行业就像电脑手机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
全的命脉，我们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
里，就要把种子掌握在手里。”他认为，马
铃薯是很多国家的主粮，但在中国还是当作
蔬菜，其实完全具备充当主粮的潜力，这个
关键就是育出良种。马铃薯良种在全国乃至
世界很多种植区也依然是供应不足，他相信
这个产业会越做越大，当看到更多新品种被
选育推广，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照片由记者贺莹莹和通讯员贾鹏拍摄）

让农业的科技翅膀硬起来
——— 再访梁锥希森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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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书胜 报道
本报德州讯 现在，德州市陵城区恒宇纺织品有

限公司细纱车间记录员王建军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
是应用公司生产云管平台，统计前一个班次的产量、
品种，并直接生成报表。“原来我是用手抄写，用计
算机计算183台机器的产量，然后计算每个车工的产
量，一天到晚，手忙脚乱。”王建军说，自从恒宇纺
织采用生产云管平台后，她每天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
左右，一上午就能把原来一天的工作量全部干完，下
午就能腾出时间去车间核查信息。

生产云管平台，是一款基于人机互联、有效提高
生产效率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采集机台车速、纺
纱长度、用电量等运行参数，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
对机台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异常自动告警，机台运
行、停机、故障、检修全程状态跟踪。

恒宇纺织的每一名职工和每一台机器都有一个
条形码，只要在手机上登录公司生产云管平台，扫
描条形码，就能把职工与机器进行匹配，系统通过
WIFI自动上传数据。恒宇纺织副总经理孙寿军在办
公室的电脑上打开生产云管平台，就能掌握每一台
机器、每一名员工、每一个班组、每一种品种的生
产状况。机台运行情况、产量趋势分析、调度单进
度展示等动态数据给他的管理带来了更多便利。“管
理更精细化了。我们还将通过系统中的能耗分析，
根据同一产品在不同车台的耗能情况筛选出高耗能
机台，进行排查和改造，降低单耗，从而降低纺纱
成本。”孙寿军说。

陵城区恒丰纺织品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将生产实验
数据直接上传到纱线质量数字化系统服务器，管理人
员不管是在公司、车间，还是在家，都可能通过手机
进行实时监测，只要出现数据异常，就能及时发现，
找到问题所在。在恒丰集团智能车间里每一个纱锭都
会通过传感器联网，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到生产线上每
个纱锭的情况，整个过程保持高度连续性，减少人工
接触纱线的次数，成纱产量和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稳定
和提升，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通过
信息化建设，我们集团也具备了与上下游客户深度融
合的条件，客户可以通过手机了解订单进度和产品质
量情况，使得合作更紧密、沟通更高效、服务更贴
心。”恒丰集团信息中心主任陈秀梅说。

自山东省启动实施“云服务券”助推企业上云工
作以来，陵城区纺织行业积极参加省、市、区多层次
多类型的上云培训和对接会议，从“不懂云”转变为
“想上云”“会上云”，开启智能化、科技化升级改
造，逐步实现设备、过程、管理和产品的智能化。

从“不懂云”转变为“想上云”“会上云”

传统纺织业“上云”

开启智能化升级改造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崔志华 徐曰东 报道
本报齐河讯 “需要提前为贫困

户和独居老人准备取暖煤”“天气变
凉前为行动不便老人统一组织一次卫
生大扫除”……10月13日，齐河县祝
阿镇左三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
左恩明来到82岁贫困老人李克兰家，
拉着老人的手唠家常，询问日常起居
饮食情况。

像这样针对村内老人的走访，左
恩明每个月都要走一趟，并在自己的
文明实践工作笔记上记录下听到的问
题与意见。“多走走能及时了解老人
们的生活状况，村里可以帮着在最短
时间解决遇到的难题。”记者看到，
笔记上不仅记录着为大学新生发放助
学金、中秋节慰问孤寡贫困户等今年
以来已经完成的工作，还有后期重要
节日或节点的工作计划，如重阳节为
老人举办活动等等。左恩明介绍，这
些事项都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必
须完成的“规定动作”。

齐河县按照“贴近群众需求，在
服务群众中引导和凝聚群众”的理
念，结合“大义齐河”道德品牌建
设，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
创新举措。去年以来该县创新提出两
套规定动作，一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要开放建设、配套老年活动中心等8
条具体事项，二是对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长围绕“群众遇难事第一个到场
帮助处理”“困难群众每月走访慰问”
“群众外出打工每季度联系一次”等
10条具体事项。通过两套“规定动
作”，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着力解
决村民实际问题，让群众得实惠、愿
参与、真点赞。

在晏城街道办事处大魏社区，耄
耋之年的魏道行成为一名“爱心天
使”。“老伴去世后，每天都是熬日
子，后来社区里办起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化大讲堂，听听国学课，参加些
活动，比以前充实多了。”在社区成
立爱心义工队伍的时候，身体硬朗的
魏道行主动报名，与社区里85岁的魏
学远结成对子，或帮做些家务，或聊
家常陪伴。现在，这支义工队伍已经
有100多人。祝阿镇王坊村党支部书
记王奎利介绍，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村里提供了更健康的休闲方式，
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活动，就像一场
村民大会，村里有什么事情，能很快
传达到户，做村民工作也更顺畅。为发展集体经济，
村“两委”决定建设100多亩高温大棚和一处经营性
养老公寓，经过几天商议，没有一户村民反对。

培育向上向善新风尚，滋养新时代文明精神。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齐河县文明村达标率上
升15%，先后涌现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110
余支，针对乡村需求创新各类志愿服务品牌项目30余
个，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城乡。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庞占英 秦庆雨 报道
本报禹城讯 日前，总投资3000万元的

山东五和高延性混凝土项目正式开工奠基，
标志着这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支
持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式落户禹城市辛
寨镇创新创业园。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2亿元，利税3000万元，带动当地就业
200余人。

“作为一家人才型、科技型企业，我们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明科教授团队主持研
发，拥有70余项国家专利，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公司总经理刘志远介绍，“禹城具有较
强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和创业环境，是我们选

择这里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今年6月份禹
城市举办了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
共吸引现代高效农业等7大领域、53个人才项
目参赛，评选出五和公司邓明科等16名获奖
人才，给予最高50万元项目补助、100万元厂
房补助。“以往，乡镇企业总给人规模分散、
技术粗放的印象，而我们建设创新创业园，
就是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壮大乡镇产业、振
兴乡村经济。”禹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
主任孙义栋说。

同样获得禹城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的王
冰，是土生土长的禹城人，也是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专业从事农业机械开
发，拥有丰富的技术下乡和科技扶贫经验。

今年3月份，禹城市实施禹城籍优秀人才“回
流计划”，在申报人才工程、提供创业服务、
入住人才公寓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王冰通
过相关部门协调推荐，成功与天盛机械、亚
泰机械等农机企业开展项目合作。“通过王冰
老师的技术支持，我们研制出的新型撒肥
机，效率可达到人工的30倍，还可以为农户
每亩地节约作业成本近40元。”天盛机械刘
霞经理介绍。

让人才“居安”“心安”“业安”，他们
按照“拎包入住”标准，建成3 . 2万平方米的
市级人才公寓和24处乡村人才公寓，已入住
30多个人才团队、218多名专家人才，总投资
15 . 7亿元建设35 . 7万平方米的“四海汇”才

智社区。积极实施人才工作“书记项目”，
各乡镇（街道）、人才工作职能部门党组织
书记带头研究推进1项重点任务，领导干部
“一对一”联系专家、保健医生“一对一”
服务专家，帮助协调解决安家落户、子女入
学等问题20余项，各乡镇（街道）、市直部门
共设立53名人才“服务专员”，出台“乡村科
技之星”等人才政策18项，发放奖励资金1 . 2
亿元。

截至目前，禹城市通过开展人才“回流
计划”，引进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43名，选聘
博士生科技副镇长26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000余名，“县引乡用”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
源头活水。

禹城市“回流计划”引进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43名

“县引乡用”激荡人才“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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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访

▲梁锥希森新村新貌 ▲梁锥村老照片

▲土豆花开 ▲村集体玉米丰收

▲希森马铃薯组培生产车间 ▲埃及种薯销售企业前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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