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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近年来，我市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进行有益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日前，衡水日报社

组织记者走进部分乡村，开展调研式采访，深入了解他们在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的生动实践。

今天，本报特推出“记者乡村行 一线看振兴”系列报道，充分展示基层的好经验、好做

法，以供全市借鉴。

12 月 16 日，雪后的安平县安平镇杨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油菜田里，白茫茫一片。

走进地头，杨屯村党支部书记刘影弯腰扒开积雪，露出一小片墨绿色的油菜。他掏出

手机，录了一段视频，随即发给老朋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王汉中。入秋以来，两人交流频繁，说的全是油菜。

拔起一株油菜，轻轻捧在手里，刘影满眼含笑：“别看俺这油菜小，可是长成了大产

业哩！”

近年来，杨屯村以油菜种植为依托，持续在产业链上下功夫：种植增产，加工增效，

观赏增值……一株油菜实现了三次产业融合，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今年，这季油菜

长势良好，来年丰收几成定局，预计亩均增收 1000 多元。

种油菜，闲置地长出“金娃娃”

1480 人的杨屯村有 3000 亩耕地，以前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

2015 年，刘影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开始带领大家调整种植结构，拓宽增收门路。

2016 年，杨屯村被列入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区，粮食作物种植改一年两熟为一年

一熟。每年秋后到来年春天，全村耕地都面临闲置。如何既符合压采政策，又让闲置地增

收？刘影和村“两委”成员商量，可以试着种植耐旱作物。

刘影带着大家先后考察了谷子、大豆等多个品种，发现油菜具有抗旱耐瘠、适应性广

等特性，便决定试种。

“油菜一般在南方种植，咱北方能种好吗？”乡亲们纷纷摇头，怕亏钱。

看村民们犹豫，刘影自掏腰包 1.5 万元购买油菜籽，带领村干部先行先试。转过年来，

试种的油菜喜获丰收，亩均能收入五六百元。

第一年试种就出了成效，给村民吃下“定心丸”。大家争着加入，全村耕地秋后都种

上了油菜。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20 多亩扩展到所有耕地。

规模有了，如何进一步提高收益？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影获得一条重要信息：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汉中，在油菜领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权威。刘影主动联系王院士，专程登门拜

访，希望得到指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王汉中院士团队与杨屯村合作，成立国家油菜产业第一个

村级院士工作站，全力打造华北平原油菜种植实验基地。“现在我们种植的耐寒耐旱型油



菜，就是王院士精心推荐的。这个品种具有菜用、饲用、肥用等多种功能，综合效益非常

高。”刘影说，这些年王院士一直支持着杨屯村的油菜发展，他当初播下的“金种子”已

长成了“摇钱树”。

为确保油菜产业效益，杨屯村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天来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农户以土地入股，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和分户管理，有效促进稳定增收。村民窦

巧富家 6 亩地全种上了油菜。她说：“每亩收籽 300 多斤，每斤 3块钱左右，加上国家政

策补助，一亩地能收入 1500 块钱。”

一花引来百花开。贾屯、郭屯、李各庄等邻村也开始种植油菜。2022 年，安平县建

设了以杨屯村为核心、辐射周边 6 个村庄 3 万余亩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带动全县油菜种植

超过 7 万亩。石家庄、保定、辛集等地也有农民来杨屯“取经”，购买油菜籽，发展油菜

种植。

造美景，花海变成“聚宝盆”

凉拌油菜、油菜炒鸡蛋、油菜馅饺子……走进杨屯村村民杨丁开的农家乐，他正忙着

为客人们准备特色农家菜。

“现在是淡季，生意也还行。”杨丁介绍，到了油菜花盛花期，他家一天接待二三十

桌客人，中午经常忙不过来。

每年 4 月，杨屯村的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的田野美不胜收。2017 年，他们开始举办

油菜花节，至今已经七届，接待游客总量超过百万。今年油菜花节异常火爆，吸引 20 余万

人赏花游玩，各路商家也闻讯而至。仅场地租赁费一项，杨屯村就收入 30 多万元。

杨屯村坚持以花为媒、以花兴业，油菜花节内容形式不断创新。2021 年 3 月，杨屯万

亩花海景区获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今年 8 月，杨屯村被评为 2023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油菜花节让杨屯人受益多多。刘万吉就是其中一位。他和 30 多位村民负责维持景区秩

序，每人每天能挣 60 元。不少村民就地摆摊售卖笨鸡蛋、蜂蜜等土特产，带来可观收入。

村民刘运宝开着一家小超市，今年油菜花节最火的几天，平均每天收入 3000 多元。大家尝

到了甜头，希望一年四季都有游客来。

“赏花经济”美了风景，醉了游人，富了百姓，更坚定了刘影深入发展乡村旅游的信

心。为了延长产业链，杨屯村探索“赏花+”模式，新建草莓采摘基地，打造动植物科普园、

人面桃花园、古地洞等景点，研究特色油菜宴，推出时尚民宿和美食木屋，形成了集产、

学、研、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

杨屯乡村振兴示范区智能温室大棚里，一排排钢架上，上层种草莓，中层种四季海棠，

下层种多肉植物，可以为游客提供采摘、观赏等多种体验。这几天，工人们正加紧给草莓

疏花除草。一簇簇幼苗长势喜人，草莓有望春节前上市。

“这样一来，杨屯村民的‘旅游饭’就不仅仅局限于油菜花盛开那一个月了，而是一

年四季都有看点、有玩儿头。”刘影高兴地说。

强产业，不断延长“增收链”

“油菜叶经脱水深加工，制成蔬菜料包，市场反响不错。”走进杨屯村脱水蔬菜加工

车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新洞介绍，他们新上的设备处于试生产阶段。正式投入运行后，

日均加工鲜菜 70 余吨，生产干菜 8 吨左右。



油菜为秋季播种，上冻前可采摘叶和茎加工成脱水菜，来年开春油菜薹也能搬上餐桌，

实现“一茬多收”。

一株油菜可以“长”出多种产品，杨屯人整天琢磨着把全身是宝的油菜“吃干榨净”，

既想一产里刨“金”，也想二三产里摘“银”。为此，他们建起精深加工车间，不断提升

油菜附加值，让更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村民李彦宝家种着 6 亩油菜。每年油菜一收完，他就到榨油厂上班，日工资能达到 15

0 元。与李彦宝一起进厂打工的村民还有 40 多人，每人年均增收一两万元。

“产业链越长，群众收入就越多。”刘影表示，最初只知道种油菜卖菜籽，现在不一

样了，油菜花蜜、油菜花茶俏销市场，油菜籽加工增值，茎、叶、薹价值延伸，油菜花节

打响名气……杨屯人越干越有劲。

在杨屯村规划展厅，刘影拿起一瓶油菜花酒介绍，这个新研发的产品很快就会批量上

市。此外，油菜花饼干、油菜辣酱等多种相关衍生品也在加紧研制中，明年将陆续推向市

场。他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一亩油菜从生长到收籽，可以有多重收入。仅菜籽一项就

有千元左右，正在探索的茎、叶、薹等综合利用，规模化生产后也可达到千元，再加上旅

游及其他衍生品，经济效益将更为可观。

“有了好产品，还要有响亮的品牌，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刘影表示，

他们打算立足产业特色，打造品牌效应，让“杨屯油菜花”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创造更大

的价值。

菜-花-蜜-茶-油-酒-游……一粒油菜籽破土而出，多个新业态茁壮成长。如今，杨屯

村油菜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增值，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在杨屯村，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专家点评：

乡村要振兴，选好富民产业是关键。杨屯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精耕细作、久久

为功，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将浑身是宝的油菜变成农民手中的真金白银。实践证明，杨屯

村产业选得准、发展得好，同时也为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科学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为科技工作者，感到很欣慰。我将持续关注杨屯村，发挥专长，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助力农民增收。期待乡村振兴路上涌现更多像杨屯这样的村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王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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