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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棉花收益
少，不少棉农改种粮食
或寻求其他生路。夏津
县是产棉大县，今年种
粮面积14年来首超棉花
种植面积，比高峰期时
少了20多万亩。种棉收
入低，费事费人工，怎
样才能为棉农带来最
大利益，成了相关部门
的难题。

今年，由夏津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和县
农业机械管理局联合
主办，在双庙镇刘李庄
开辟了67亩全程机械化
示范基地，准备对棉花
种植时深松整地、铺膜
播种、植保、采摘、棉杆
处理都实现机械化，让
棉农更方便地种棉。

为了实现机械化，
从播种开始，就将种子
统一为76厘米间距，16

厘米株距。“种了三个
实验品种，鲁棉研37、鲁
棉 研 3 8 、美 国 岱 字 棉
126。”夏津县棉花协会
秘书处王安军介绍，往
常种植的鲁棉研37，棉
桃紧密，棉枝紧凑，吐
絮集中，但棉桃较小。
这次试验基地选用了
三个品种，成熟期时观
察棉花开放的程度，叶
子是否适合采光，棉花
吐绒率和棉籽成熟率，
选出最适合机械化的
棉花品种，来年大规模
推 广 ，逐 渐 实 现 规 模
化。

在提高棉农收入
方面，探求兼种模式。
近年来，摸索出棉花和
土豆间作，在棉田间种
土 豆 ，一 亩 地 能 增 收
2000元。还有棉麦两熟
模式，6行小麦种一行棉
花。再研发新品种，如
生长周期短的棉花品
种，可以让棉农收两季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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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种棉花不挣钱，夏津的徐玉香一到节气也想着“该种棉花了”，和她一样的

村民还有很多。每到棉花种植和收获季节，棉地里常见的多是50多岁的妇女，种棉也

成了这些留守人群的留守产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明明婧婧

5月10日，50多岁的徐玉香在
德州市棉花机械化基地里用手小
心地扒拉着土坷垃，露出下面的棉
苗。这块67亩的棉花试验田今年设
立，一切都在摸索当中，播种机将
棉花种子打到两指深，棉苗钻不出
来，徐玉香等人一个坑一个坑地将
棉苗扒出来。她们都是夏津县双庙
镇刘李庄及周边上了年纪的女工，
忙的时候就来试验田打工，每天有

30元钱收入。
都说种棉累，徐玉香却觉得种

粮食麻烦，“粮食要不断浇水，棉花
不用常浇水。”现在播种有播种机、
定苗有挪苗机，连喷药壶也用上了
电的，“以前得用人力压，喷过一遍
药以后，胳膊都是酸的。”对于之前
的种棉工具，徐玉香充满回忆，也
对现在十分知足。

种棉花不如种粮收益多，徐

玉香非常清楚。种一亩棉花，能
拿到1800元钱，去除耕地、浇地
钱，种子、化肥、薄膜、农药，徐玉
香家中的10亩棉花地，一年收入
不过万元。德州市棉花协会副秘
书长马俊凯说，种棉比种粮每亩
地少收入4 0 0多元，每亩种棉补
贴也比种粮补贴少1 0 5元。夏津
的水质盐碱化严重，棉花耐旱，
对水质不挑剔，这是种棉的主要

原因之一。
“村里的老人，很少有种粮食

的。”棉花才是传统经济，这是徐玉
香的观念，也是老辈棉农的观念。
如果水质变好，是否还愿意种棉
花？徐玉香想了一想，“一到节气，
就觉得该种棉花了，应该还种吧。”
据刘李庄村支书刘兴芳说，全村有
570亩地，去年仅3亩多粮田，其余
的都是棉花地。

走进棉花地，不难发现，正在
耕种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问起
时，村民们便会给出相似的答案，

“男人们和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徐
玉香的丈夫靠拉下脚料赚钱，两个
孩子都有固定工作，剩下她留家看
地。妇女和老人种地，青壮年外出
打工，几乎是全村人的生活模式。

夏津棉花协会秘书处王安军
说，从事棉花种植的多是老年和妇

女，平均年龄55岁左右。县城发展
快，纺织厂、棉纺厂等工厂吸引了
一大批劳动力。村子也在发展，宋
楼镇单提净厂就有四五十家，也吸
引了不少劳动力。打工每个月能挣
2000元钱，远比种地利益高。如果
留体壮者看地种棉，相当于赔钱。

马俊凯说，近年来每逢到收棉
花的季节，经常遇到连绵雨，极大
影响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2012年

8月份的大雨，让棉花减产10%以
上，有些低洼地带甚至绝产。

劳动力转移、收入过低，种植
面积减少成必然。2005年前，德州
市棉花亩数在200万—300万亩之
间。从2009年开始，棉花亩数减少
速度加快。2009年棉花种植面积为
230万亩，2010年为155万亩，2011
年为163万亩，2012年为130万亩，4
年减少了100万亩。

棉花面积的减产，对国内棉花
市场产生极大影响。王安军说，国
内棉企受成本影响，都愿意选择
价格便宜的棉花。“他们的目的
是打压中国棉，当国内不再产棉
时，借机抬高价格卖给棉企。”王
安军说，目前政府高价收购，低
价卖给棉企应对。当务之急是实
现棉花种植机械化，成规模后，进
行统一管理。

种棉的多是中年人

从懂事起，徐玉香就帮着父母
种棉，从生产队到自家田地，大半
辈子都与棉花息息相关，她见证了
棉花的种植历程。在她早年的记忆
里，每年4月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
下田，一人在前挖坑，一人拿着装
满棉种的篮子往坑里撒种子。大家
说说笑笑，边聊天边干活。那时候家

家户户在家种地，没有人外出打工。
东李镇张官屯村的王保营全

家靠地吃饭，虽然棉花市场不景
气，还是留了几亩棉田。

父亲已经不在，母亲因脑血栓
在家静养，孩子还小，妻子在家照顾
老弱，时不时地去地里打打下手。王
保营的工作就是照看好这近20亩的

土地，此外再无其他收入。不久前，
王保营刚刚将前年和去年的棉花全
部卖出，22亩地卖了不到3万块钱。

行情不好，为了养家，王保营
看价卖棉。价钱不合适，就存到空
房里，等价格合适了再卖，但他攒了
两屋子，价钱也没上去。今年，王保
营首次缩小种棉面积，兼种红薯。据

他说，一亩棉花挣1000多块钱，一亩
红薯能挣4000多元。对此，王保营也
很无奈，“谁愿意种别的，棉花经放。
像红薯，过不了多久就坏了。”

“那时候棉花两块多，人们还
种得挺高兴。”王保营说，很难找到
不种棉花的农民，他们这一代是靠
棉花养大的。

靠棉花养大的一代

一到节气就去种棉

40多岁的李洪生，是夏津县新
盛店镇大李庄村支书。从棉农到棉
企老板，他将棉花产业做得有声有
色，生意最好时，一年的营业额近
一个亿。

祖祖辈辈种棉，让李洪生对棉
花行情了如指掌。刚接触棉花时，
年轻气盛的他不甘心一辈子种棉。
21世纪初，他在夏津县籽棉交易市
场内一棉花加工厂找了份兼职。打
工期间发现棉花加工厂的利润非
常大，李洪生萌生了开厂的念头。

2003年，他在村里建了一座
200型棉花加工厂。李洪生将村民
号召起来，实行存棉制度——— 棉农
把棉花卖给加工厂，将钱存起来，
需要时随时可支取。由于他出的收
购价比市场价高几分，棉农们都愿
意将棉花卖给他。2008年，工厂发
展为400型棉花加工厂，也正式命
名为夏津县宏丰棉业有限公司。

2008年，棉花收购价2 . 4元/
斤，2011年涨至7 . 2元/斤，2012年
降到4元/斤。棉价越高，利润被压

缩到最低，李洪生的生意就越难
做。据他回忆，价钱高的时候，一天
单买籽棉就花了100多万。

加工厂的发展离不开棉农的
支持，这点李洪生心里清楚。工厂
的流动资金上千万，李洪生没有贷
款，这都是村民们信任他，把棉钱
存到他这里的缘故。作为村支书，
也作为棉厂老总，李洪生觉得肩上
担着责任——— 让棉农多获点利。

种棉不赚钱，是多数人的普
遍意识。今年李洪生却破天荒地

承包了七八百亩地种棉。“大面
积播种，省人工、省成本。”这是
李洪生的一个想法。每亩棉花的
承包价是1000元，这和种棉的收
益差不多，村民又可空出时间打
工。一举两得，李洪生打算明年
扩大承包面积。

对于棉花走向，李洪生抱有很
大希望。2012年，李洪生感觉夏津
的棉花产业已经饱和，他在甘肃又
租了个工厂，继续建棉花加工企
业，他坚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棉花让他年营业额1个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明明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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