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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娜

“兴安盟大米”丰收啦！ 纪凯 摄

稻谷进入收割期。 纪凯 摄

风吹稻浪，满眼金黄。 胡日查 摄

鱼稻双收。 王永生 摄

稻蟹共生。 胡日查 摄

波光碧水交相辉映，田间栈道曲折
向前，淹没在稻田中的鸭子不时传出欢
快的“嘎嘎”声，为静谧的稻田平添了几
分情趣；蓝天白云下，彩旗飘舞、渠水汤
汤、廊桥亭榭、径染花香，目光所及，尽皆
如画⋯⋯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基地里，稻浪飘香，鸭
群嬉戏，鸭稻共生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
神怡。

“稻田养鸭的有机农业模式不仅能
给水稻田除虫、除草，鸭子和鱼的粪便也
是很好的有机肥，对提升土壤肥力很有
帮助，到收获季节稻田不仅收获水稻，还
能收获副产品稻鸭稻鱼，为稻农带来一
笔额外收入。”扎赉特旗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许慧敏指着远处的稻
田开心地说。随着“鸭稻共作”增收工程
的开展，稻田养鸭、养蟹、养鱼、养小龙虾
等“一稻两吃”种植模式在扎赉特旗稻区
遍地开花。

作为兴安盟水稻生产主产区，扎赉特
旗土质肥沃，水质清澈，属于清洁无污染
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是农业部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旗，全国有机农业
(水稻)生产基地。2015 年，在第四次全国
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议上，“扎赉特
大米”“五家户小米”顺利通过全国地标专
家评审，也带动兴安盟大米走上了更高的
发展水平。

让“绿色”坐正席唱主角。扎赉特旗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水稻产业发展中，扩
大绿色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建设 4 个水稻
智能浸种催芽温室，推广工厂化育苗等标
准化生产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建设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可追溯体系，形成绰
勒银珠米业、保安沼有机大米、魏佳米业
等一批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美誉度好的

“绿色扎赉特”品牌，满足人们对绿色、有
机水稻的需求。

朴成奎是扎赉特旗音德尔镇绰勒银
珠米业的“当家人”。自 2009 年朴成奎在
150 亩有机稻田中进行鱼稻共育实验性
栽培养殖成功以来，他的 1 万亩绿色水稻
和 1400 亩鱼稻共育有机田成为“银珠米
业”合作社 197 户社员的“聚宝盆”，社员
人均纯收入由建社初期的 6000 元提高到
2 万元，让周边村屯的乡亲们羡慕不已。

“与传统大米销售价格相比，‘银珠米
业’有机大米要高出 5 至 6 倍，最高端的
甚至卖过 40 元 1 公斤，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一线城市设立了直销店、体验店，产
品供不应求。”朴成奎介绍，种水稻时，控
制杂草生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人工
拔草之外，稻田养鱼也是一个重要手段，
鱼苗还能充当“农药检测仪”，目前已经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标准化作业方式。

以种、养、加、销为一体的扎赉特旗魏
佳米业，从源头上把好投入品质量关，生
产过程中进行全程质量监控，在好力保乡
水田村通过土地流转 200 亩，作为有机水
稻生产基地，进行立体开发，发展稻田养
蟹、养鱼、养鸭 140 亩，实行基地统一品
种、统一栽培、统一管理、统一投入品、统
一收货的“五统一”，并打造了魏佳蟹田有
机大米品牌，畅销全国各地。

生态环境良好、
生态资源较优是兴
安 盟 的 品 牌 和 优
势 。 眼 下 ，在 绿 色
有机大米风潮席卷
全 国 之 际 ，好 山 好
水 种 出 来 的“ 兴 安
盟大米”声名鹊起，
受 到 了 京 津 冀 、长
三 角 、珠 三 角 等 主
要粮食销售区消费
者的青睐。

为 了 擦 亮“ 兴
安 盟 大 米 ”这 张 彰
显当地农产品绿色
生 态 的 靓 丽 名 片 ，
兴安盟立足得天独
厚 的 优 势 ，顺 应 消
费 转 变 趋 势 ，将 绿
色 种 植 落 到 实 处 ，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大 米 ，使 绿 色 有 机
水稻种植在兴安大
地“ 风 生 水 起 ”，生
态 、安 全 、绿 色 、有
机的金字招牌更加
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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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稻谷飘香。 胡日查 摄

风吹稻浪，满眼金黄。走进科右前旗巴
日嘎斯台乡哈拉黑村东盛稻田农民养殖合作
社的万亩稻田综合种养殖示范园，只见一条
条纵横交错的水沟，将一块完整的稻田分割
成无数个稻田。水沟里，巴掌大的河蟹爬上
爬下，或觅食，或游戏，不亦乐乎。

“在我们这万亩综合种养殖稻田里，采取
了稻蟹、稻鱼、稻鸭、稻虾共作等几种有机种植
模式。以稻蟹共生模式举例，一亩地投放了5
斤蟹苖，一年一亩地产 35 斤螃蟹。一斤能卖
到45元，一亩地增收1575元。”东盛稻田农民
养殖合作社监事长张忠鑫捞起几只螃蟹，滔滔
不绝地介绍起稻蟹共生养殖模式带来的好处：
采取稻蟹共生的模式后，田里既种水稻，又搞
养殖；既提高水稻品质，又能增加种养效益，达
到“用水不费水、用地不占地、一水两用、一地
双收”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再有20多天就开始收割了。今年水稻长
势和成熟情况都特别好。随着品牌知名度日渐
提高，我们的绿色有机大米的订单量逐年增加，
效益也一年比一年高。”在稻田边上，张忠鑫弯腰
折下一穗稻穗，放在手里掂了掂说，今年绿色大
米一斤少说也能卖到8元钱，有机大米最高能卖
到85元一斤。

金秋时节，金灿灿、沉甸甸的稻谷散发着
醉人的芳香。杜文义站在自家田边远望，只见
金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他的脸
上洋溢着喜悦，今年无疑又是一个丰收年。

2014 年，身为五道河子村书记的杜文义
牵头带领村民进行“旱改水”种植水稻，谁能
想到，没过两年他又带头“水改旱”种起了旱
地水稻。

“旱作水稻突破传统水稻‘水作’方式，利
用机械化播种，整个生育期灌水均采用膜下滴
灌技术，实现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比常规
水稻栽培还节水70%以上。”杜文义说道，旱作
水稻不用扣棚、不用育秧、不用泡田、不用耙
地、不用插秧，就和种地膜玉米一样，直接播种
就行了，省了这 5 道程序，每亩地至少能省下
2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与普通的水稻相比，旱作水稻的品质也
毫不逊色，不仅色香味没有差别，因为覆膜种
植，不需要打除草剂，甚至更加绿色无污染。
受此鼓舞，今年扎赉特旗推广种植了旱作水稻
10 万亩。”扎赉特旗副旗长刘海涛说，水稻旱
作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在缺水的地区发展绿
色水稻种植的潜力，为扎赉特旗大面积发展绿
色水稻种植业开辟了全新的种植门路。

今年，兴安盟启用“兴安盟大米”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授予绰勒银珠米业、“二龙屯”米业、
魏佳米业、万佳食品、草原盛业米业、蒙源粮
贸、谷语农业、北雁米业、畋园牧业、三清米业
等19家企业，使用“兴安盟大米”地标企业。

“不是所有兴安盟产的大米都能贴上‘兴安
盟大米’地标，只有经过质检部门认定并达到‘三
品一标’产品标准的兴安盟产的大米才能贴地
标。”兴安盟农牧业局副局长张福君说，围绕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兴安盟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
近期出台“兴安盟大米”标准，成立由政府、企业
共同参与的“兴安盟大米产业联盟”，共举一杆
旗，共打一张牌，合力打造“兴安盟大米”品牌。

蟹肥稻农乐。 胡日查 摄

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 胡日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