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谷金黄漫田野。

稻穗饱满喜丰收。

乌兰浩特市三合村农旅融合振兴乡村。

秋来稻田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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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秋色正浓，兴安盟百万多亩稻田进入成熟
季，在空中航拍的黄绿相间的稻田好似一幅壮美的
秋收画卷，稻田与绵延起伏的山川、错落有致的村庄，
构成一幅色彩绚丽的田园风景，似油画般美丽壮观。

100多年前，稻米种植产业传到塞北草原，与
这里碧水蓝天和特殊的草原生态气候相适应，通过
近百年种植驯化，繁衍成为目前的草原稻米。兴安
盟地处北纬46度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是世界公
认的寒地水稻黄金种植带，素有“兴安岭下米粮仓、
草原深处大厨房”的称号。兴安盟作为“草原稻米”
的故乡，水稻种植面积占内蒙古草原水稻产量的
60%以上。无法复制的地理位置优势、优质的大兴
安岭水源、肥沃的土壤，孕育了百万亩无公害绿色
稻田，让兴安盟成为水稻种植的黄金产区，造就了
兴安盟大米的独特品质。

今年，兴安盟被国家粮食行业协会授予“中国
草原生态稻米之都”的称号。目前，全国以稻米命
名的之乡、之都的市县共26家，但叫“稻米之都”的
地方只有3个，第一个是2015年长春市被授予“中
国优质粳米之都”，第二个是2017年哈尔滨市被授
予中国优质稻米之都，兴安盟是全国第三个获此殊
荣的地区。

目前，兴安盟大米产业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水
稻产业已经成为兴安盟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手段。2019年，兴安盟水稻播种面积
131万亩，同比增长13万亩，增幅为1.048%；绿色和
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分别为35万亩和10万亩。水稻
产量近70万吨。现已发展成为我区最重要的水稻
主产区，占全区总产量的60%。眼下，“兴安盟大米”
用标企业31家，2018年销售收入18.79亿元，同比
增长33%。

为了更好地推进“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强化
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益，加快“兴安盟大米”“双百”工程
进度，今年兴安盟将在扎赉特旗、乌兰浩特市、科右前
旗、科右中旗四个水稻主产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示范引领先行区。同时，将对“兴安盟大米”重点企业
和重点合作社的水稻原料和大米产品开展质量检
测，逐步推广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在“兴安盟大米”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中的应用，扎赉特旗、乌兰浩特市、科
右中旗三个旗市建立优质水稻基地监控设施、监控
体系，进一步提升水稻绿色生产水平。

一粒米撬动一个产业，一粒米富裕一方百姓。
2018年，兴安盟普通水稻每斤价格上涨了0.04元，
中高端水稻价格上涨了0.2元左右，兴安盟大米由
卖资源向卖品牌转变。2019年，兴安盟加快绿色
有机稻米示范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稻田养殖、观光
农业、休闲农业、认养农业等新业态，千方百计提高
稻米产业综合效益。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是引领水稻绿色发展的最
好途径，具有以渔促稻、稳粮增效、质量安全、生态
环保等优点。眼下，兴安盟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超过
10万亩，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稻渔综合种养基
地，走出来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通过稻渔综合种养，兴安
盟稻米价格每斤上涨0.2元左右，带动5000余户贫
困户增收1000万元，稻渔综合种养成为“兴安盟大
米”的绿色名片。

为了发展绿色水稻，近两年扎赉特旗在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内示范建设了5000亩的稻鱼稻鸭
供养项目，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开辟出稻
农增收新途径。现在，这里已成为扎赉特旗各类
水稻新品种的试验田、新科技的展示馆，更成为
了休闲观光的好地方。目前，稻渔、稻鸭共养和
核心区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逐渐发挥作
用，物联网+智慧农业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

今年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通过探索绿
色农业、高效农业、智慧农业、品牌农业融合发展新
路径，打造了集生产科研、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训、
试验示范、加工物流、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正在辐射带动周边乡镇
种植绿色水稻、特色农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三丰收。

金秋时节，百万多亩稻田在兴安大地稻浪翻
滚，金黄色的稻谷，把山村点缀得如诗如画。看着
丰收在望的稻田，稻农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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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大地稻谷熟，遍地金黄喜丰收。

万亩稻田书写美丽乡村画卷万亩稻田书写美丽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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