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戴草帽、挽起裤脚，赤脚踩在湿润的
稻田中，将一束束嫩绿的秧苗插在泥土中，
感受别样的田园风光，体验农耕文化与习
俗……春夏相交、万木葱茏的五月，正是水
稻插秧的好时节。5月22日，扎赉特旗首
届水稻插秧节在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举行。“开秧门”祈福、插秧比赛、农耕
表演、农家美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
多游客参与到这场乡村盛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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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扎赉特有一亩田”私人订制认领农业推介。

农产品体验参观区人气十足。

参与插秧比赛体验农耕乐趣。 角逐插秧能手。 包粽子大赛。

各型号插秧机展示作业。

稻田捉鱼。

产业融合
助推乡村振兴

插秧节现场还设置了“我在扎赉特有一亩田”展板和
农产品展销区域，现场签订了订制认领“一亩田”150亩。

“扎赉特旗天然和纯净的草原稻米非常受大家的
欢迎，我和我的会员们一共认领了100亩。”呼和浩特
市兴安盟商会会长温长虹说，这几年，“我在扎赉特有
一亩田”私人订制认领模式在呼和浩特市深受青睐，这
种模式种植的大米，吃着放心。

近年来，扎赉特旗创新推介“我在扎赉特有一亩
田”私人订制认领农业，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构建了乡
村旅游引领、乡土民俗文化助推、特色农产品全面加入
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
实基础。

找寻厚重历史文化记忆，体验传统与现代农耕文
化魅力，丰富多彩的插秧节活动让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零距离感受扎赉特的稻米文化。“今天带着外孙来参加
这次插秧节，就是想让他多多了解农村的风俗习惯，让
他知道大米是如何生长的。”游客薛爱君说。

“举办插秧节对我们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
一个契机，希望‘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能走出家
乡，走向全国，把我们当地经济带动起来。”好力保镇包
德福村党支部书记于殿阁这样期待。

从过去的几亩田，到如今的万吨米，水稻不仅是扎
赉特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产业，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
一个缩影。目前，扎赉特旗水稻种植面积达到90万
亩，占全盟水稻面积的75%以上，年产大米50万吨，从
事水稻种植的农户达到1.6万户，合作社20家。水稻
已成为扎赉特旗的特色产业，在促进农民增收和脱贫
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通过举办本次插秧节活动，能够进一步提升
‘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扎赉
特旗在农牧旅融合发展上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扎赉特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刘海涛说。

以“稻”为媒，以“节”会友，“秧门”已开，下一步，扎
赉特旗将持续提升当地大米品牌竞争力及美誉度，让更
多的人了解扎赉特旗悠久的稻米文化和良好的资源优
势，待夏长、秋收之日，“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必然
香飘万里。 （本版图片均由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提供）

让农耕文化绽放新活力让农耕文化绽放新活力
——扎赉特旗首届水稻插秧节侧记

□慧敏 敏讷

百年稻花源，万顷稻花香。扎赉特旗位于大兴安
岭南麓，是水稻种植的绝佳地域。兴安盟地区的第一
株水稻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插
秧节插下的是收获的希望，撬动的是经济发展的杠
杆，演绎的是扎赉特百年水稻文化之美。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插秧比赛”
无疑是本次活动的最重要环节。插秧是门技术活，取
秧量、插秧力度、深浅度、株距行距都要合适，考验的
是眼力，是手法，是体力，更是智慧。

活动当日，栈道两边稻田内插秧比赛正酣。家
庭插秧娱乐赛现场，各参赛队以家庭为单位合作
进行插秧，一家人在春日的暖阳里协作劳动，这是
难得的亲子活动和很好的家庭教育。而在不远处
的“人机插秧对抗赛”现场，10 名青壮年插秧能手
正和插秧机进行着激烈的比拼，田埂上的加油助
威声不断。

插秧节给参与人员提供了亲身体验劳作的机会，
在重拾农耕乐趣的同时，也感受了原生态稻田的秀美
风光。“已经十多年不插秧了，这次好像又回到了童

年，感觉和当年帮着父母在地里插秧一个样。”参赛选
手徐春红感慨地说。

比赛中，扎赉特旗将源远流长的水稻种植文化和
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充分展示了当地农业发展的点
滴变迁。

指着正在田里插秧作业的一排插秧机，扎赉特旗
农技推广站站长宋宪军介绍说，从手扶插秧机到座式
高速插秧机，从6行插秧机到8行插秧机，这7台插秧
机基本上展示了扎赉特旗水稻机械化发展的过程。

“就插秧速度来说，插秧机一个小时能作业8亩地，人
工插秧一天连2亩地都插不完。”

如今的扎赉特旗不仅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程机
械化，在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物联网、移动
互联、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起了“物联网+”智
慧农业云服务平台，打通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壁
垒，为涉农部门及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全产业链综合信
息服务。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化指导，传统耕作模式悄
然发生着改变，曾经的“汗水农业”正逐步迈向“智慧
农业”。

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

穿过纵横交错的田埂栈道，走近水稻插秧节的
农产品体验参观区域，香浓的味道扑面而来。晶莹
馥郁的大米、味鲜肉嫩的稻田鱼汤、香糯可口的粽
子……农产品体验参观区是整个插秧节人气最旺的
地方。

在这里，现场工作人员用4个品种的水稻、2个
品种的旱稻，制作了水捞饭、蒸米饭、竹筒饭，这样
的“鲜活”大米吸引了众多宾客驻足品尝。大家纷
纷表示，扎赉特旗出产的大米香气浓郁，米饭色泽光
亮有嚼劲，好吃！

体验了“稻花香”，接下来就是品味“稻渔香”，用
好力保镇订制认领农业基地的越冬稻鱼制作而成的
稻田鱼汤香浓可口，让现场宾客欲罢不能。

在发展“渔稻共生”项目过程中，扎赉特旗不断探
索“鸭稻共生”“鱼稻共生”“蟹稻共生”“虾稻共生”。
通过“四稻共育”种养结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共生体
系，达到了种养结合的立体生态农业，真正实现了一
水双用，一地双收，促进了种植户经济增收。

热情的人群中，扎赉特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好力保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的42名志愿者一直

在忙碌着，成为活动现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小程序上看到扎赉特旗首

届水稻插秧节的志愿者招募信息后，报名参加了由团
旗委组织的青苹果志愿者服务队，负责在现场维持秩
序、清理场地、协助疏导交通。”志愿者陈秀芬说，除了
她所在的服务队以外，好力保镇的稻花香志愿者服务
队、医疗健身志愿者服务队也各有分工，服务现场宾
客尽情体验别样的农趣农味。

来自扎赉特旗的5名本地网红同样通过手机直播
助力“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品牌打造。“去年经过
旗里的电商培训，开始尝试在快手平台进行直播，效
果特别好，大米销量比前年增加了两倍，达到了1万
吨，今天我要通过直播平台向我的粉丝们讲讲大米的
种植过程，让他们看看我们扎赉特旗的好生态。”扎赉
特旗水田高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高艳红说。

如何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影响力？近年
来，扎赉特旗瞄准直播带货优势，依托本土特色，迅速
搭建农产品直播基地。一方面开展培训培育本土主
播，另一方通过直播助推农产品线上销售，带动产业
规模化发展，实现农民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种养结合促进增产增收

“开秧门”祈福。

传承农耕文化，祈祷水稻丰收。

┏

┏

品尝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