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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
满都拉敖包山稻田公园，整齐划一的稻田
绿意盎然。参加插秧节的游客们纷纷挽
起裤脚、赤脚在湿润的稻田中追逐嬉戏，
不时有人摔倒在稻田里，满身泥泞，引来
阵阵欢声笑语。“由于在城里长大，没见过
水稻插秧，今天看到人们穿着特制的水鞋
在水田内插秧的情景，我非常开心，也大
开了眼界！”来自呼和浩特市的游客李昊
说，“春种一分田，秋收一担粮”，在这里深
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村地势低洼，水资源丰富，有着
多年种植水稻的历史，有上万亩成片的稻
田。过去都是人工插秧，机械插秧还是近
年来才实现的。”义勒力特嘎查村党支部
书记白双龙说，等秧苗长出来，稻农们还
会在稻田里投放鱼和蟹，这里已成为市民
体验农耕文化的休闲地。

在各地举办的插秧节上，除了热火
朝天的插秧比赛，浑水摸鱼比赛更是妙
趣横生！在科右前旗举办的以“前旗好
风光、十里稻花香”为主题的首届插秧节

上，来自科右前旗察尔森学校的参赛小
选手们纷纷手持小桶，争先恐后地跑进
稻田里，观察水纹波动，猫着腰在水中不
断摸索，仔细寻找鱼儿的身影。孩子们
虽然浑身溅满了泥点，但脸上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

在科右中旗举办的“枫林马镇”稻田
插秧文化节上，人们在科右中旗巴彦呼舒
镇哈日道卜沙地大米基地，撸起袖子、挽
起裤脚、脱下鞋子，有条不紊地操作着。
一台台插秧机在水平如镜的稻田里来回
穿梭，一株株秧苗从插秧机苗盘上依次滑
落，整齐有序地插入水田里。水稻田很快
就披上绿装，一排排秧苗随风摇曳，朵朵
云彩在阳光照射下，在水田上反射出点点
光斑，形成一幅美丽的水田画卷。

科右前旗、科右中旗、扎赉特旗在插
秧节上，为学生们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研
学活动，相关人员还为学生们讲解了水
稻文化，激发了他们对农耕文化的兴趣，
启迪了他们探究农耕文化的心灵，培养
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扎赉特旗插

秧节上，带着儿子郭承鑫前来参加插秧
节的郭志强说：“这样的活动非常好，能
让孩子参与插秧的过程，体验农民伯伯
的辛苦劳作，感受到每粒米来之不易，培
养他节约粮食的意识。”

开秧门祈福、插秧比赛、农耕表演、
浑水摸鱼⋯⋯丰富多彩的趣味运动和农
耕文化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看
风景、品民俗、忆乡愁。“兴安盟大米”品
鉴、特色农副文旅产品展销、看民族歌舞
表演等活动轮番上演，游客纵享“兴安盟
大米”的美味和稻田文化、特色乡村旅游
的乐趣，在兴安盟碧水青山中尽情拥抱
美丽的田园风光。

以“稻”为媒，以“节”会友，兴安盟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插秧体验活动，持续推
进“兴安盟大米”品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
解兴安盟深厚的稻米文化和良好的资源
优势，提升“兴安盟大米”品牌效应和竞争
力以及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在农旅融合发展上迈向一个新
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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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让 放 心、优 质 的 绿 色 生 态 好
米，缩短“从稻田到餐桌”的距离，在各
地举办的插秧节上，均推出了“一亩田”
认购活动。

在乌兰浩特市插秧节上，多家提供认
购服务的大米企业合作社代表与认购方现
场签约，成功认购专属稻田1100余亩。

在扎赉特旗插秧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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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稻
米非常受大家的喜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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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浩特市深受大家青睐，这种模式种植
的大米，让人吃着放心。

在活动现场，扎赉特旗副旗长刘海
涛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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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拓宽了扎赉特旗大米的销售渠
道，更加提升了扎赉特味稻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深受呼和浩特、北京、杭州、成
都、武汉市民的欢迎。”

“一亩田”认购活动，为科右中旗的
优质大米企业、合作社与购货商之间搭
建 桥 梁 ，让 消 费 者 吃 到 真 正 的“ 放 心
粮”。在今年插秧节的“一亩田”认购仪
式上，社会各界人士共认购 20 亩有机
稻田。

和家人拥有一块自己的田地，亲自
参加到春种秋收的过程。在科右前旗
插秧节上，火爆的认领“一亩田”签约现
场人头攒动，29 个地块，44.8 亩被“私
人订制”，认领了“一亩田”的家庭，实现
了当“地主”的梦想。

捉泥鳅趣味比赛。

稻田抓鱼比赛。 稻田抓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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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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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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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苗摇曳，鸭群嬉戏，鸭稻共
生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田间碧水盈盈，秧苗绿意盎然。近年来，扎
赉特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推进“两
袋米、两头牛、全域旅游”特色产业，打造了“兴
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系列公共区域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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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打造田园综合体，农旅融合走新路。“为进一
步拓展农旅融合的深度，在去年建设的万亩稻
田、千亩花海、30公里赛道、稻田木屋和驿站的基
础上，今年又启动建设了兴安盟地区首家稻田民
宿——佳稻里民宿度假村和游客服务接待中心，
力争打造田园综合体，给游客提供更好的田园生
活体验，实现农旅相融合。”扎赉特旗副旗长刘海
涛介绍说，待所有设备建成后，将迎来四面八方
的游客，农旅融合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素有“塞北江南、草原水乡”之美誉的乌兰浩
特市，近年来将稻米产业作为优势主导产业，全
力做好“稻”文章，将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休闲产
业深度融合，集中打造了一带四区“百里兴安稻
海”产业观光带，开展了“春稻插秧、夏观稻田画、
秋收幸福米”等系列活动，稻米全产业链综合效
益不断提升，真正让农民扛起了“金扁担”。

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农旅融合”特色农场，助力脱贫攻坚，助推
乡村振兴，成为兴安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在插秧节上，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
党支部书记白金泉说：“稻田文化节在嘎查基地
举办，提高了嘎查稻米的知名度。下一步，我们
将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休闲观光+民俗’
的旅游模式，为乡村振兴打下基础，带领更多的
农牧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中。”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生态观光农业
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举办这样的插秧节对我
们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希望我
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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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好
力保镇包德福村党支部书记于殿阁这样期待。

眼下，在兴安盟已涌现出扎赉特旗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乌兰浩特市满都拉敖包山稻田
公园、科右中旗哈日道卜稻田公园等一批兼具
旅游功能的农牧业示范园区，使休闲农业、观光
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在兴安大地风生水
起，让稻田变成了景区、田园变成了公园，走出
了农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深 化 农 旅 融 合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样 板 区 。
2020 年初，兴安盟提出要把加快旅游业发展作
为探索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的重要举措，积极开展插秧节、
采摘节、丰收节等品牌节庆活动，推动旅游业与
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旅游+”农牧业、生态、新生
活方式的创新发展，为农牧业经济转型升级注
入强大动力，撑起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版图片均由王永生摄）

深化农旅融合深化农旅融合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兴安盟首届稻田插秧节侧记

□慧敏 敏讷

“ 手 把 青 秧 插 满 田 ，低 头 便 见 水
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
向 前 ”。 古 人 在 插 秧 中 感 悟 人 生 ，今
人在插秧中回归诗画田园，体验农耕
文化。

5 月 22 日 ，在 扎 赉 特 旗“ 百 年 稻
花源、万顷稻花香”首届插秧节上，插
秧 比 赛 最 为 引 人 注 目 。 在 位 于 好 力
保镇古庙村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随着比赛一声令下，只见参赛队员们
迅 速 埋 头 弯 腰 ，一 字 排 开 ，左 手 攥 秧
把 ，右 手 插 秧 苗 ，将 一 棵 棵 秧 苗 插 入
田间，比质量、拼速度，很快一大块水
田 变 成 绿 油 油 一 片 。 大 家 在 体 验 辛
勤耕耘的同时，感受着播种的希望。

手 握 秧 苗 ，脚 踩 泥 巴 ，感 受 插 秧
的 快 乐 。 连 日 来 ，兴 安 盟 扎 赉 特 旗 、
乌 兰 浩 特 市 、科 右 中 旗 、科 右 前 旗 相
继 举 办 插 秧 节 ，开 展 稻 田 鱼 趣 、插 秧
比赛等趣味活动，让久居城市的人们
在观赏中感知田园文化，在体验中享
受 生 活 ，创 新 发 展 田 园 旅 游 新 业 态 ，
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子，寻找乡村振兴
的旅游新模式。

观看演出。

稻田扭秧歌。

插秧比赛。

机械插秧。

品尝绿色瓜果。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万亩稻田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万亩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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