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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6日 星期一 鄂尔多斯

仲夏七月，万物丰茂。位于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龚吉仁
村的公鸡林社，成片的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哒哒哒……”在玉米田的附近，只听一阵机器运转的声
音从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灌溉泵房中传出。

原来这是龚吉仁村今年新引进的耐特菲姆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小水勤浇”的模式，既减少了深层渗漏，同时所输送到
田间的水肥可直接灌溉到作物的根部，实现了水肥节约和作
物增产。

“现在可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我们这里土地碎片化十分
严重，每家平均有10块地以上，种植成本高、产量低，甚至很多
人还选择把地承包了出去。浇灌方式也十分落后，用水渠大
水漫灌，浪费人力和水。现在我们把土地整合起来后由合作
社统一经营，新增添的灌溉技术让种地用一部手机就能办到，
如今农民们个个都当上了‘甩手掌柜’，在家坐等分红就行。”
今年54岁的贾瑞峰是龚吉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他一边
说话一边正忙着操作农田灌溉系统。

龚吉仁村下辖8个合作社，是全市唯一一家整村完成高标
准农田项目建设的村庄，拥有高标准农田13578亩，共有13套
智能水肥一体灌溉设备。

土地分散经营，地力差、劳力弱、规模小、收入低、经营散，
曾经困扰着一代又一代龚吉仁村人。60周岁以上人口占到

全村人口的 90%左右，再加上农田里有大量的
田垄、堰道，无法实现集中连片耕

种，“种地”成为农民的
一种负担。

随着达拉特旗“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经营模式的推进，
龚吉仁村组建起了“一社六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合作
部、购销合作部、信用合作部、养殖合作部、房宅合作部、农机
合作部），同时以“一统五化”（土地合作规模化、土地整治标准
化、生产经营组织化、农业服务社会化、经营收益股权化）为具
体举措，“一村一田”让这座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生机。

龚吉仁村积极鼓励村民以土地为资本入股合作社，合作
社在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社管会+干事
长”的经营模式负责集中管理和运营，采用“保底+分红”的模
式分配收益，净收益扣除保底后，7%用于合作社成员的补贴，
13%用于村集体经济，剩余 80%再由所有村民按股进行二次
分红。

“成本共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土地合作关系，
改变了以往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龚吉仁村成为了全镇土
地合作经营的先行者。

在2023年“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分红大会上，龚吉仁村
分出了每亩地915元钱的高价，收入最高的农户甚至拿到了每
亩地1080元钱，计算下来，相比过去每亩地人均增收了300元
钱。此外，村集体经济仅去年一年就收入83.7万元。

“由于目前村里老年人较多，我们计划把村集体经济的收
益用于建设老年食堂，解决好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未来我
们还会把受益拓展到集中养老、医疗服务等乡村建设当中。”
达拉特旗龚吉仁村包村干部王恒说。

“过去我们用的是‘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1.0模式，现在已
经全面升级到了 2.0版本。所谓的 2.0版本是指以全域、全要
素、全链条、全方位服务为主要典型特征的一种经营模式，它
不仅能拓展土地种植面积、提升土地地力，还能实实在在地为

农民增收，最终实现一产重塑的大目标。”吉格斯太镇党委书
记乔有世谈到此事时，充满信心。

龚吉仁村是达拉特旗推动“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土地合
作经营模式的一个缩影。2023年至今，达拉特旗高标准农田
项目建设已达到 152.5万亩，占全旗基本农田的 67%，目前已
有14个行政村共计分红8000多万元。2023年全旗粮食生产
收获“二十连丰”，实现了由“粮田”变“良田”再变“粮仓”的巨
大转换。

“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为这片土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从 1.0版本的初步探索到如今迈向 2.0版本的全面推广，达拉
特旗的乡村振兴之路上奏响了“共同富裕”的和声。

□金咏 张晓艳 孟瑞林

一亩田的变革一亩田的变革：：奏响共富的和声奏响共富的和声

““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现场观察记现场观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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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一粒重千斤

都说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
“潜在粮仓”，到底如何设法向盐
碱地要粮食？

鄂尔多斯市的盐碱地面积
大、分布广，如果让每一寸盐碱地
都成为丰收沃土，那么粮食安全
“压舱石”就能更加牢固。

新思路得见新希望。从行之
有年的“以地适种”方式，到眼下
的“以种适地”，不失为一种有益
尝试。改良种子，较改良土地成
本低，若以“良种”为基，再加上
耕种的“良法”、科技设施的“良
器”，深度挖掘增地潜力，盐碱化
耕地定会成为高标准农田，为鄂
尔多斯市一产重塑全面助力。

新观念要有新保障。“以种适
地”关键在于育种，这离不开像雷
红量这样的育种人才及高层次科
研团队的支撑。让人才“金种子”
发挥效益、改善科研环境、优化科
研人员激励机制成了当务之急。
要加快引进作物种质、生物育种
等领域专业人才，同时，注重创新
人才梯次培养机制，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乃至高
素质农民，以新质生产力护航粮
食“芯”。

种业创新，要“大浪淘沙”，更
要久久为功。科技、汗水浇灌的
盐碱地，铺展了鄂尔多斯大地上
靓丽“一角”，相信在不远的未
来，鄂尔多斯的这片“不毛地”必
将变成“新沃土”。

□常娜

从“谁来种地”
到“都来种地”

近年来，困扰农村共同富裕最

大的难题之一是“谁来种地”。年

轻人“不愿种地”、老一辈“种不动

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经济效

益偏低的问题叠加，导致种地出现

生产成本“地板”和收益价格“天花

板”的双重挤压，种地成为一种负

担，严重影响着乡村全面振兴的进

程。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

确指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达拉

特旗向改革要动能，坚持党建引

领，大力推广“统种共富”土地规模

化合作经营模式，有效弥补了“共

同富裕”与“谁来种地”之间的空白

点，实现了地有人种、田有人管、责

有人担，走出了“党建红、村庄美、

产业兴、百姓富、社会稳”的新路

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一种范

本。

乡村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

“变”自当头。落实“改革措施”放

大“改革效应”，只有当土地被抢着

耕种、当乡村有更多职业农民，才

能真正实现农民收益最大化、土地

资源最大化、经济效益最优化，才

能让村民和村集体实现收入“双提

升”，让村集体有钱给村民办实事

儿、办好事儿，让共同富裕充满持

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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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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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玉米长势和膜下滴灌设施浇灌情况。龚吉仁村公鸡林社应用耐特菲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龚吉仁村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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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敢相信，村里的撂荒盐碱地能长出小麦，收成还不
赖！”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的试验
田里，围观的村民议论纷纷，言语间满是惊奇。顺着他们的视
线望去，只见成熟的麦穗低矮饱满，迎风摇曳散发着麦香；麦
行之间裸露的土地上，白色盐碱斑块赫然在目。

随着金黄的麦浪渐次“退去”，鄂尔多斯市盐碱地改造的
成果“晒”了出来：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教师通过改良
麦种，让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长出了“金豆豆”，实现亩产500斤。

这究竟是什么“神仙”种子？
给一粒粒种子做个“小手术”，它就能适应白茫茫、硬邦

邦、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这是我们的实验种子第一次从实验室走进大田，收成比

我预计的要好一些。”弯腰割麦的小后生正是小麦种子的“改
良者”雷红量。每一镰，他都割得很认真、收得干净，生怕麦粒
撒落一粒，他的一举一动让这场收割充满“仪式感”。

一粒种子的力量有多大？
1996年出生的雷红量，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一毕业，他便将自己“化作”一粒种子，一头扎进“试验
田”。在种子企业工作三年后，他觉得与自己的“节奏”不符。
为了更深地“潜入田地”，他毅然决定回到家乡鄂尔多斯，就职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一边潜心研究，一边教书育人。

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可以说，他是一名年轻的
“老”科研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三排摆满瓶瓶罐罐的实验桌映
入眼帘，一抹嫩绿最是惹眼，只见一排排圆形培养皿内，一拃高
的小绿苗快活生长，让实验室生机盎然。雷红量顺势拿起一株
小苗，“这就是改良过的小麦种子种的，只需要稍微处理一下，它
就能适应盐碱地环境。”在圆形培养皿旁边，有一些重度盐碱板
结的实验土，几株黄绿色的麦苗顽强地生长着，让人不禁感叹：
这每一粒不足0.1克的麦粒，其实有着重若千钧的分量。

这是科技的分量。
从零开始，不断尝试、不断推翻，雷红量在一个个不眠夜

里，通过种子强化技术，仅用一年的制种周期，就让种子获得
了耐盐碱特性，实现盐碱地改良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效益
高等效果。

“我们的中试和实验室里的数据基本吻合，通过改良种
子，一亩地多投入4元钱就能实现盐碱地的综合开发。”在测量
了收成数据后，雷红量自豪地说。而按照传统方法改良盐碱
土壤，每亩地需投入2000元到 6000元，但最终亩均收益却不
到2000元。

这也是坚守的分量。
春天里起早贪黑辛苦播种，夏日顶着日头观察记录，盐碱

地上种庄稼，不仅要经常补水压盐，施肥也要“少吃多餐”……
奔波在田野和学校之间，雷红量被晒得黢黑。有一次忙了一
整天，从试验田回单位签退打卡，考勤机竟然“不认识”他了，
他只能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才签退成功。

这更是梦想的分量。
被问及最近的愿望是什么时，雷红量扶了扶眼镜，坚定地

说：“我希望这款改良种子从实验室扎根到试验田，再从试验田
走向更广袤的盐碱地，成为高产优质品种，为北疆粮仓增添更多

‘鄂尔多斯粮’。”无疑，雷红量的梦想正在拔节、开花、结果。
从白茫茫的盐碱地到黄澄澄的丰收田，从实验室里的紧

张忙碌到实验基地的精心管护……一粒种子的履“新”之旅，
是新品种“扎根”盐碱地的艰难过程，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与
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耦合”。

鄂尔多斯盐碱化耕地 195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22%。
如何低成本将“劣地”变“良田”，雷红量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正
在做强种子“芯”，绘出好“丰景”。

从试验田到高产田，从鄂尔多斯到更多地区，一粒麦种在
盐碱地上的“出道”之路才刚刚开始！

一粒种的一粒种的““芯芯””动动：：盐碱地上风吹麦浪盐碱地上风吹麦浪
□常娜 张晓艳

成片的玉米田长势喜人。

盐碱地小麦丰收在望。

小麦种子改良者雷红量在实验室。

种下一粒粒种子，种下希望。

成片的玉米田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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