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布音额尼尔乐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君 刘悦嘉

9月，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巴音温都尔嘎
查的田野里，稻谷飘香，小龙虾肥美，构成一幅美丽的生
态画卷。

在巴音温都尔嘎查“一虾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试
验田，刘大伟与村民正在取网收虾，一只只色泽鲜红、活
蹦乱跳的小龙虾被倒入筐内。

“看见又肥又大的小龙虾，很有成就感。”鄂尔多斯市
隆平盐碱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大伟抓起小龙虾，展
示给记者，“目前来看，预计每亩可产小龙虾300-400斤，
每亩产值5000-8000元左右，水稻每亩产量1000余斤，
产值 2000元左右，收入可观可喜，小龙虾和水稻基本上
是共同丰收，盐碱地改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今年，呼和木独镇选取 100 亩盐碱地试验“一虾一
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打造种养结合示范试验田。“呼和
木独镇中度盐碱化程度的土地约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4%。为此，我们将小龙虾和水稻在盐碱地进行共养，建
起了水稻育苗基地，‘一虾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的成
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实现了‘用水不费水、用地不占
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效果。”呼和木独镇综合保障
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黄晓俊介绍。

据悉，通过“一虾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可提升土
壤的生态平衡能力，小龙虾在稻田中捕食害虫，能相应减
少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的投入。同时，水稻可为小龙虾
提供额外的生物饵料和洁净的水质，可以减少微生态制
剂等调水产品的使用。

生态种养模式的打造，既体现着呼和木独农业人的
集体智慧，也需要专业的科学技术来提供保障。育种负
责人谭旭为当地农户优选稻种育苗，并提供了田间管理
等多方面的技术指导。

“盐碱地改良，涉及土壤结构、盐分、养分、微生物群
落、作物品种、水利、种植管理等众多因素，纵横交织，互
相影响。调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改善土壤环境，培育
健康土壤是关键。”谭旭说，稻田为小龙虾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以及丰富的食物，既解决了水稻生长所需肥料
和虫害防治等问题，又大大提升了水稻和小龙虾的效益，
实现了“1+1＞2”的良好效果。

“一虾一稻”模式让昔日的撂荒盐碱地焕发出新的生
机，更实现了稳粮增收、粮渔共赢的目标，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呼和木独镇将在“稻虾共作”模
式已有的成功经验上，打造一个集种子研发、生产、推广
等功能于一体、具有完整产业链多作物经营的现代化种
业科研基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农业生产
绿色化、生态化和高效化。

□本报记者 其哈日嘎 高红莲 图古斯毕力格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后旗乌盖苏木禾丰村万亩设施农业产业园区麒麟瓜
种植产业园，放眼望去，一栋栋钢架拱棚林立，尽显
规模。大棚内弥漫着西瓜香甜的气息，工作人员穿
梭于藤蔓间，有序采摘、过秤、打包、装车，现场一片
丰收景象。

“我们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模式，党支部
牵头集中流转土地，农民获得每亩1000元土地流转
费和 500元固定分红，平均每户每年可获得稳定的
土地流转租金3万元以上。”禾丰村党支部书记李光
荣介绍，“此外，园区高峰期用工可达40至 50人，务
工费稳定在每人200元/天起，最高时280元一天，真
正做到了村集体、农户‘双增收’。”

今年以来，乌盖苏木以党建“三个引领”工程为
依托，以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为目标，实施万亩设
施农业示范园项目，种植麒麟西瓜。项目总投资1.8
亿元，建设 8000栋钢架拱棚，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具
体负责实施，吸纳周边农户就业，建立起了稳定的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乌盖苏木262户918名农民增
收。

“今年是麒麟西瓜的试种阶段，为了提升品质、
打造品牌，我们制定、推广、应用了统一的种植技术
标准，培育了一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种植队
伍，为丰产丰收护航。”园区承包商杨显学说。

往年，西瓜成熟季节，西瓜一下子涌向市场，容
易造成市场“消化不良”。今年，为确保园区麒麟西
瓜的高质量产出，也为了避免发生瓜贱伤农的现象，
园区积极调整种植时间，种植两到三茬麒麟西瓜，有
效延长了上市周期，错峰销售，使市场效益和销路得
到保障。园区无籽麒麟西瓜当下每斤售价 3元至 4
元，高于同期普通西瓜市场价格，经济效益可观，而
且订单种植也保障了西瓜销售无忧。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发展特
色农业，改变过去小户经营、分散作业的土地种植模
式，实现种植作业的集约化、科学化、标准化，逐步走
向农业生产专业化、农村服务社会化、农产品销售市
场化、农民利润最大化的现代农业之路。

蜜瓜走俏日子甜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刘冬玲

金秋时节，瓜香四溢。连日来，额济纳蜜瓜陆续进入
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收获景象。走进阿拉
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的蜜瓜田里，一个个纹路细
密、大小匀称的蜜瓜掩映在藤叶间，微风吹过，阵阵瓜香
扑鼻而来，工人们穿梭在瓜田中采摘、分拣、套袋、装箱、
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的瓜价好，我种了200多亩，能收入50多万。”
看着一颗颗蜜瓜，算着收入账，种植户林万仕的喜悦也跃
上眉梢。“我坚持走精品路线，不拼销量拼质量，严格按照
产品供应质量种植，确保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安全、放心。”
林万仕介绍道。

来自湖北的瓜商苟泽金，有多年的蜜瓜经销经验，
今年他在巴彦陶来苏木预订了 600亩蜜瓜，他说：“额济
纳蜜瓜品质非常好，明年我准备预定1500亩左右。”

巴彦陶来苏木作为蜜瓜种植和旅游业的双轮驱动
之地，始终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采用农家肥、有机肥，
并结合滴灌技术，确保蜜瓜品质的同时，实现节水、高
产的目标。这种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不仅提升了蜜
瓜的市场竞争力，也为当地农牧民开辟了多渠道的增
收途径。

“我们巴彦陶来苏木是额济纳蜜瓜的核心种植区，
今年共种植了近 2.8 万亩，并且实现了膜下滴灌全覆
盖。就目前销售情况来看，每亩地相比往年高出 1000
元左右，整体长势较往年好，预计今年蜜瓜的总产量和
销售额会超过往年。”巴彦陶来苏木党委副书记、苏木达
金娜说。

据了解，今年额济纳旗蜜瓜种植面积达到 5万亩，
预计总产量可达 10万吨。主要种植品种包括西州蜜、
子鼎蜜 10 号、黄 86、甜蜜金冠等。全旗蜜瓜的收购单
价也较去年同期有显著提升，每亩达到 4500至 6500元
左右，增幅在 300至 1000 元之间。截至目前，已有约 4
万亩蜜瓜签订了销售协议。如今额济纳旗已成为蜜瓜
市场的重要货源地之一，其优质产品深受全国各地消
费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郭奇男
察右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晓冬

九月天高云淡，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2.1万亩贝
贝南瓜喜获丰收，进入采收旺季，种植基地呈现出一
派热闹繁忙的采收景象。

这几天，在察右中旗巴音乡贝贝南瓜种植基地，
抬眼望去，一个个绿油油的贝贝南瓜爬满藤条，务工
群众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收、挑选、装袋、装车，感受着
丰收的喜悦。

巴音乡种植户魏洪涛说：“我家今年贝贝瓜长势
挺好，这里的土壤适合种贝贝瓜，今年种了30亩，预
计产量2500斤左右。贝贝瓜口感好，明年还想扩大
种植面积提高收入。”

贝贝南瓜果形小巧玲珑，口感香甜细腻、软糯适
中，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年，魏洪涛在种植过程中，
全程按照技术人员提供的种植技术进行田间管理，
再加上充足的日照条件，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年初他
就签订了订单合同，这让他不愁销路吃上了“定心
丸”。

今年，察右中旗坚持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市
场化的发展道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农技培训
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持
续推进贝贝南瓜和红萝卜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知
名度，推进农产品销售组织化规模化，提高农户议价
能力，切实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通
过发展特色优势实现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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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稻共生双丰收

突泉县

玉米锁鲜销路广
□本报记者 高敏娜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曾令刚

丰收的季节，走进位于兴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
沁村的突泉县田田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鲜食玉米加
工车间，色泽鲜亮、颗粒饱满的鲜食玉米“搭乘”流水
线，变身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鲜”飘远方。

据了解，突泉县田田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日加工
鲜食玉米20余万穗，仓储冷冻能力达到3000吨以上，
年产值 2000万元，生产旺季的来临带动了周边村屯
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我在合作社主要负责包
装机工作，每天能赚150元，既照顾了家庭，又不误农
活，真是两全其美！”合作社工人刘欢笑着说。

“我们鲜食玉米种植地块选用独立的黑土地，不
与大地玉米串粉，保证品质。从田间采摘到真空包
装，加工采用一小时极速锁鲜工艺，保质期可以达到
12个月。”合作社理事长田春莲介绍说，鲜食玉米与普
通玉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鲜。合作社鲜食玉米加工
引进了超高温灭菌技术，玉米装进真空包装后，经过
高温高压灭菌，不但消灭了有害菌群，锁住了玉米的
新鲜，还大大延长了玉米的食用周期。

依托得天独厚的北纬47℃黄金玉米带优势，合作
社精心打造了“牧田娃娃”品牌，并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实现农产品向都市轻脂快消品的华丽转身。线
上，利用直播平台、网红带货等现代营销手段，拓宽销
售渠道；线下，在北京设立直营店，并为上海、呼和浩
特等城市商超稳定供货，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营
销网络。

如今，突泉县永安镇抢抓鲜食玉米生产黄金期，
在精深加工的基础上持续加码发力，正在探索出一条

“产加销”深度融合、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鲜
食玉米，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领鲜”当地乡村经济新
发展。

□本报记者 刘玉荣

金秋时节，累累硕果。9月20日一早，走进内蒙古森工
集团乌尔旗汉森工公司黑木耳种植基地，一垄垄木耳菌包
整齐排列，一簇簇健硕肥大的木耳争相绽放，职工家属正采
摘、挑运、晾晒，一派紧张忙碌的劳作景象。

为进一步强化产业发展成效，释放经济增长活力，该公
司通过深入市场调研分析、总结种植经验，综合评估考量地
区及周边种植环境、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合理规划种植地
点和种植方式，选取了温度、湿度、空气、光照等方面更加适
宜且运输成本较低的大杨树地区，组织职工家属进行6.5万
袋黑木耳异地培植。

“木耳长势喜人，而且产量已超出预估，进一步印证了
我们在种植条件选择和种植管理上的合理性。”该公司产业
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朱全营说。在 5月初，他们紧抓有利
种植期，及时组织职工家属对黑木耳菌包进行困菌、割口、
地摆、喷灌，并全程技术跟进指导，保证黑木耳处于最佳的
生长状态。

“薄薄地摊上一层，耳片要根朝下，片朝上，定型后再翻
动，大朵要分成片，摆开晾晒，不要叠放。”技术人员叮嘱
着。在黑木耳晾晒场，技术人员穿梭在晾晒架之间，仔细检
查着木耳的晾晒情况，不时有人来回翻动着晾晒架上的木
耳。他们加强割顶、采摘、晾晒等环节过程的监督，严格操
作要求，确保在菌包出耳的后续环节能规范有序进行，产品
品质达到最佳。截至目前，已收获优质木耳干品 7800余
斤。

今年以来，乌尔旗汉森工公司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
径，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食用菌种植产业，不断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为绿色
高质量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希望与活力。

木耳绽放致富花

牙克石市

贝贝南瓜采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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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南瓜喜获丰收贝贝南瓜喜获丰收。。

小龙虾迎来丰收小龙虾迎来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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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黑木耳挑选黑木耳。。

蜜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蜜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丰收的蜜瓜田丰收的蜜瓜田。。

检查玉米产品质量检查玉米产品质量。。

采摘麒麟西瓜采摘麒麟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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