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汪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第一次种植杂
交水稻。如今快40年过去了，父亲从开始
时的反对到最后爱种杂交水稻的故事，好
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家乡地处
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足，非
常适合种植水稻。可那时我家虽然每年都
要种植早晚（夏季、秋季）两季水稻，但由于
粮食产量低，人均田亩少，不少人家的粮食
还是不够吃。我家那时八、九口人，印象中
每年春天和冬天，家里都缺粮，只好向别人
家去借，待来年再还。为了让全家吃饱，母
亲在煮稀饭时都要搭配红薯片、胡萝卜等

杂粮。
记得刚包产到户不久的一年正月里，

父亲从生产队里开完会回家，说村上要动
员每家每户推广试种几亩杂交水稻。由于
第一次听说这个水稻品种，也不太了解，害
怕种砸了，我父亲和许多村民的积极性
都不高。我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农学院读
书，也是第一次听说杂交水稻，但我认为这
是国家新研制的水稻品种，可以一试。于
是，我劝父亲说：“这个杂交水稻一定是科
学家做过多次试验才开始推广的，只要按
要求种植，不可能减产。我学的就是农业，
咱们应该相信国家。”

在我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了，我家
也成为当年生产队30多户人家里，仅有的

三户种植杂交水稻的家庭之一。我家一下
种植了四亩。说实话，当时村上一些人在
等着看我家笑话，我心里也没底。

经过 30 多天的育种后，开始插秧了。
插秧那几天，我请假赶回了家。以前，水稻
插秧都是一棵十多根秧苗，而壮实的杂交
水稻秧苗，最多一棵就插一根。父亲问，这
一根秧苗能行吗？我说，问过乡上的技术
员和学院老师了，杂交水稻根系发达，移栽
后及时施肥分蘖很快，一根秧苗能分蘖十
几根，生长旺盛，穗大粒多，抗逆性强。

从插下秧苗的那天起，我一直惦记着家
里那四亩杂交水稻。放暑假那一个多月里，
我几乎天天围着杂交水稻转。我每时每刻都
揪着心，要是推广不成功，砸了锅怎么办？

千盼万盼，转眼间，杂交水稻开始抽
穗、灌浆成熟了。与其他水稻相比，杂交水
稻的植株长得比普通水稻高，但很壮实，遇
到雨水和大风，也没有出现倒伏现象。待
到秋天收割时，沉甸甸的稻穗惹人爱，亩产
竟高达上千斤，这是以前从没有的。父亲
高兴坏了，没种的乡亲们后悔不迭。

杂交水稻晒干后，父亲专门碾了一担
米，给村上没种植杂交水稻的乡亲每户分
了几斤，分享丰收的喜悦。杂交水稻碾出
的米粒饱满，晶莹透亮，蒸出的米饭吃在嘴
里黏性很强，像糯米的味道，香喷喷的。

从那年起，杂交水稻就一直陪伴着父
亲和乡亲们，每年，父老乡亲们都会迎来稻
田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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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初夏，位于河北省曲周县
临堂村的西木多肉产业园里，
80多个现代化育苗大棚整齐
排列。棚内，一株株萌萌的多
肉植物煞是可爱；厂房里，几名
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挑选植
株，打包分装。

“这些都是网上的订单，工
人们把选出来的品相好的多
肉，先经过晾晒处理，然后分装
好、发货。”曲周县西木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东向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7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端上“铁饭碗”的张
晓东“迷”上了多肉植物，并开
始试着培育、销售，不久后辞职
开始自主创业，与人合伙成立
公司，流转土地发展多肉植物
大棚种植。

张晓东介绍，在以麦子、玉
米等传统种植业为主的曲周
县，多肉种植作为一项新兴产
业项目，得到重点扶持。2018
年和2019年，县政府以入股的
形式共向西木公司注入了
1200余万元扶贫资金，助力脱
贫攻坚。“公司每年把这部分资
金的10%用于收益分红，发放
给全县1632户贫困户。此外，
产业园还帮助40多名贫困人
员解决了就业问题。”

原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孟桂平，靠在这里务工脱了
贫。“丈夫患脑血栓失去劳动能
力，我不能去外地打工，正好产业园离家近，就来这
儿上班了。每月工资能挣1500块钱，扶贫分红一年
还能拿5000多元。”孟桂平对记者说，“就拿包装这
个活计来说，计件拿工资，手快的人一个月能挣到
4000多元。”

张晓东告诉记者，如今，原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已经全部脱贫。脱贫不脱政策，为了巩固脱贫效果，
公司继续给脱贫户发放收益分红，并优先安排脱贫
户就业。

曲周县注入的扶贫资金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西
木公司多肉种植基地已建成占地400多亩的大棚，
多肉种类达120多个，年培育7000万株，成为华北
地区最大的多肉种植基地，带动了曲周县及周边26
个多肉植物专业户的发展。

“现在基地改变了原来以批发为主的销售方式，
利用淘宝、拼多多、网上直播开展零售业务，春季平
均一天2000单，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5万单，零售
额最多的一天达到3万元。我们想把产业做得更
好，带动更多农户，让村里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能挣
到钱，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张晓东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文/摄

5月的寿光满眼青翠，生机勃勃，广袤
的田野里，各式蔬菜大棚东西纵向整齐排
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山东省寿光
市发展冬暖式大棚蔬菜，到90年代中期，
已达到蔬菜年总产量230万吨的规模，从
此奠定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地位。进入21
世纪，蔬菜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寿光蔬菜
产业不断壮大发展、升级提质。

5月中旬，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跟
随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组织的“全国农
民报总编辑看寿光乡村振兴”调研采访
团，走进寿光市，探寻蔬菜之乡产业成功
的秘诀。

“鸟枪换炮”，生产效能翻一倍

行走在寿光市南部平原，各式蔬菜大
棚几乎随处可见，其数量之多，棚体之大，
棚内设备之先进，让人叹为观止。

“大棚里的活儿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干，
不需要另请人。”在中国冬暖式大棚种植发
祥地——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的一个蔬菜
大棚里，今年65岁的大棚承包人王国林对
记者说，他承包的大棚实种面积近两亩，配
置了自动卷帘机、吹风机、水肥一体化系统
等设备和系统，“一年种两茬西红柿，可以
净赚七、八万块钱。”

洛城镇东斟灌村彩椒种植户李义海今
年55岁，他承包的大棚实种面积达5亩多，
配置的设备更多，有的达到智能化。“彩椒
最适宜的温度是28℃，超过28℃，放风机
就会自动打开，在手机上可以操作。”李义
海告诉记者，除了农忙时节请几个人帮忙，
平时的农活儿都是他和妻子打理，一年纯
收入达30万元。

王国林和李义海承包的大棚属于第五
代和第六代大棚，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如今
已在寿光市普遍应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青壮劳动力减
少以及国内外市场对寿光蔬菜需求的日益
增长，原来的大棚生产效能低的不足日益

显现。从2012年开始，寿光市大力推广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应用，不断提高大棚
蔬菜种植现代化水平。2016年，旧棚改新
棚、大田改大棚的“两改”工程开始实施，通
过以奖代补、减免费用、贴息等方式给菜农
以扶持，寿光蔬菜大棚进入应用高标准和
前沿技术进行改造的新阶段。

在市场引导和政府推动下，一个个新
式蔬菜大棚如雨后春笋在寿光南部平原

崛起，截至目前，寿光高标准蔬菜大棚已达
17万个，数量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减
少了3万多个，种植面积变化不大，而蔬菜
年产量反而增加一倍多，达到450万吨。
新式大棚应用了更多的自动化设备和系
统，大大降低了种植户的劳动强度。以前，
一对青壮年夫妻只能种一至二亩，现在可
以种四五亩。

除了第五代、第六代大棚，近年，第七代
蔬果大棚开始在寿光市推广使用。记者首
次见识了新式大棚配置的“黑科技”和生产
效能。

“只要在手机上一点，就可以完成喷灌、
吹风等作业。”在金投田柳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运营方技术负责人韩永琦一边演示，
一边介绍说，示范园共建160个新式大棚，
一个大棚实种面积近5亩，不仅有自动卷帘
机、吹风机、水肥一体化机等常规装备，还增
加了二氧化氮补充机等设备，并纳入了物联
网系统，种植户或技术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实施远程遥控，“我们1个技术人员可以管
理7~8个棚。”

比第七代大棚更先进的是工厂化栽培
温室。记者在金投田柳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的无土栽培温室和中国寿光型智能玻璃
温室采访时看到，温室空间宽大，地面整洁，
空气流畅，闻不到一丝异味。其中，中国寿
光型智能玻璃温室的果蔬打枝、采摘等作业
均由机器人完成，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工厂化栽培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方
向。”中国寿光型智能玻璃温室的一名技术
人员说。

“多管齐下”，蔬果更安全更好吃

进农户承包大棚，逛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记者一路品尝了不少生吃的蔬果，发
现这些蔬果不仅长得好看，颜值高，而且
口感好。

寿光蔬菜高品质的提升，源于当地
政府、农技人员和种植户等多方的共同
努力。

土壤的肥力直接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由于大棚种植长期连作和过多使用化
肥，寿光一些地方的土壤肥力一度下降。
2010年，寿光市启动“沃土工程”，为蔬菜大
棚实施土壤改良和微生物肥料一体化技术
改进，同时杜绝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经过
数年努力，大棚土壤退化、土壤板结的现象
逐渐减少，土壤活力被重新激发。

种子的优劣是作物增产提质的关键。
当年，寿光市引入了一批国外优质蔬菜种
子，为大棚蔬菜增产增收发挥了一定作用。

为加快种子国产化和本土化，创立更多的
自有品牌，从2012年开始，寿光市把蔬菜
种业发展作为推进蔬菜产业升级的“战略
工程”，动员本地科研力量，并引入高级科
研团队，加快了蔬菜种子的研发、品种选育
和推广。

走进潍坊科技学院蔬菜种子研发中
心，记者立即被众多种子标本吸引。该中
心负责人介绍，潍坊科技学院从2005年开
始相继成立了多个育种工作小组，先后选
育出“潍科”系列番茄、丝瓜、苦瓜等31个
新品种，一些品种已获推广。记者品尝“潍
科”番茄，感觉果汁酸甜适中，风味浓郁。

“这是口感型番茄，不仅味道好，坐果力也
强，受到种植户和消费者的欢迎。”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

2019年，寿光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共建的寿光蔬菜研发中心正
式挂牌，一批高级科研人员入驻寿光，开展
蔬菜种子的研发、选育工作。短短一年多
时间，他们就自主研发出了“寿光玉黄瓜”

“寿光小甜瓜”等17个新品种。
“这些新品种基本上都是国内顶尖品

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常
务副主任、寿光市挂职副市长刘伟向记者
介绍说，目前，10多个课题组和科研团队
正在研发中心开展科研攻关，对包括“卡脖
子”的青花菜、高端番茄、彩椒在内的10多
种蔬菜品种进行选育，“我们将选育更多有
特色的高品质蔬菜品种，助力寿光蔬菜产
业优质化、品牌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寿光市自主研发
并获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品种达140个，
国产化种子的市场占有率已由 2010 年
54%提升到70%，有些品种已达85%。今
年4月，孙家集苦瓜、纪台长茄、孙家集黄
瓜、斟灌彩椒、浮桥萝卜、田柳西红柿、孙家
集苹果苦瓜等7个单品，新晋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

推行标准化生产也是寿光市提升蔬菜
品质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一些行业标
准和团体标准，已在寿光市部分农业园区
率先推广使用。

记者采访时看到，金投田柳现代农业
示范园的示范棚，正按照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制定的“番茄温室全产业链管理技
术规范”行业标准进行种植，该标准对番
茄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后初加
工等环节均有详细要求。“一家一户分散
种植，标准落地比较难，我们率先示范，可
以推动蔬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提升寿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韩
永琦说。

推动蔬菜产业智能化推动蔬菜产业智能化、、优质化优质化、、标准化发展标准化发展

初种杂交水稻

““寿光蔬菜寿光蔬菜””品牌为何越叫越响品牌为何越叫越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吕娜 文/摄

5月，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柯柯牙镇塔格拉
克村，草木繁盛，花儿娇艳。“归园田居·塔村”景区又
进入每年“最美颜值”时段，星空帐篷、云台小楼、网
红打卡火车屋、飞机舱等花式民宿，让人流连忘返；
牧场上，游客骑在马背上或闲庭信步，或策马奔
腾。村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喜迎八方来客。

村民托合尼亚孜·艾西来甫家有两匹马。每天，
他都会把它们牵到划定的牧区，让游客们体验骑马，
收取一定的费用。“有时，我一天能挣将近2000元。
以前，我在村里放牧，一年下来挣的钱只够维持一家
人的基本生活。现在村子美了，建了景区，来的游客
多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了。”托合尼亚孜·艾西来
甫笑容满面地说，“今年，我打算再养两匹马，多挣点
钱，让日子过得更好。”

和托合尼亚孜·艾西来甫一样，村民艾尔肯·吾
守尔以前也是靠放牧为生，如今，他在景区经营了一
个蒙古包，卖烤肉、抓饭。“游客越来越多，我的生意越
来越好，一年下来能挣6万多。”艾尔肯·吾守尔说。

“归园田居·塔村”景区是阿克苏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从2019年开始建设的。截至目前，该
公司已投入1.3亿元，用于村里环境整治、水电道路
改造、绿化美化和80余处网红打卡点的打造，还开
发了10多个休闲娱乐体验项目。景区建成运营后，
吸引了众多游客。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景区已吸纳200余
位农牧民就业，人均月收入稳定在3000元左右，塔
格拉克村60%以上村民直接受益。

景区旅游火景区旅游火
村民日子甜村民日子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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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温宿“塔村”投入亿元靓颜值

菜博会展示的蔬菜特色品种。

机器人在寿光型玻璃智能温室里作业。

一名女工在大棚里管护蔬菜。

寿光蔬菜小镇大棚种植区。

游客在“塔村”景区体验骑马。

看寿光看寿光乡村振兴 ①①

快40年过去了，父亲从开始时的反对到最后爱种杂交水稻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昨

天。从那年起，杂交水稻就一直陪伴着父亲和乡亲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