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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白露谷，寒露豆，
花生收在秋分后。

深秋，又到了花生收获的
季节。双辽市红旗街道桑树村
成片的花生田里又热闹了起
来，花生收割机在田地里来回
穿梭,村民正弯着腰，拿着小筐
蹲在地上拾起被机器遗落的花
生。

“今年花生品质好，产量也
可以。”种植大户范丹丹对花
生的收成很满意，“保守估计，
一公顷地产 1.1 万斤鲜花生应
该没有问题。现在市场批发
价大约 3 元一斤，鲜花生刚摘
下来就被收走了!”

桑树村是双辽市花生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核心产区，有种
植花生的传统。这里的沙质
土 壤 透 气 透 水 ，无 法 种 植 水
稻，但特别适合花生生长。“这
里种植的花生虽果型不大，但
口感细腻，营养丰富，出油率
高，生吃好吃，炒着吃更香。”
嫁到桑树村 20 多年的范丹丹
对它很有感情。

范丹丹家今年的 30 亩地
都种了花生，又流转了 200 亩

土地，保守估计收入 30 万元。
眼下正值花生丰收季，红

旗街道 4500 多公顷花生喜获
丰收。

傍晚时分，走进双英花生
合作社，院子里堆满了等待去
壳的花生，工人还在热火朝天
地忙碌着。

“每年的十月这里是最热
闹的，农民卖花生的车一辆接
一辆，收来的花生堆积成山，
经过多重加工程序，发往全国
各地，成为人们餐桌的美味。”
合作社理事长说。

多年来，双辽市立足实际，
努力探索，不断加大种植业结
构调整力度，充分发挥带动引
领作用，培育高产优质花生新
品种。

作为以品种选育、花生种
植、科技推广、花生加工为一
体，采用产、供、销一条龙经营
模式的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
社，其花生智慧农业示范区主
要以双英2号、双英5号等为主
要种植品种，坚持大垄双行、60
公分垄双行拐子苗播种，测土
配 方施肥，中化智能水肥一体

化、智能操控，实现了远程操
作、墒情自动监测、视频远程监
控。智慧高效的种植方式、优
良的花生品种，使花生产量得
到较好保证和提升。

在距离示范区不远的官井
村村民贾艳涛的花生地中，贾
艳涛也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
时机开始收获花生。虽然没
有示范区智慧高效的种植管
理方式，但通过他精细管理，
初步估计他家的 10 公顷花生
也将获得不错的收成。

据了解，双辽市充分利用
其 自 然 条 件 、种 植 技 术 等 优
势，切实发挥以双英和科富等
花生专业合作社的带动引领
作 用 ，大 力 推 动 花 生 产 业 发
展，2018 年被省农委授予“花
生之乡”称号。今年，双辽的
花生年产量预计 8 万吨，年可
创产值 5 亿元以上。

小花生已成为双辽特色农
产品牌和产业示范，它将引领
更多的村民加入到种植花生致
富大军中，也将引领着村民乘
着这股东风奔向更幸福的未
来。

金秋时节，稻浪滚滚，正是
茭白采收季。

走进镇赉县嘎什根乡茭白
种植基地，田间地头满眼葱

绿。茭白地里，农户王振宇正
和工人一起，将刚采收上来的
茭白打包装车。另一边，四五
名身穿防水裤的收茭工人穿梭

在一人多高的茭白田里，动作
娴熟地用镰刀将一个个鲜嫩的
茭白收割下来，放进一旁的塑
料筐内，刚出水的茭白叶绿身
白、鲜嫩可口。

白城吉鹤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嘎什根乡通过“公司+
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茭白
种植业，公司总经理丁炜表
示 ：“ 种 植 茭 白 可 谓 一 举 多
得，镇赉县水源充足且常年
水温低，土壤肥沃偏碱性，适
宜茭白生长，而且茭白还可
以改良碱性土壤。镇赉种植
的茭白品质优良，个大白嫩、
略带甜味，与全国各地茭白
相比，营养、口感、保存期等
指标遥遥领先。茭白叶子可
以当做青储饲料，1 公顷茭白
根系还能卖 1 万多元，真正浑

身是宝。”
今年茭白丰收离不开当地

村民的辛勤忙碌，“茭白种植每
天工作一般都是 8 个小时，忙
的时候是10个小时，平均下来
一个月能挣 5000 多元。”嘎什
根乡村民谷春义说。

正在收获的单季茭白每公
顷产量在 6 万斤以上，收购价
在 2 元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
观，茭白种植也为当地提供了
不少就业岗位。

“茭白市场很好，有公司
收购不愁卖，我今年种了 3 公
顷茭白，平均每公顷算上人工
成本投入 5 万元左右，产出 20
多万斤，今年纯利润 21 万元，
明年我要扩大种植面积，准备
种 8 公顷茭白。”王振宇笑着
说。

走进吉林益隆长白山
实业有限公司的现代化
菇坊，一面面高高的杏鲍
菇“墙”上，乳白鲜嫩的菌
菇散发着清香，工人正在
熟练地采摘成熟的杏鲍
菇。

吉林益隆长白山实业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入驻
安图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面积 15 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 9.8 万
平方米，是一家生产、加
工杏鲍菇企业，主营产品
有杏鲍菇、木耳、冻蘑等
食用菌产品。一期工程
于2019年开工，主要建设
制包车间、培养车间、两
个出菇车间和包装车间，
具备日产杏鲍菇 30 吨能
力，产品销往国内外市
场。目前正在进行二期
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
可日增加生产杏鲍菇、黑
木 耳 40 吨 ，年 增 产 值
7600 万元，带动就业 100
人。

据公司总经理王强
介绍，该公司已实现从
菌棒制作到杏鲍菇成品
包装一体化流水生产，
日产杏鲍菇 20 吨，2021
年 实 现 产 值 近 3000 万
元。今年前 8 个月，公司
生产杏鲍菇菌棒 1.6 万
棒、杏鲍菇 4820 吨，实现

产值 2036 万元、销售收入 1903 万元。近年来，公
司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通过提供就
业岗位、收购周边乡镇菌包原材料等途径，带动
农户增收。截至目前，已雇用当地劳动力 200 余
人，年均增收 4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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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稻菽飘香，舒兰
市各地正抢抓农时收割水稻，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在舒兰市永丰米业有限公
司水稻基地，几台收割机正在
田间穿梭。机械化作业为水稻
收割按下“快进键”。

公司今年种植高标准、高
效益生态农田 41.5 公顷，订单
模式绿色水稻732公顷。采取
稻鸭共生、稻蟹共生两种生态
种养模式。将种植业和养殖业
相结合，综合利用稻田空间，节
约耕地，将原有的稻田生态系
统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转化，形
成良性循环。目前已经收割

300 公顷，预计 10 月上旬收割
完毕。

在大米加工车间，多条大
米加工生产线开足马力，一袋
袋大米自动包装好，由机器手
码垛。一会儿工夫，一袋袋大
米通过传送带装满了货车。今
年与华润五丰、中国邮政、娃哈
哈、东北亚商贸等企业合作，永
丰大米销往浙江、山东、山西、贵
州、辽宁等地。目前，公司已经
销售大米2万吨，预计年销售大
米3.5万吨，产值预计2.2亿元。

公司通过稻米品牌建设，
推行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新模式。打造集“研发、生产、

示范、体验”为一体的永丰米业
现代农业产业园。农田铺设观
光栈道、园区建有稻田观测塔、
现代农业设施展示园、游客中
心、稻米科技文化中心、生物质
燃料加工车间等。

其中生物质燃料加工车间
将收割水稻剩余的稻壳加工成
为生物质燃料颗粒，供周边供
热单位使用。这种生物质燃料
颗粒可替代石油、煤炭等传统
能源，既能保护环境，又能实现
节能减排，还能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已经生
产生物质颗粒6100吨，销售收
入400万元。

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行“订单农
业”，通过流转、租赁土地等方
式带动周边农户 278 户，人均
年增收 2500 元。通过雇工带
动40户农户人均年增收近1万
元。

今年，舒兰市不断加大高
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三产融合，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
步优化。舒兰大米已经成为一
张白金名片，畅销全国40多个
大中城市以及十几个国家。

舒兰：三产融合绘就丰收胜景
□ 潘慧凝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镇赉：茭白铺就发家路
□ 刘聪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双辽：小花生结出致富果
□ 张妍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