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江三河润沃野：天赐的自然生态密码

镇赉县的命运转折，始于对自然密码的重新破译。镇赉
县地处嫩江与洮儿河、呼尔达河、二龙涛河的一江三河汇聚地，
年均过境水量达 219亿立方米，相当于 5个太湖的水量。在
2010年以前，这些水资源并未转化为农业优势——全县有效灌
溉面积不足30万亩，70%的耕地只能是“望水兴叹”。

转机出现在国家“河湖连通”工程的实施。
镇赉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站在嫩江白沙滩泵站前，手指着

水系图介绍说：“我们以嫩江为心脏，32条输水渠道为动脉，9
座提水泵为关节，将四大水系串联成江河互济的大水网。”这项
历时 8年、投资数十亿元的工程，使全县的水域面积从 9.52万
公顷激增到10.13万公顷，湿地恢复到20万公顷。

每年的灌溉季，在建平五家子泵站，宽度30米多宽的输水
渠道如同一条银色的巨龙，将嫩江水输送到 4000余公顷盐碱
地。“过去用柴油机抽水每亩浇灌成本要120元，现在使用引嫩
入白工程引来的江水每亩才90元。”种粮大户刘清洁抚摸着电
动化闸门控制器。更关键的是生态账：引江水洗盐压碱后，土
壤的pH值从9.3降到7.7，有机质含量也略有提升。

莫莫格蒙古族乡种植合作社孟庆江的 840亩稻田全部采
用嫩江直引灌溉，其推出的“梦乡湾”牌有机大米因食味口味、
矿物质比普通大米高，在 2019年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斩获

“金奖”。通过种植弱碱香稻品种，每斤稻谷收购价达3.8元，较
普通品种溢价27%。

科技破题盐碱滩：从“种不活”到“种得好”

水资源困局破解后，更大的挑战摆在面前——如何在重度
盐碱地上种出高产水稻？镇赉县与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三代
科研专家齐心协力，开展一场农业科技攻坚战。

农作物在这里难以扎根生长，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低位，农
民守着这片土地，却难以实现丰收的梦想。然而，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这片曾经荒芜的盐碱滩正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实
现了从“种不活”到“种得好”的华丽转身。

2008年，任志国成立镇赉县第一家农业合作社——英台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初期，合作社面临着诸多难题，盐碱
地的低产困境成为他们首先要攻克的难关。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任志国积极寻求科技支持，与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建立紧
密合作关系。

省农科院派出团队入驻大屯镇，以马巍副研究员为主的专
家带来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良技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
壤保水保肥能力。同时，施用“生物菌肥”，增加土壤有益微生
物数量，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增强土壤肥力。这些技术的综
合应用，为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土壤改良，培育优质高产耐盐碱水稻品种也是关键。
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英台合作社承担起优质水稻新品种种子
繁育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盐碱地种植的
水稻品种，这些品种具有抗盐碱、高产、优质等特点，如“吉粳
816”，不仅产量稳定，而且自带天然稻香，口感软糯，深受市场
欢迎。

在种植模式上，任志国积极探索“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推
广蟹田稻。螃蟹在稻田中穿梭，以害虫和杂草为食，排泄物又
为水稻提供了天然肥料，实现“一水两用、一季双收”。这种生
态循环模式，既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又
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改良了盐碱地土壤环境，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2024年，英台合作社的稻渔综合
种养面积不断扩大，河蟹产量稳步增长，成为增收新亮点。

每到夏季，走进英台合作社的稻田，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
际的翠绿稻浪，微风吹过，稻香阵阵。曾经的盐碱荒滩，已成为
充满希望的米粮川。在科技的助力下，任志国和他的合作社成
员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农业发展的新篇章，让盐碱地变成了肥
沃的高产田，为镇赉县乃至全国的盐碱地农业开发提供了宝贵
经验，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力量 。

从“白色沙漠”到阡陌纵横，镇赉县这片曾经的重度盐碱地
上，如今也能看到千重稻浪绵延无际。

从荒芜地到稳产田，再到部分田块已成为公顷产量超 10
吨的高产田，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

智慧农业显身手：从“会种田”到“慧种田”

镇赉县，这片孕育着无限希望的黑土地上，丰沛的水源；独
特的弱碱性土壤，为水稻生长提供了特殊的养分；充足的光照
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赋予镇赉大米独特的口感与丰富的营养。
然而，过去受限于传统种植方式，镇赉大米产业的发展面临诸
多瓶颈。如今，随着智慧农业的兴起，镇赉县的水稻种植正经
历一场深刻变革，从“会种田”逐步迈向“慧种田”，任志国和孟
庆江便是这场变革中的典型代表。

任志国多年来深耕水稻种植领域，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
爱钻研的劲头，随着科技的发展，他敏锐地察觉到智慧农业将
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于是，他积极引入智能设备，开启“慧
种田”的探索之路。

在插秧环节，任志国率先采用单棵插秧和侧深施肥技术，
借助先进的插秧机，在插秧的同时将化肥精准地施在稻苗根
部。这一技术的应用，让每公顷稻田种子用量减半，不仅降低
了成本，而且由于肥料的精准供应，稻苗茁壮成长，产量并未受
到影响，甚至有所提高。

在田间管理方面，任志国更是引入一系列高科技设备。传
感器被安装在稻田的各个角落，实时监测土壤的湿度、温度、酸
碱度以及养分含量等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传输
到任志国的手机或电脑上。一旦数据出现异常，系统会立即发
出预警，任志国便能根据这些信息，及时采取措施，精准灌溉、
合理施肥，确保水稻始终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中。

除了田间管理，任志国还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水稻新品
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在他的稻田里，种植着近百个耐盐碱、
高产等水稻试验品种。通过对这些品种的试种和筛选，他不断
寻找最适合镇赉县土壤和气候条件的水稻品种，为提高水稻产
量和品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与任志国一样，孟庆江也是镇赉县水稻种植领域的先锋人
物。他经营的“梦香湾”米业，以生产高品质有机大米闻名。在
智慧农业的浪潮下，孟庆江同样不甘落后，积极探索智能化种
植和管理模式。

为了保证大米的品质，孟庆江在种植过程中严格遵循有机
标准。他利用智能化设备，对稻田的灌溉用水进行实时监测和
净化，确保水源无污染。同时，他采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监测
和防治，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和专业的检测设备，能够快速、
准确地发现病虫害的迹象，并及时采取生物防治或物理防治措
施，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保证大米的绿色、有机品质。

在大米加工环节，孟庆江引进先进的自动化加工设备，实
现了从稻谷脱壳、碾米到包装的全自动化生产。这些设备不仅
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能够精准控制加工过程中的各项参数，
保证了大米的口感和品质。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孟庆

江可以实时监控生产线上每一个环节，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

任志国和孟庆江的成功实践，只是镇赉县智慧农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如今，在镇赉县，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认识到智慧
农业的优势，纷纷加入“慧种田”的行列中来。在智慧农业的助
力下，镇赉大米的产量和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从“会种田”到“慧种田”，镇赉县大米产业的智慧转型，不
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的道路。

品牌突围再蝶变：从“卖稻谷”到“卖品牌”

北纬45度黄金水稻带的土地，独特的弱碱性土壤、充足的
日照以及嫩江水的滋养，成为水稻生长的天堂，孕育出闻名遐
迩的镇赉大米。

多年前，镇赉县的稻米产业却面临着“稻强米弱”的困境。
农户辛苦种植的优质稻谷，大多以低价卖给粮商，缺乏品牌意
识，导致附加值难以提升，农民增收缓慢。

孟庆江，这名专注于农业的“新农人”，敏锐地察觉到品牌
的力量。2010年，他成立了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决
心打造属于自己的大米品牌——“梦香湾”。

“梦香湾”品牌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孟庆江深知，要在
竞争激烈的大米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从源头抓起，保证大米
的品质。合作社采用有机种植方式，杜绝使用农药和化肥，在
水田里散养鱼、蟹，实现了生态循环。为了控制病虫害，他们采
用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除虫、除草方法，虽然成本增加了，但大
米的品质得到了质的提升。孟庆江还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引
进优质水稻品种，不断优化种植技术。

品质有了保障，如何让更多人知晓“梦香湾”品牌，成为孟
庆江面临的又一难题。

孟庆江带着自家的大米，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博览会，
积极与经销商、超市对接。2019年，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第
三届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创新大赛暨优质渔米评比推介会上，梦
香湾有机蟹田米荣获创新大赛特等奖和“绿色生态奖”。这一

荣誉，让“梦香湾”品牌声名鹊起，销量大幅增长。
在孟庆江的带领下，“梦香湾”品牌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带

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也为镇赉大米品牌建设起到了示范作
用。如今，镇赉县像“梦香湾”这样的大米品牌越来越多，它们
依托镇赉大米的区域品牌优势，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镇赉县大米品牌建设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近
年来，镇赉县政府整合资源，塑造“镇赉大米”品牌，提高品牌使
用门槛，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包装、统一质量标准，摆
脱了无序竞争的局面。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政府牵头，市场
化运作，引导鼓励企业共同出资，联合宣传，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示镇赉大米独特的生长环境、种植文化和优良品质。在市场
监管方面，政府搭建大米质量追溯平台，全程监管大米市场，严
厉打击假冒伪劣，为品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从“卖稻谷”到“卖品牌”，镇赉县大米产业实现了华丽转
身。

产业升级向新行：从“单一链条”到“三产融合”

多年来，镇赉大米以其颗粒饱满、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而闻
名遐迩，然而，曾经的镇赉大米产业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长期
依赖单一的种植与销售模式，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农民收益
增长缓慢。

近年来，镇赉县积极探索产业升级之路，努力实现从“单一
链条”到“三产融合”的转变，在众多的探索者中，建平乡丽华家
庭农场的毛印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毛印华作为当地的种
粮大户，多年来一直深耕水稻种植领域。以往，他的主要收入
来源仅是将稻谷直接销售给粮商，利润微薄，且受市场价格波
动影响极大。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单一的经营模式
愈发难以维持，甚至一度出现亏损。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毛印华开始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他敏
锐地意识到，要想提升大米产业的效益，必须延伸产业链条，开
展多元化经营，于是，他率先迈出了第一步，投资引进先进的大
米加工设备，对稻谷进行深加工。经过精细加工的大米，不仅
外观更加精美，口感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幅提

高。通过打造自己的品牌，毛印华将加工后的大米直接推向市
场，与各大超市、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拓宽了销售渠道，产品
销量和利润都实现了显著增长。

不满足于现状的毛印华又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电商领
域。儿媳张利积极学习电商运营知识，开设线上店铺，借助互
联网的力量，将镇赉大米销售到全国各地。通过直播带货、网
络营销等方式，镇赉大米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关注和购买。在销售大米的同时，毛印华还充分挖掘
大米的周边产品，开发了米糠油、米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丰
富了产品线，提高了产业附加值。

在毛印华探索产业升级的同时，嘎什根乡也在积极推进三
产融合发展。嘎什根乡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水稻
资源，成功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名录。为了
提升水稻产业的竞争力，嘎什根乡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
构，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技术，从源头上保证大米的品质。

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嘎什根乡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引进了多家大米加工企业，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体
系。这些企业不仅提高了大米的加工精度和质量，还开发出多
种类型的大米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积极探
索“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
打造一批以水稻种植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在这
里体验插秧、收割等农事活动，品尝新鲜的大米美食，感受乡村
生活的乐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
提升了镇赉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从毛印华的个人实践到嘎什根乡的整体推进，镇赉县大米
产业正逐步实现从“单一链条”到“三产融合”的华丽转身。如
今，镇赉大米已不仅仅是一种农产品，而是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销售、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农
民收入持续增长。

从“风吹碱面白花花”到“塞北江南稻花香”，镇赉县用科技
之钥打开生态之门，以品牌之力撬动产业升级。2024年，全县
粮食总产值突破80亿元，带动2.3万农户户均增收1.2万元，为
全球盐碱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正如县领导所说：“当科技
邂逅沃土，当传统拥抱创新，盐碱滩也能长出黄金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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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碱荒滩”到“黄金粮仓”的跨越
——解码镇赉大米产业的生态蝶变与产业突围

潘晟昱 王凯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兴安岭之阳，吉林西部。嫩江与洮儿河交汇的冲积平

原上春潮涌动，一望无际的稻田泛出新绿。这片曾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判定为“不适宜耕种”的盐碱荒滩，如今已化身

为水稻面积155.9万亩、年产20.6亿斤优质水稻的“黄金粮

仓”，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这场蝶变的背后，是

一部人与自然和解的史诗，其核心密码在于：以生态修复

重建生产基础，以科技创新突破资源桎梏，以产业融合激

活价值链条。

镇赉县水稻种植面积155万亩，是我省水田生

产第一大县。图为嘎什根乡插秧前的泡田阶段，

连片的稻田如水乡景色。

副研究员马巍在做实验

任志国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

孟庆江在水田里散养鱼蟹实现生态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