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走进广袤的田野，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
稻田像金色的海洋，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璀璨的光
芒。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脑袋，饱满的颗粒紧密相拥，
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微风拂过，稻浪层层涌动、
沙沙作响，奏起金秋的丰收乐章。

在鱼台县清河镇种粮大户陈宜强的稻田里，农民们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紧张地忙碌着。一台台收割机
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稻草打捆、小麦播种，全流程机械
化作业。颗粒饱满的稻米载满了一车又一车，一幅美丽
的丰收盛景图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铺展开来。

“今年，我种了320亩水稻，品种好，每亩能收一千三
四百斤，又是一个丰收年！”陈宜强高兴地说。

鱼台大米的主要种植区域属黄河冲积平原，依傍微
山湖、京杭大运河的充沛水系，米粒均匀、晶莹透亮、洁
白如玉，蒸煮后气味清香、柔软爽滑，备受食客喜爱。近
年来，鱼台县委、县政府实施以“五统一”为主要模式的
绿色稻米发展战略，标准化种植规模连年扩大。全县优
质品种推广覆盖率达到100%，硬板育秧机插秧集成技
术、绿色防控技术、两减一增技术、配方施肥、秸秆综合
利用技术等高效生态绿色循环技术应用覆盖率达到
98%以上，鱼台大米品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水稻种得好，更要收得好。记者了解到，今年鱼台
县的30万亩水稻在10月 22日前后展开大规模收割。

其中，20万亩水稻可实施秸秆打捆离田，10万亩水稻实
施秸秆粉碎还田，全县水稻机收率达到99.9%，预计10
月底，全县水稻收获工作可全面完成。

“通过选择优质品种、科学播种、合理密植、精准施
肥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控等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措施，配合
全程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让农户的收入提高了，也高质
量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鱼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刘永介绍，今年水稻收割期间，鱼台县上阵联合收割
机1000多台，投入各类农机具8000多台套。为确保机
收工作的顺利进行，鱼台县农机部门提前行动，检修各
类农机具、培训农机手，并组建3个技术指导服务小组深
入田间地头，提供现场指导和技术支持。同时，设立服
务热线、跨区接待服务站，开辟6条农机绿色加油通道，
全方位、多举措保障水稻机收工作顺利进行，助力农民
朋友颗粒归仓。

为做好这篇“米”文章，鱼台县不断加强稻米加工能
力，逐步形成加工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县拥有稻米
加工企业42家，建有各类稻米加工生产线40余条，日加
工能力均在200吨以上，是山东省最大的稻米加工产业
集聚区和苏皖豫鲁四省水稻加工集散地、东北三省稻谷
加工周转区，产品远销全国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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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金秋时节，微山县高楼乡白莲藕喜获丰收。在藕虾生态
共养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正忙着挖藕、清洗、打
包、搬运、过秤、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高楼乡地处湖区，辖区80%为湖面，其中湖边涝洼地面
积约 4 万余亩，原来由各村村民一家一户分散管理。由于地
势低洼，收入不稳定，群众大多是粗放式管理，种植作物有水
稻、大豆、小麦等，还有个别农户在低洼地段种植浅水藕，捕
捞野生龙虾，效益不高，面源污染风险也比较大。

为提高湖田效益，做好尾水治理工作，2022 年高楼乡
通过调研，决定实施涝洼地改造及产业结构调整。根据项
目规划，引进浅水藕与小龙虾共养的生态立体种养模式。

“浅水藕生长环节为小龙虾提供了栖息繁殖的庇护，采挖后
残留的次藕又给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小龙虾的生长
活动则为浅水藕提供了养分，减少了病虫害。因此，稻虾共
养模式最大程度上使两种产业效益达到最大化。”高楼乡有
关负责人介绍。

为支持这种生态立体种养模式的推行，高楼乡藕虾生态
共养园区与山东省农科院水生蔬菜研究所、湖北水生蔬菜研
究所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为园区提供技术服务。

“得益于专家的支持、园区的带领，我家种植白莲藕116
亩，藕虾混养每亩产值一般在8000至10000元，每亩纯收益
在5000元左右。每年6月下旬，近4万亩藕虾共养区将有莲
叶、莲蓬和一亿两千万斤白莲藕陆续成熟，卖上好价钱，咱
村民的口袋就鼓起来了！”白莲藕种植户牟金东高兴地说。

如今，园区不仅为全乡浅水藕与小龙虾混养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也解决了种植养殖尾水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还被
授予“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水生蔬菜试验示范基地”
称号，带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

4万余亩白莲藕
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张妍

日前，在曲阜市时庄街道的八里庙中华梨枣种植基
地里，一场梨枣采摘活动火热举行，这是八里庙村引进梨
枣种植第4个年头，也是该村举办的第二届采摘节。

“我们村在街道党工委的帮助下，连续举办了两届梨
枣节，打响了‘八里庙梨枣’这一特色农产品品牌，实现了
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双增收’。”时庄街道辛庄村党总支书
记、八里庙自然村负责人颜景立自豪地说。“产品力”和

“营销力”双提升的经营思路，让八里庙梨枣品牌知名度
越来越高。

走进八里庙梨枣园，枣林郁郁葱葱，枝头的梨枣成串
成簇，压得枣枝摇摇欲坠。颗颗梨枣果肉饱满，阵阵枣香
随风飘过，让人垂涎欲滴。来采摘的游客穿梭在枣树间，
不一会儿工夫，袋子里就装满了沉甸甸的梨枣。

“过去我们村主要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一年收入
相对较少。”65岁的村民鹿梅荣说。为破解村里无产业的
难题，2021年，时任八里庙村党支部书记颜景立大胆引种

“冷门”水果——梨枣。“梨枣在鲁西南属于市场空白，种植

得很少，此外，这个品种好管理，产量和市场价格都不错。”
说起为何引进梨枣发展农业产业，颜景立这样说。

颜景立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街道的积极支持。然而，
对于种枣这件事，一开始多数村民并不认可。

“种经济作物能不能卖得出去？万一遇到恶劣天气，
减产或者绝产了怎么办……”颜景立回忆说，村民们受传
统观念影响很深，觉得粮食价格稳定，心里踏实。

为此，八里庙村党支部决定先行先试，由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流转土地，发展种植。如今，4年过去，八里庙村建
设了中华梨枣采摘园，梨枣等其他品种种植面积达到280
余亩，种植枣树2.4万余棵，预计今年产量30多万斤，产值
100万元以上。

单纯种植梨枣，一旦市场不好，农民就会丰产不丰
收。如何让梨枣持续稳定地卖出好价钱？颜景立心里又
产生了新的想法：可以多种几个品种，搞鲜枣采摘，发展乡
村旅游，等种植面积上规模了，再发展梨枣的深加工产业。

颜景立这一想法，与时庄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琦不谋而
合。“八里庙村作为时庄街道乡村振兴片区核心村之一，我
们通过举办中华梨枣采摘节，打造了八里庙果蔬‘新IP’，

为农文旅融合发展蹚出了新路子。”王琦说。
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2023年10月，在时庄街道党工

委的大力支持下，八里庙村举办了首届八里庙中华梨枣采
摘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如今，梨枣已经成为八里庙村的名片，村庄也因梨枣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尝到梨枣甜头的八里庙人始终
没有停止敢闯敢试的步伐，未来将继续探索枣酒、枣干、枣
泥等产品的深加工，通过延伸梨枣产业链，持续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把梨枣产业做精做优。

连日来，三秋生产工作快速

推进。截至10 月 20日，全市秋

粮应收面积 583.28 万亩，已收

525.65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90.12%。其中，玉米（纯作）应收

面积 402.95 万亩，已全部收获

完毕；大豆（纯作）应收面积

65.21 万亩，已收 64.56 万亩，

占应收面积的 99%；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应收面积 24.51 万

亩，已收23.9 万亩，占应收面积

的 97.51% ；水 稻 应 收 面 积

58.82 万亩，已收 8.64 万亩，占

应收面积的 14.69%；甘薯已收

面积 25.6 万亩；花生已收面积

52.02 万亩。

秋收的同时，秋种工作也在

稳步进行。目前，小麦应播面积

571.17 万亩，已播 352.33 万

亩，占应播面积的 61.69%。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刘雪华

秋粮归仓，耕地耙田，大蒜、小麦播种……“三秋”时节，
蒜乡大地一片繁忙，收获过后，又开启新一轮的播种。不过，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渐行渐远，农机新装备等新质生
产力纷纷现身广阔田野，让金乡农业生产从收到种都彰显着

“科技范”，描绘出农业生产新画卷。
10月18日，记者从金乡县农业机械服务管理部门了解

到，截至目前，金乡县大蒜种植全面结束，种植机械化率达到
60%。

今年秋季，高河街道郭七楼村村民李新年、李新华、李
通、王伟等20余户蒜农一改过去人工种蒜的老方法，采用山
东省玛丽亚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蒜正芽播种机种植
大蒜，顺利完成了今年的播种任务。李新年说，大蒜播种机
播种效果很好，深度、行距、株距也都比较匀称，关键是不再
那么受累了，速度还提升了。对于金乡许多农民来说，种田
有着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体验。

多年来，金乡县坚持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
标，不断引进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整
体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智能化、机械化水平，努力绘就金乡
现代化农业新“丰”景。

大蒜作为金乡县的主导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其种植主
要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减轻劳动力负担，金乡县大力推广大蒜生产全程机械化，强
化设备研发和技术支持，积极引导支持农机生产企业开展产
学研合作，攻克技术难点和薄弱环节，依托先进的机械制造
技术，开发生产适应于大蒜全产业链发展的机械设备，成功
研发大蒜播种机、收获机、分瓣分选机等8大类、62款大蒜机
械化设备，为大蒜种收环节提供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今年
5月，大蒜种收机械化技术获评“全国蔬菜机械化创新成果”。

随着大蒜种植机械的推广，越来越多的蒜农选择用机械
代替人工，不仅提高了种植效率，还节省了人力成本。山东
省玛丽亚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张德坦说：

“为了保证把播种机用好，我们对所有购买播种机的人员和
服务队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又把公司的技术人员分成了多个
小组，到田间巡回服务，确保机器出现问题能得到及时维
修。”

农机一小步，农业一大步。从传统的“牛拉人扛”到如今
的“机收机种机防”，从过去“会种田”到现在的“慧种田”，新
机具新技术的推广让金乡农业生产更高效。金乡县农业机
械服务中心主任李五香介绍，金乡县大力开展新机具、新技
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强化生产技术培训，先后举办农
机技术培训班106场次，培训基层农机技术人员1500余人，
推广应用各类设备1.6万台套，全县大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70%，缩短生产周期5天，亩均降低采收成本1300余元。

大蒜种植
尽显“科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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