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荷花盛放，娇艳无比。走进镇
赉南湖，人们或在“荷风细雨”中流
连，或在木栈道上漫步，树嵌翡翠花草
掩径，水光潋滟鸥鸟翩飞，芦苇摇曳绿
浪起伏，仿若置身悠悠画卷，美不胜收。

镇赉县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因其位于
城南而得名“南湖”。该湿地公园既有湖泊、
沼泽，又有草甸、草原，还有森林（园林绿
化），具有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物
种。占地面积500多公顷，设有宣教展示
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是一个集生
态保护、科普宣传、公众教育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湖泊类公益性国家湿地公园。

今年，该湿地公园有序推进各项工
程建设，其中包括独特创意、别致造
型，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的天鹅岛景
区；建设 6公里的亲水木栈道观景干
线；景观塔粉刷工程；湿地公园整石刻
字工程；“五和阁”即盛和阁、泰和阁、
众和阁、敬和阁、源和阁，牌匾制作安
装工程；栽植荷花10余个品种、1000
余株，铺设草坪6000平方米。随着建设
力度的不断加大，目前湿地公园的景观
效应初步显现，慕名而来观光游览的游
客络绎不绝。

图①天鹅岛爱情照相馆。 潘晟昱摄
图②苒苒绿叶衬红颜。 齐鑫摄

位于吉林省西北角的镇赉县，水稻种植历史
不足40年，却已连续4年在这个农业大省夺得水
稻产量第一。镇赉地处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
区之一，域内半数以上耕地为盐碱地，曾被风沙常
伴、旱涝急转、地僻人穷等长期限制发展。二十世
纪80年代中期以来，穷则思变的镇赉在探索中形
成“以稻治碱、以稻治涝、以稻致富”发展理念接力
至今。

2022年，蓄力问鼎全省稻产五连冠的镇赉正
从“水稻大县”向“水稻强县”转变，成为“中国饭
碗”的重要一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结构
优化、生态改善、科技赋能等效应叠加下，被誉为

“人工湿地”的稻田正改变着这片昔日“不毛之地”
的底色，撬动当地三产融合进入新态势。

“双水互促”孕育新稻香

暑伏时节，烈日悬空，在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
之畔，半米高的水稻正值孕穗期。镇赉县东部莫莫
格蒙古族乡元宝吐村一片碧绿的稻田里，62岁的
庆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江正带着
农民清除水藻。两个月前投放的175公斤“大眼幼
体”蟹苗，已从米粒大长至黄豆粒大，它们本能地
躲开了人类作业脚步，却吸引了两只黑翅长脚鹬
伺机捕猎。

依托嫩江之水，实现水稻与水产“双水互促”，
撬动“沿江经济带”发展，是镇赉今年重点推进的
一项工作。镇赉县水产管理总站副站长伊明静介
绍，6月初，站里累计为7个乡镇提供了475公斤蟹
苗及技术指导服务，有效促进14万亩稻田综合种
养实现推广，使弱碱水孕育的有机稻和大闸蟹进
一步在国内市场占据份额。

孟庆江的合作社拥有56公顷有机稻田和161
公顷绿色稻田，产出的优质米比普通米每公斤多
卖出5到10元，年带动40户农民致富和1000余
人次就业。“早先穷，过年连猪都舍不得杀。现在除
了大米、螃蟹能挣钱，地里打工每小时还能添26块
钱，平时想吃啥就买啥。”元宝吐村村民齐国胜说，
这些年，种稻圆了当地很多人过上好日子的美梦。

蟹稻共养，如今在国内已不算新鲜事。蟹能除
草、吃虫、肥田，从而避免使用农药、化肥，稻田又
为蟹提供天然栖息条件，实现“一地双收”。镇赉

“沿江经济带”有机稻田特别之处，通过经年对比
的无人机航拍镜头可发现，随着种养规模不断扩
大，田埂边界的颜色正逐年由白转绿。

沿元宝吐村驱车东行30余公里来到大屯镇大
官村，黄昏时分，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450
公顷蟹稻共养田里蛙声一片。这处被5G监测系
统、无人机播种、田间气象站、植物补光灯等拉满
科技感的稻田，不仅常年带动400人次增收，还是
吉林省农科院的科技示范基地，其中20公顷试验
田里星罗棋布地生长着92个试验品种。

镇赉近30万人口中2/3为农业人口，305万
亩耕地中超半数为盐碱耕地。“全县的盐碱地再复
杂，也能从这里找到一个适合种下的品种。”72岁
的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说，虽
然镇赉的水稻产业是从盐碱地里硬生生种出来
的，但当地农民这些年已不再为量产发愁，而是把
更多的心思用在“出好米、创好牌、卖好价”上。

2022年，在吉林省启动“千亿斤粮”生产工程
背景下，镇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至305万亩，
其中水稻面积155万亩——比去年增加10万亩，

比“种植元年”1986年增加了1.4万多倍，预计产量
20亿斤。如今，镇赉50%的农业来源是水稻生产。

历时30余年从无到有、由量到质的深耕细作，
如今嫩江边的稻米已远销黄河、长江、珠江沿岸，

“镇赉大米晶莹剔透、口感软糯，闻起来香气十
足。”北京铭言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杉杉说，
公司专供北京区域中高端市场，每年大米采购量
中95%来自镇赉。

由东部火山岩米、中部黑土有机米、西部弱
碱米组成的吉林大米，近年来正成为远近闻名的

“白金名片”，2017年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
镇赉大米正是其西部代表。目前，镇赉已有66个品
种得到绿色有机认证，累计注册大米品牌商标207
个——包括任志国的“老任头”以及在全国绿色食品
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孟庆江的“梦香湾”等品牌。

“人工湿地”改出新土质

早在10年前，稻田面积持续扩大的吉林西部
就已被视为“天下粮仓”提质增量的潜力股。看着
白花花、踩着松垮垮的盐碱地，含盐量高、通气性
差、肥力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曾带来全球性
治理难题。那么，镇赉盐碱滩凭什么能种出如此规
模的“人工湿地”？

“治理盐碱地，关键在于以水治盐。”镇赉县委
书记刘振兴介绍，当地呈现出典型的北方盐碱地
特征，因地表水在低洼带积聚蒸发为土壤盐渍而
形成，与因地下水位升高导致盐分向表土迁移的

南方盐碱地不同。盐随水动，引水入渠利用水动力
冲刷，可以减轻土壤盐渍化程度，这就是镇赉长期
以来坚持“以稻治碱、以稻治涝、以稻致富”的研判
基础。

镇赉地处北纬45度“黄金水稻带”，具备季节、
温差、光照等天然优势。推广水田之前，当地主要
作物为玉米和大豆，频繁内涝又加剧土地返盐返
碱，大量农田成为弃耕地。56岁的嘎什根乡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王建国回忆，17岁那年的一场内涝，
土地“用镐头刨个坑，带出来的是盐泥球”。

如今在镇赉水稻发祥地嘎什根乡，极目远眺
间是无尽的稻浪绿海，这里以1.47万公顷的种植
规模成为吉林水稻第一大乡。按照地方规划，仍在
延扩种植面积的嘎什根乡未来有望在规模上领跑
全国。“现在难见旱田，当年难见水田”的改变始于
1985年，镇赉县成立水稻生产办公室，确定在嘎什
根乡新荒户村等村屯先行先试种植水稻。

这一年是镇赉水稻的“政策元年”，为接下来
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人才流动、待遇保障等打
下根基。转眼来到“种植元年”1986年，虽然105亩
水田勉强种出了稻子，但因缺乏技术支撑，导致产
量低、米质差，关键是农民不买账，认为“种那破玩
意有啥用”。

嘎什根乡创业村西侧的一栋白色二层小楼，
是农业科学专家常驻的白沙滩灌区试验站，这里
亦是镇赉破解种稻技术瓶颈的智囊库。36岁的吉
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家住长春，
每年有200多天扎根镇赉。“今年进行了育苗激光

辐照技术、钵体育苗有序机抛技术、水稻机插同步
侧深施肥等技术示范推广。”他说，镇赉稻田的科
技翅膀更硬了。

1988年是镇赉水稻的“科技元年”。51岁的吉
林省农科院水稻专家李学谌带着团队进驻嘎什根
乡。从就地取材改良土壤pH值的“马粪调酸法”到
最初模仿日本专家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法”，从
长白9号至20号解决“水稻能种”的品种问世到吉
粳88实现“水稻高产”的良种推广，从“以水改土”
的主线拓展到棚、温、光、肥等全元素覆盖……

34年后，省农科院专家已在镇赉完成了三代
接力。“以稻治碱，听着容易做起来难。”王建国回
忆，多年来，镇赉稻田之变靠科技破解了三个瓶
颈。其一，以水压碱洗碱，把不毛之地改成了良田；
其二，小拱棚育苗，解决了庭院不能育苗问题；其
三，大中棚育苗，解决了不能种植140天生长期以
上品种即中晚熟品种的问题，“生长时间越长，大
米才越好吃”。

为了彻底解决“旱期无水可用、汛期余水成
灾”的水之瓶颈，白城地区于2007年和2013年先
后启动“引嫩入白”和“河湖连通”工程，将汛期嫩
江水系的富余水资源存蓄到天然泡沼和湿地，使

“人工湿地”与天然湿地共同纳入生态大循环，进
一步将盐碱滩滋润为米粮川。

“水稻领衔”擦亮新名片

清风送爽，车驰镇赉“沿江经济带”，时而看到

白鹭、红嘴鸥划过天空、纵入绿海，远处风车轻转、
牛群闲憩、芦苇摇曳，构成吉林西部特色的盛夏图
景。镇赉是“中国白鹤之乡”，又地处“冬捕经济
带”，虽未直通高铁、航班，但近年吸引的自驾游客
数量却涨幅明显。如今，人们到镇赉打卡的项目不
只有观鹤、吃鱼，还要尝尝美味的弱碱米。

大屯镇大官村英台农机合作社的水稻育秧大
棚里，张伟查看着土豆长势。他说：“水稻大棚不能
闲着。”33岁的张伟是远近闻名的新农人，近年来
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上个月带着社员布置完村
路景观带的他，最近又在酝酿稻田观光游，琢磨着
如何让地产的米、鱼、羊搭配出“下饭鱼羊鲜”。无
独有偶，孟庆江的合作社也刚入手了橡皮艇，筹划
试水三产。

“光靠农业，农民收入基本已到天花板。”镇赉
县委书记刘振兴介绍，2021年，镇赉实现农业总产
值81.1亿元、同比增长25.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4058元、同比增长12%，“水稻大县”已满足不了
镇赉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当地还要以“三双一旅”
思路进一步实现产业融合升级，为“水稻强县”擦
亮新名片。

所谓“三双一旅”，是以水稻、水产“双水”撬
动，以肉牛、奶牛“双牛”带动，实施传统能源、新型
能源“双轮”驱动，综合调度域内湿地、草原、白鹤、
冬捕等资源，将吉林西部盐碱滩上这座县城打造
为新晋旅游名城。

“三双一旅”思路下，水稻依然是领衔角色。
2022年，吉林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力争
到2030年粮食综合能力达到1000亿斤。作为全省
水稻第一县的镇赉为完成目标，今年正在增地与增
技上发力。位于四方坨子农场等地块的87万亩后备
耕地资源已被列为水稻增产潜力动能。镇赉今年引
入的袁隆平院士天津技术团队正在五棵树镇下辖村
屯进行“打擂”试验，以期硬核新品种脱颖而出。

走进位于县城东部的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轰鸣的立式砂辊碾米机等设备组成的
年加工水稻10万吨生产线“空无一人”。“我们采用
电脑自动化控制系统，生产线运行时终端只需7个
值班人员。”副总刘岩介绍，公司现有8个系列产
品，远销国内17个省份和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家。

以好雨米业为龙头的稻米加工企业，目前在
镇赉已壮大至50多家，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让稻田还孕育出糙米、米粉、米线、米糠油等产
品，依托镇赉之赉拆分出谐音梗“来贝”搭建的电
子商务平台拓展线上销路。由吉林省秸宝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5亿元、年产50万吨的秸秆饲料项目，
今年将完成一期投产实现10万吨“秸秆变肉”产
能，预计3年全部投产后助力镇赉水稻一二产“吃
干榨净”。

图①镇赉县大屯镇英台村稻田风光。
潘晟昱摄

图②镇赉县庆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
张瑞平在田中清理水藻。 潘晟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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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雪极）今年以来，镇赉县科协
牢固树立科技为民、科普为民理念，发挥组织
优势，持续为群众、为科技工作者谋好事、办
实事，建强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群众信赖的
人民团体。

强服务，科普惠农暖民心。他们在农村，
开展水肥一体化、花生种植田间管理要点、大
棚蔬菜种植技术、提高玉米产量技巧等种养殖
实用技术的“科普惠农科技兴农”科普宣传线
上线下活动。为沿江、莫莫格、大屯等乡镇农
民发放《农业种植技术》《农业病虫害防治》
《疫情防控常识》《科普中国》宣传折页等科普
宣传手册2000余册。并在企业、社区、学校
开展科普图片展宣传活动。

延触角，精准帮扶到“田间地头”。组
织农技专家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先后深入
沿江镇东二龙村、莫莫格蒙古族乡双青山
村，与种植农户代表进行座谈交流，针对农
户提出的种植问题，农技专家一一给予了细
致解答。同时，还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蔬菜大棚种植科普示范基地进行“把脉
问诊”，为农户答疑解惑，并就后期的田间
管理进行技术指导。

搭平台，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开展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高层次专家服务行动，建立
省、市、县、乡、村科普宣传服务网络体
系，与省农科院的相关专家建立长期帮扶机
制；建立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群，省农科
院专家、市县农技专家、各乡（镇）科协组
织成员、科技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

“土专家”“田秀才”共166人进群，截至目
前，专家授课16场，推送新技术、新项目、
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水稻、花生、玉米种
殖技术、稻田河蟹养殖及病虫害防治相关信
息46条，省专家回复解决农民种养殖难题
16个。同时，县科协向省科协争取2022年中
央财政“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资金10万
元，为哈吐气蒙古族乡硕焕村养马协会建立科
普长廊30米，为沿江镇东二龙村蔬菜大棚科
普示范基地发放价值5万元的科普宣传器材。

□近日，镇赉县交巡警大队针对境内的
扎突公路和双嫰213国道上大型货车、工程
运输车、“百吨王”等车辆超限超载违法现
象的突出情况，设置了两个固定“治超执法
站”，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
查处货车超载 78起，工程运输车超载 21
起，“百吨王”超载27起，同时查处了其他
交通违法行为238起，为全面打造“平安镇
赉”，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

（田荣 马卓）

□年初以来，镇赉县纪委监委在提升基
层监督能力上强化务实推进，在开展农村集
体“三资”提级监督工作中，发挥协作区机
制优势，共发现农村集体“三资”家底不
清、账目管理不规范、执行“四议两公开”

民主决策制度不到位、村集体资源收益流失
等10类29个具体问题，清理新增资源（耕
地）50万亩，资源发包新增集体收入2000
余万元。

(王见多）

□今年，为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要求，镇赉县投入23万元，在城内
居民区、广场、客运站等人流密集场所合理

配置6个移动式核酸采样室，在突出“便
民”“规范”和“高效”的同时，也进一步
提升了镇赉县核酸检测保障能力。

（袁海权 蒋毕泽）

□近年来，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2支
巾帼志愿小分队，积极开展特色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中，双青山村9名志愿者经常帮
助孤寡老人种植庭院作物、打扫卫生、免
费理发，并积极宣传养老反诈法律知识
等；乌兰昭村26名志愿者常态化整治村屯
环境卫生、宣传养老反诈案例。他们还在
疫情防控期间努力做好外来人员排查、扫
码测温、值班值守、疫情防控政策和防护
知识宣传。

（刘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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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新华社主管主办的报刊《经
济参考报》刊发《盐碱滩“种”出吉林水稻第
一县》稿件，全面展现镇赉县“以稻治碱、以
稻治涝、以稻致富”的生动实践。2022年，
蓄力问鼎吉林省稻产五连冠的镇赉正从“水稻
大县”向“水稻强县”转变，成为“中国饭
碗”的重要一角。

——编者

镇赉县科协“三举措”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 简 明 镇 赉 ●

盐碱滩盐碱滩““种种””出吉林水稻第一县出吉林水稻第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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