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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从 2014 年开始，实施土地
整治旱改水项目，将整治后的土地流转
出来，规模化种植水稻和甜叶菊，全村
人均收入由 2012 年的 3000 元提高到现
在的 3.5 万元。”内蒙古扎赉特旗好力保
镇五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杜文义告诉记
者，该村是农业部国家现代农业水稻示
范基地。金秋时节，站在田边远望，只
见金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
秆，一派丰收景象。

中低产田变身高效高产田

旱作水稻每亩投入约600元，亩

产可达 1000 斤。由于米质好，稻谷

收购价每斤都在1.6元以上

扎赉特旗总面积 11555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510万亩，土壤的pH值大
多 在 7.5 以 下 ， 硫 酸 盐 含 量 不 超 过
0.2%，特别适合栽种水稻。“过去这里一
直种玉米，近年来连年干旱，村民们起
早贪黑劳作，一年下来，由于价格下
跌，每斤才卖五六毛钱，不但赚不了钱
甚至还要赔钱！”杜文义说。

面对连年干旱、玉米价格波动大、
水资源匮乏等不利因素，扎赉特旗开始
在种植结构调整方面积极探索。2015
年，他们实施了5000亩旱改水工程，当
年水稻亩产收益就达到 800 元至 1000
元。五道河子村尝到了种植水稻带来的
甜头，大胆探索引进种植旱地水稻 2000
亩，实现了玉米种植零占比，并形成了
以甜叶菊、绿色水稻两大优势产业为主
体的产业发展格局，破解了群众增产不
增收的困境。

2016 年，是扎赉特旗农业作物种植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该旗引进旱作
水稻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节水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试验种植一举成功，实
现了水稻亩产 500 公斤，每亩纯效益达
到800元至1000元。受此鼓舞，今年扎
赉特旗大力推广旱作水稻1.1万亩，全部
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预计亩
产可达600公斤。

据分管农林水工作的旗委常委、统
战部长刘海涛介绍，旱作水稻突破传统
水稻“水作”方式，利用机械化播种，
亩株数可达 30万株以上，并且整个生育
期灌水均采用膜下滴灌技术，可实现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旱作水稻每亩投入
约 600 元，亩产可达 1000 斤。“由于土
质好、米质好、米饭口感香甜，稻谷收
购价格每斤都在1.6元以上，亩纯收入不
低于 1000 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刘
海涛说。

水稻旱作技术成功突破了“水稻离
不开水”这一水稻种植常规，让扎赉特
旗走上了一条新型节水增粮增收的发展
之路，为该地区大面积发展水稻种植业
开辟了全新的种植门路，极大地促进了
种植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了种植效
益，促进了农民增收。

“近年来，扎赉特旗将中低产田改造
为高效高产田，在结构调整的大潮中谋
求新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水稻种植，
使全旗水稻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20万亩发
展到现在的 65万亩，大大促进了农民增
收。目前，全旗 44万亩旱改水项目，人
均纯增收 2000 元以上，拉动全旗 3500
户近 8000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扎赉特
旗委副书记、旗长赵田喜说。

先进技术提供可靠保障

水稻旱作全生育期实行旱管理，采

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节水

的同时，减少田间作业次数和劳动强

度，降低作业成本

“水稻旱作与水稻插秧是两种不同的
种植方式，前者是种子不经育苗和插秧
在旱地条件下进行直播，全生育期实行
旱管理。其它如施肥、除草、防治病虫
害等田间作业，均在旱田条件下进行。”
扎赉特旗农牧业和科技局推广研究员刘
复伟告诉记者。

“水稻旱种滴灌栽培技术的核心是节
水，它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打
破传统大水漫灌形式，达到节水效果。水
稻常规栽培用水量为每亩800至1000立
方米，主要包括叶面蒸腾、水面蒸发、地
下渗漏3部分。水稻旱作每亩用水量仅需
200至300立方米，比常规水稻栽培可节
约用水70%以上。”刘复伟说。

“旱作水稻另一个优点是减少田间作
业次数和劳动强度，降低作业成本，省
去了扣棚、催芽、育秧、泡田、耙地、
插秧等环节。水稻苗期旱长还有利于保
证稻苗的扎根和蹲苗，增强抗旱能力，
抗倒伏能力也得到增强。”刘复伟告诉记
者，旱作水稻选择的地块土壤pH值不能
超过7.5，盐分含量不能超过0.3% （硫酸
盐）。特别是地块上的前茬种植要对水稻
没有药害，并配有膜下滴灌设备。如果
前茬是玉米茬，一定要深翻 30 厘米以
上，才能有效减轻药害的发生。

“除草也很简单”。刘复伟说，由于
覆盖黑色地膜，膜下不长草，只在行间
和苗眼长草，行间杂草可通过中耕犁中
耕除草，苗眼少量杂草可通过人工除草。

在五道河子村龙鼎 （内蒙古） 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的牌子非
常醒目。该公司董事长龙凤告诉记者，
站里聚集了一大批专家、院士，由中科
院院士刘兴土及农科院院长许越先等担
纲共同研发的稻种“鹤乡雪稻”“极北香
稻”“齐兴白”品牌，以味道佳为显著特
点，拥有自主培育新品种的全部知识产
权，弥补了内蒙古水稻产业的科研空白。

“合作社的旱作水稻龙洋 16 号，今

年亩产可达1200斤，并由农业专家全程
指导生产。旗里给我们免费派遣了专家
指导，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绿色有
机，市场销路一定很好。”杜文义说。

改写水稻种植历史

凭借旱作水稻，扎赉特旗全年

水稻种植面积占到内蒙古自治区的

三分之一，在缺水的内蒙古具有极

大的发展潜力

“内蒙古今年水稻种植大约 180 万
亩，兴安盟占 90万亩，其中扎赉特旗就
有 65万亩，占三分之一，预计年产稻谷
39 万吨。水稻旱作的成功，在缺水的内
蒙古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农业专家告
诉记者。

杜文义说：“我们的有机水稻‘金
谷’系列已有 20多个品种，由专业合作
社签订了包销合同，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而且品牌也慢慢打出去了，每斤稻谷卖到
了1.9元，每亩纯收入都在1000元以上。”

“扎赉特旗位于国家 3 大自然保护区
核心圈，天蓝水洁，保证了环境原生
态、无污染。此外，独特的寒地黑钙土

壤有机质丰富，加之昼夜温差大，植物
体内有机物积累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鹤乡雪稻’‘极北香稻’‘齐兴白’
品牌大米，100%非转基因、100%绿色
标准、100%新米，口感甜、糯、香，米
粒洁白晶莹，每斤分别卖到 36 元、21.8
元、8 元，并由中华保险公司质量承保，
种植面积达 18万亩，远销北上广深等全
国 87个城市和港澳地区。预计今年销售
收入可达七八千万元。”龙凤对记者说，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安全、健康米业的领
军者，成为国内大米行业种子、生产、
供应的领导者，成为行业内具有一定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品牌”。

兴安盟政协副主席、扎赉特旗委书记
姜天虎告诉记者：“旱作水稻是扎赉特旗
水稻种植史上的一次创新，使水稻种植更
加简单化。明年，我们将整合高标准农
田、农业开发、粮食增产等农田水利项
目，大力推广旱作水稻种植业，计划每个
乡镇种植 1 万亩旱作水稻。到 2020 年，
我们力争将扎赉特旗打造成百万亩绿色水
稻产业基地，其中发展旱作水稻 30 万
亩。该项目总投资 4.8 亿元，将带动 1.1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水稻产业将成为
扎赉特旗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突破传统水稻“水作”方式
——内蒙古扎赉特旗推广旱作水稻实现节水增粮增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金秋时节，在河南省
沈丘县卞路口乡大郭庄
村的玉米地里，装料机、
铡草机、打捆裹包机忙得
不亦乐乎。所到之处，秸
秆全被它们“吞”进肚里，
随 后 ，一 个 个 秸 秆 包 被

“吐”了出来。
“运出去制作青贮饲

料，牛羊喜欢吃。现在，
烧秸秆就是烧钱！”站在
地头的农机老板李奇告
诉记者，一亩地出30包秸
秆，一包卖5块钱，去掉成
本，每亩地农户能挣60多
块钱，“又赚钱又省事，谁
还舍得烧”。

据 了 解 ，沈 丘 县 小
麦、玉米种植面积常年稳
定在 104 万亩左右，每年
可产农作物秸秆 90 万吨
以上。近年来，沈丘县以
疏为堵，采用多渠道、多
方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

来到周营乡藤营村
村民赵启明的牛场，记者
看到，5 个青贮池已经被
玉米秸秆填满密封了起
来。“这些秸秆用机器粉
碎后，通过无氧发酵贮存
起来，气味酸香，更新鲜柔软，牛特别爱吃。”赵启明
说，他饲养了 60 多头牛，每年可吃掉约 200 亩地的
秸秆，饲料成本降低了 30%左右。奶牛所产的粪便
与粉碎的秸秆混合发酵，能沤制成有机肥，这又是一
条秸秆综合利用的好途径。

在沈丘县赵楼村记者看到，菜农们纷纷在大棚
里挖土开沟，把整捆整捆的玉米秸秆铺两层放到沟
里，中间撒上一层菌种，再把原土还回去，上面直接
播种各种蔬菜。“这是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采用这
种方法种菜，不用上化肥，虫子特别少，长出来的菜
又好看又好吃。”菜农们告诉记者。

据介绍，秸秆反应堆技术和使用化肥的成本是
一样的，但反应堆里的有益微生物能增加土壤的有机
肥质，通过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
促进果蔬生长，使大棚果蔬的产量提高20%至30%，
还能提高大棚地温和室温2℃至3℃，使果蔬提前10
天左右上市。“目前，赵楼村有10多个棚使用这项技
术，每个棚能吸收周围村四五千斤秸秆”。

在秸秆综合利用中，沈丘县除了把秸秆用于饲
料和肥料，还把它用于工业燃料。据介绍，该县已建
成秸秆压缩制炭场 29 家、大型秸秆气化炉 1 座、秸
秆沼气发电站1座、技改生物质发电厂1座，吸纳群
众就业300余人，创造经济效益上千万元。此外，沈
丘县还将引进秸秆保温砖技术。按每亩地全年产生
500 公斤秸秆计算，可生产保温砖 1500 块，创利润
近150元，全县秸秆利用由此可创收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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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江苏沭阳县青伊湖农场，沉甸甸
的稻穗压弯了枝头。这片金色的“海洋”，
是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
研究组的试验田，在这里，他们培育的水稻
新品种——嘉优中科1号正等待收割。

“平均亩产 911.3 公斤，这一运用‘分
子模块设计’技术育成的水稻新品种，对
引领我国育种技术体系的升级换代，保障
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实收测产结束，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
主任张坚勇如是评判。

长江中下游稻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
产区，历史上一直是水稻育种水平和生产
水平非常高的地区。但近20年来，该地区
水稻产量进入缓慢增长期，究其原因，主要
是产量与早熟、品质、抗病虫和抗逆性等其
他优良性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比
如，高产的往往品质差、抗虫害能力低；反
之，这些性状好的水稻往往又不高产。

是否存在水稻质与量的“黄金分割

点”？这是科学家们探索了几十年的问
题。然而长期以来，常规育种面临育种周
期长（一般需 10 年以上）、品种间遗传多
样性狭窄、效率较低等问题，很难选育出
突破性优异品种。

“分子模块设计，简单说即分子育种。”
李家洋解释，不同品种的水稻有不同的特
性，有的抗倒伏，有的抗虫，有的更高产
……这些特性通常由某些基因决定。可到
底是谁在某一方面拥有与众不同的优势？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就是通过基因分析找
到水稻基因和性状的对应关系，按照需求
的不同，将优势聚合，“设计”出不同的水稻
新品种。打个比方，常规育种好比在相亲
时海选，分子育种则是从经过层层筛选之
后的优秀“对象”里选择。

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技术。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副研究员刘贵富说，转基因技术是
通过基因转化技术将外源基因转到待改良
或目标材料中，而分子模块设计育种中所

需要的基因都是水稻基因，只是通过分子
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来决定哪些基因是科
学家们育种需要的、哪些基因是不需要的。

“与常规育种技术相比，这一育种新方
法克服了育种周期长、偶然性大和育种效
率低下等缺点，可以对当前应用的品种缺
点进行精确改良，更容易实现多个优良基
因（性状）的聚合。”李家洋说。有关研究成
果表明，利用该方法，每一代的杂交育种周
期有望从现在的8年缩短至3到5年。

精准“发力”，利用嘉恢 306恢复系作
为底盘品种，导入理想株型分子模块、抗
稻瘟病分子模块和早熟模块，研究组选育
出了优良恢复系——中科嘉恢 1号，并同
不育系嘉 66A 配制育成嘉优中科 1 号。
2016年，嘉优中科1号在江苏沭阳进行了
万亩连片示范片种植，获得巨大成功：
2016 年 11 月 3 日，江苏省农委组织专家
实测900亩，平均亩产843.4公斤，比当地
主栽品种每亩增产 200 公斤以上。按每

公斤稻谷 2.8 元计，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
情况下，每亩可以增收560元以上。

不仅如此，采用了分子模块设计育种
技术的嘉优中科 1 号还具有更加理想的
株型株叶形态：苗期起发快、株高适中、植
株紧凑、生长清秀、分蘖力中等、成穗率较
高、剑叶挺拔直立、穗大粒多、结实率较
高、谷粒金黄色、成熟一致、熟期转色好、
抗倒性强，且田间调查表现病害轻。

高产、多抗、早熟、矮秆抗倒。“嘉优中
科 1 号既实现了超高产和抗性提升的完
美结合，又实现了种植区域北移，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有着广阔的推广前景，未来可
在长江以北作一季中稻，在长江以南作单
季晚稻或连作晚稻。”专家们表示。

李家洋透露，目前研究组已经育成了
嘉优中科1号、2号和3号三个杂交粳稻新
品种，并分别通过2016年上海市、江西省
和浙江省审定，同时嘉优中科系列后续新
组合也正在参加不同省份的区试。

分 子 育 种 将 优 势 聚 合
本报记者 沈 慧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旱作水稻田。 本报记者 罗 霄摄

11月 2日，江西万安县高陂镇绿丰果业基地果

农正在搬运蜜橘。近年来，万安县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井冈蜜柚、脐橙、蜜橘等

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促进“农业+乡村旅游”的深度

融合，带领群众增收。 邱 哲摄

江西万安蜜橘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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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莘县延伸食用菌产业链

让 旱 地 实 现 增 值
罗 霄

水稻旱作是扎赉特旗水稻种植史上

的一次创新，它成功突破了“水稻离不开

水”这一规律，可说是水稻种植史上的一

次革命。

水稻旱作技术的推广，是扎赉特旗

及兴安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

重要举措，让扎赉特旗走上了一条新型

节水增粮增收的发展之路，极大促进了

种植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了种植效益，

促进了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示范、引

领、带动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高原 ，地域辽

阔。其中耕地面积549万公顷，实际可利

用耕地面积超过 1.2亿亩，人均可利用耕

地面积 4.81亩，居全国首位。然而，内蒙

古又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地区，这使许多

农业项目望“水”兴叹，束手无策。

水稻旱种滴灌栽培技术是一个新型

节水高产高效农业技术，每亩用水量仅

需 200 至 300 立方米，比常规水稻栽培可

节约用水70%以上，在缺水地区具有极大

发展潜力。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又是一个旱

地面积巨大的国家。如果水稻旱作技术

能够得到广泛推广，国家能给予一定补

贴，当地政府能给予一定引导，专家学者

能给予一定技术保障，很多旱地或许可

以被更加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极大增值。

外面的空调组嗡嗡作响，温度指示表、湿度指
示表、料层温度指示表一目了然，统一标准的五层
栽培架，黑褐色伞状般的草菇布满了栽培面……在
山东聊城市莘县妹冢镇鸿扬菌业有限公司的 20 座
长弓形的白色菇房里，莘县食用菌管理办公室主任
闫怀勤介绍说，“莘县的菇棚正逐步向工厂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向二三产迈进，越来越生态高效”。

莘县是“中国双孢菇之乡”“中国食用菌生产10
大基地县”。近年来，莘县积极引导企业提升产业
科技含量，先后引进了奥登、大山合菌物等知名食
用菌企业，扶持培育了富邦菌业、共发菌蔬、同舟科
技等10多家食用菌生产和加工企业，先后从外部引
进、自主开发和推广了双孢菇层架式栽培技术、智
能化双孢菇种植技术、隧道式发酵物料技术、可控
式空调菇房种植技术。目前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面
积达 200万平方米，成为江北最大的工厂化食用菌
生产基地，很多产品通过绿色认证、有机认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物料供
应、发酵生产料和发酵菌棒制作、产品销售、技术服
务等环节都有了专门的从业人群。目前，莘县在全
国各地从事食用菌技术服务的就有上百人，人均收
入在10万元以上。 （文/邹海宏 孟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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