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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常 风 飘 稻 花 香五 常 风 飘 稻 花 香
马维维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一碗大米饭。我

国水稻产区众多，黑龙江五常大米算得上其

中翘楚。米粒饱满、晶莹剔透，焖熟后弹性

十足、香气浓郁，冷饭不回生，对很多东北

人来说，“哪怕啥菜不吃，光大米饭也能造

两碗”。

黑龙江省五常市有水田 253 万亩，年产

优质大米约 14 亿斤。五常大米曾先后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产地证明商

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

国驰名商标”等称号，2024 年市场品牌价值

高达 713.41 亿元，连续 9 年蝉联地标产品大

米类全国第一。

五常有大米，过去要吃饱，现在讲吃好。

黑土良田

五常种植大米的历史悠久。清朝后期，

五常大米成为贡米，“五常米、帝王粮”也成

为其最早的“广告词”。

得天独厚的环境成就了五常大米：五常

地处长白山脉张广才岭西麓，呈“六山一水

半草二分半田”地貌，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贯

穿全境，与 296 条大小河流一起滋润着黑土

良田。

直至今天，优良的生态环境仍是五常大

米好吃的基础。经过数十年摸索，当地自主

培育出的良种——稻花香 2 号，更是让五常

大米跻身国际高端大米行列。

稻花香 2 号咋来的？故事还得从它的

前身讲起。

1993 年秋天，种田老把式田永太在田

间偶然发现了一撮长粒稻穗，长相与当时北

方生长的圆稻粒明显不同，还散发着淡淡清

香。第二年春天，田永太把这撮稻穗栽到地

里，等到秋天收获时，发现口感明显胜过以

往品种。第三年，他又将这个品种扩大了试

种面积，效果更胜上一年。从此，这个水稻

品种被正式命名为稻花香 1 号，并迅速在五

常扩大种植。

不过，由于稻花香 1 号的连年种植，种

子逐渐退化，抗病能力明显下降，要想留住

稻花香，就得培育新品种。田永太又从稻花

香 1 号的自然变异株中选出了稻花香 2 号，

它不但遗传了稻花香 1 号的全部优秀基因，

更神奇的是，扬花期在稻田里走一圈，连衣

服都沾满了稻香。

今年 63 岁的王金奎是五常市卫国乡友

好村村民，在他的印象中，自己种过上百个

品种，“每年啥挣钱就种啥”。

1999 年，王金奎成为五常第一批“吃螃

蟹”的人，听说新品种稻花香 2 号大米好吃、

香味浓，他决定试种几亩。那一年，试验田

比其他水稻品种亩产少了大概 200 斤，没赚

到钱的王金奎便打消了续种的念头。

变化始自 2005 年。经过当地几年的大

范围宣传推广，好吃的五常大米已经小有名

气，王金奎决定再次改种稻花香 2 号，坚持

黑土深翻 30 厘米进行秸秆还田，不施用化

肥农药和除草剂。那一年，他种出的有机水

稻籽粒饱满，品质上乘，一亩地比别的品种

能多赚 200 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改种稻花香 2 号，

一个个专业合作社随之兴起，广泛种植的五

常大米名扬海内外。

新米上市

初冬时节，正是五常新米上市的时候，

一袋袋新米历经收割、加工、包装各流程，源

源不断地从五常送往各地。

新米加工散发出的阵阵稻

香，弥漫在五常的大街小

巷、田间地头。

见 到 王 立 坤 的 时 候 ，

他正忙着收粮、签订下一年

的合同。王立坤是五常市杜家

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这家成立于 2015 年的合作社已

经流转了 16 万亩土地种植稻花香 2 号。

“虽然稻花香 2 号不是产量最高的品

种，但稳产加上高效益，社员们都乐意种！”

王立坤估摸着，这次又要忙到春节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合作社与五常市乔

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订单式生

产合作模式，种子、有机肥由企业统一送上

门，收获之后上门拉粮，还有保底价，“不愁

种、更不愁卖”。

乔府大院的创办人乔文志是一位地道

的农民，最开始，北漂的他只是想把家乡的

大米在北京卖个好价钱。让他没想到的是，

五常大米竟大受欢迎。

卖五常大米让乔文志迅速赚到第一桶

金，于是他回到五常成立米业加工厂，建立

育繁推一体化良种体系，建设高标准水稻种

植基地，成立“乔府大院”大米品牌，打造现

代农业产业园⋯⋯现在，乔府大院已经成为

五常第一家全产业链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这种“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订单模式，也成了当下五常主流的种植

方式。

和乔府大院的模式不同，风光里（黑龙

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主打与连锁餐饮品牌

合作。西贝莜面村、米村拌饭⋯⋯风光里公

司的墙上展示着几十个合作企业，展示架上

放置了两款公司的主打产品：4.18 公斤的大

包装和 415 克的小包装。该公司品控经理

唐家杰说，企业主打免淘工艺，“以大包装为

例，一袋大米刚好适配蒸箱盘，不用淘米，直

接加 10 斤水即可”。餐饮企业节省了淘米

的时间和成本，还能保证所有店面做出的米

饭品质相同，这一优势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

上有了一席之地。

如今，五常的大米加工业企业已经超过

了 500 家。走在五常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大米加工企业的销售门店。为了助推大

米产业的发展，五常市还出台了《“五常大

米”产业发展 2024—2026 行动方案及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五常大米走向千亿产业”

的发展规划，成就世界级品牌稻米产业的发

展目标。

今年 7 月，《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五

常大米》发布实施，五常大米从此有了更精

准的定位：不仅是种植，包括加工、包装等环

节都要在五常市行政区域内完成的，才能称

得上是真正的五常大米。

浓浓乡情

五常大米故事多，有两件事挺有意思。

第 一 件 事 ，是 五 常 大 米 的 一 次 特 别

“出圈”。

2010 年，五常大米被爆出年产不到 100

万吨，市场上却销售了 1000 万吨。一时间，

“五常大米甲天下，天下大米假五常”流传开

来。一听有“盗版”，五常开始打假、护牌。

接下来的几年，五常市接连建成了农业物联

网服务中心，建设了五常大米网和五常大米

溯源防伪查询平台，还给农户颁发“稻米销

售卡”，从地块、水稻播种、田间管理、生产加

工到餐桌全程管控、信息反馈和质量追溯，

实现五常大米的总量控制和完整的溯源防

伪体系。

“之所以有很多假冒的五常大米，从侧

面说明了五常大米的高品质和知名度。”在

五常市大米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野看来，这

件事敦促地方政府要尽全力保护好五常大

米这块金字招牌，给消费者一个放心的消费

市场。

现在，正规的五常大米包装上都会有一

个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即可完成从田间

到手头的全程可视化追溯，再加上专属于五

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GB/T19266，正品五常

大米有了双重保障。用张野的话来说，“我

们要做的是从源头上做好把控，而不是把老

百姓教成鉴定真伪的专家”。

另一件事则藏在五常人的思“香”情里。

1983 年出生的王佳良，是土生土长的

五 常 市 向 阳 镇 建 国 村 小 河 里 屯 人 。 2002

年，王佳良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但心里

始终挂念着家乡。2016 年，事业小有成就

的王佳良回到小河里屯，成立了五常市小河

里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五常市小河里岛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创建了“小河里岛”五常

大米品牌，成为“新农人”。

“刚开始就是每天背着电饭锅，带上几

袋大米，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现场做饭给大家

品尝。”创业之初，为了让“小河里岛”卖上好

价钱，王佳良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跑

市场，五常大米的品牌效应让他少走了许多

弯路。合作社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公司的

年销售量也从最初的十几吨到现在的近千

吨，乡亲们的钱包变得越来越鼓。

“回来是迟早的事儿。”在“90 后”小伙

赵志友看来，自己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龙凤

山乡乐园村，爷爷、父亲更是一辈子都在种

大米、卖大米。传承好五常大米，自己这个

“米三代”责无旁贷。在外闯荡 8 年后，赵志

友返回了故土。大米怎么卖？赵志友有自

己的新观念。

拉来投资人，在家乡建起 1 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工厂，一条龙生产五常大米。与父辈

不同，赵志友不再是过去小作坊式的生产

大米、卖大米，而是选择了与电商平台和餐

饮企业合作。只用了一年时间，新米厂的营

业额就达到了 5000 余万元。

“我爷爷年轻时当过好多年的村长，是

最早将五常大米卖到新疆的人。我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新农人’是

怎样把五常大米种好、卖好的。”赵志友说。

一餐五常米，浑忘酒肉香。大米不仅是

口粮，对五常人来说，还是浓浓乡情与未来

发展的希望。

一根糯玉米甜了一座城
童 政 蓝春青

“从小吃到大，一餐不吃糯玉米浑身难

受。”广西忻城力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蓝江林说，忻城人对糯玉米的喜爱，犹

如南宁人对老友粉、柳州人对螺蛳粉、桂林

人对卤菜粉一样，爱不释手，念念不忘。

从外地来到忻城的人，要么吃上清香鲜

甜的玉米棒，要么喝上糯糯糊糊的玉米粥，

要么尝过香糯甜香的玉米棕，要么喝过沁人

心脾的玉米酒⋯⋯

颗粒饱满、软糯香甜，作为国家地理保

护 标 志 产 品 的 忻 城 糯 玉 米 ，有 什 么 特 别

之处？

忻城县位于广西中部，红水河下游，被

命名为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被认定为“中国长寿之乡”“千

年古县”等，盛产糯玉米、野蜂蜜、金银花、古

法红糖、百香果等多种特色产品。

忻城莫氏土司衙署就在翠屏山脚下，城

关镇老街里。走进土司老街，街道不宽，居民

楼林立，装修别具一格。整条街店铺相连，各

色美食、非遗工艺品、壮族服饰琳琅满目。

街角不远处有一个小摊，一个可以容纳

50 多根玉米棒的大铝锅旁站满了人，远远

就飘来阵阵忻城人熟悉的味道。这浓郁香

甜的味道令人难以抗拒，于是直奔而去。卖

糯玉米的是一位老奶奶，她熟练地从锅里夹

出一个个冒着热气的糯玉米，装好袋子后递

给排队购买的人们。

忻城糯玉米有多种吃法，烤之色泽金

黄，清香悠长；煮之嫩糯可口；打成玉米头，

拿来熬粥，就妙不可言了，浓稠晶莹，圆润清

馨，醇厚久远。

掰开玉米棒一层层嫩绿的外衣，啃上一

口，那种香、甜、糯的滋味迅速蔓延全身。不

停地咀嚼后，香、甜、糯的味道越发浓烈。

这就是百年的老品种以传统农耕方式

孕育出来的糯玉米，惹人爱，惹人捧。

走进忻城县古蓬镇龙利村 1000 亩富硒

糯玉米基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金黄色的

丰收画卷，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玉米香甜气

息，令人心旷神怡。

通过细腻的触感及时调整耕作深度，能

给予每一株玉米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这种

与土地亲密无间的互动，是机械难以替代

的。“忻城人种植糯玉米，一直采用犁、耙、选

种、晒种、撒种、施肥、铲埂、薅草、采摘等传

统耕作方式，这是维持其原生态品质的有效

措施之一。”蓝江林说，忻城人坚持使用农家

肥，采用轮作和间作的方式保持土壤肥力，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既保证了糯玉米的绿色

健康，也维护了生态平衡。

忻城糯玉米品质好还得益于当地富硒

含量高的土壤环境。忻城县农业农村局种

植业管理股股长韦翠莲说，忻城富硒玉米含

硒量达到每公斤 0.17 毫克，是国家标准的

8.5 倍。

在保持原生态品质的同时，糯玉米也在

发生着变化。韦翠莲介绍，近年来，忻城县

推进糯玉米功能区和优势区建设，打造标准

化种植基地，一年种两三季，错时种植、错峰

收获，生产加工真空包装熟制糯玉米棒，研

发罐装糯玉米粥等系列产品，走育、繁、推、

加工和产销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如今，忻城糯玉米名气响了，销路有了，

品牌也打造好了。10.75 万亩糯玉米成为

8 万多农户幸福生活的来源。一篓篓、一袋

袋、一车车糯玉米，沿着三南、贺巴高速公

路，一路洒满清香，一路欢歌向前！

贺兰山下螃蟹肥

拓兆兵

初冬时节，宁夏平原雪花飘零，

农作物收获已近尾声，但螃蟹销售

正旺。在银川市贺兰县黄河金岸滨

河大道边，售卖螃蟹的摊位不少，

“稻田蟹”“黄河大闸蟹”的红色招牌

十分显眼。

“来来来，卖螃蟹啦，黄河水养

大的稻田蟹，美得很！”随着 52 岁的

张明吉不断吆喝，过路的行人纷纷

询价购买。家住银川的张秀琴停下

车，和女儿一起挑选螃蟹。玻璃缸

里，螃蟹爬来爬去，活泼得很。这些

螃蟹产自贺兰县的稻田，被称为“稻

田蟹”，个头比苏浙地区的螃蟹要小

一些，价格也便宜些。张秀琴用手

戳戳螃蟹的后背，又将螃蟹拎起来

掂一下重量，判断其肉质。“贺兰稻

田蟹肉质不错，蟹黄不少，价格比外

地 螃 蟹 便 宜 ，干 蒸 和 爆 炒 都 很 好

吃。”张秀琴说。买了一斤半稻田蟹

后，张秀琴和女儿驾车离去。

虽地处西北干旱地区，得益于

黄河水浇灌，宁夏平原有“塞上江

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养鱼在宁夏

很盛行，不过以往宁夏水产市场的

螃蟹都是从苏浙地区运过来的，价

格较贵。随着技术进步和理念转

变，作为西北养鱼大县，贺兰县于

2008 年引进盘锦辽蟹，开展稻田养

蟹，成为宁夏第一个养螃蟹的县。

“最初，我不相信西北养的螃蟹好吃。但跟着朋友尝鲜

后，我改变了想法。稻田为螃蟹提供了栖息和觅食的环境，

螃蟹的活动又为水稻生长带来诸多益处，这种绿色生态模

式是稻田蟹的‘加分项’。”消费者刘宏亮说。

看到这一商机，原本做锅炉生意的张明吉转行，去年投

资 2 万多元购买了氧气管、加压泵、水箱等设备，用皮卡车

拉着螃蟹去卖。“卖螃蟹关键在于要卖得快，保证成活率才

行。”张明吉说，今年行情好，价格比去年高一些，加之有了

经验，肯定能赚钱。

经过多年探索发展，包括池塘饲养的江蟹在内，贺兰县

螃蟹养殖面积目前已达 1.6万亩，成为水产主要增收品种，不

仅点燃了消费新热潮，丰富了西北人的餐桌，也蹚出了增收

致富路，让农民有了新奔头。此外，贺兰县近年来还探索“南

鱼北养”“海鱼陆养”，先后引进加州鲈、南美白对虾等名特优

新品种，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实现由西北养鱼大县向西北适水产业第一县华丽转身。

夕阳西下，在贺兰山黛青色的剪影中，听着黄河涛声，

张明吉驾车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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