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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产业亮点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农业模式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坚守中寻
求突破，在传承中开拓创新，成为新时
代农民的必答题，在我省西部的镇赉
县，一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用他的

“稻梦传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就是
李福，一个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老李”
的朴实种田人。

老李的创业故事，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一部充满汗水、泪水和欢笑的奋斗
历程，时间回溯到 2005 年，彼时，还在
国企上班的老李敏锐地察觉到传统一
家一户的零散种植模式已经跟不上时
代步伐，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才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怀揣着对土地的热
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他毅然决然地踏上
了水稻种植的道路。

2006年，李福成立了大河生态农业
公司，承包了村里没人愿意种的“烂泥
田”和盐碱地，开始了他的“稻梦”追
逐。创业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一场突
如其来的洪涝灾害给了他当头一棒，那
一年，他损失惨重，几十万元投入打了
水漂。面对打击，李福没有气馁，他深
知，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行当，风险与机
遇并存，他积极学习水稻种植技术，更
加坚定了信心。

第二年，李福重整旗鼓，吸取教训，
改进种植技术，加强田间管理。同时，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改良了盐碱

地，引进省农科院的良种，终于迎来了
丰收。那年秋天，他看着金灿灿的稻
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是对
他坚持不懈的最好回报。

李福深知，要想把优质大米推广出
去，不能只守着“一亩三分地”，更要走
出家乡，开拓市场，他积极参加各种展
会，希望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黑土地的
优质大米。

2021年，镇赉县组织企业参加长春
农博会，李福主动报名参加，为了让更
多人品尝到自家大米的香甜，他在展会
现场支起炉灶，现场焖煮大米，供来自
全国各地的客商品尝，优质的大米赢得
了众多客商的认可，当场就签订了订
单。

随着销路的打开，李福的事业也越
做越大。如今，大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已经成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
企业，2005 年至今的 19 年间，通过“以
稻治碱”方式进行盐碱地改良，已将 1
万余亩盐碱地成功改造为稳产乃至高
产的良田。公司旗下的多个大米品牌
也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博览会上获奖，
为推进镇赉大米品牌建设驶入“快车
道”，早日实现“区域农业品牌化”奠定
了坚实基础。

深秋时节，大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与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
镇赉镇合作建立的水稻新品种示范基

地铺上了层层金色。很难想象，三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泛着斑白盐渍的不毛
之地。2021 年，大河农业在此新建了
4400平方米的粮食仓储库房和3300平
方米保鲜仓，并开始对此处的675亩盐
碱地进行物理和化学手段改良。

镇赉镇的示范基地从最初的稻米
亩产不足 400 斤，如今提升到亩产约
1100斤，接近一块“老稻田”的产量。多
改良一亩盐碱地，就是为国家多增加一
亩耕地，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更多的中国
粮。

今年，大河农业在县域内共改良土
地2130亩，而在“种得出”之后，如何能
够“种得好”“卖得好”？成为大河农业
新的探索方向。稻米品种关系到大米
中的直链淀粉比例，种植方式影响着大
米的蛋白质含量，加工仓储环节又直接
影响了大米的含水量和口感。大河农
业通过打造从选种、种植、田间管理，到
加工、仓储、销售的无缝隙产业链，确保
稻米生产的品质择优、过程绿色、产能
高效，走出了一条以高品质打响稻米知
名度的精品化品牌发展路线。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河农
业成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道路上的生力军，也是将本土品
牌推向更广阔“舞台”的重要主体，为镇
赉大米实现从“碱地好米”到“碱地名
米”的华丽转身打牢根基。

金秋十月结硕果，丹桂飘香话丰
收。沿着最美风景路G331，记者来到
临江市苇沙河镇白马浪村，目之所及
皆是“红宝石”，一排排五味子藤蔓架
上累累硕果，红彤彤、沉甸甸的五味
子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上叶下，一张
张笑脸尽展五味子丰收的喜悦，百余
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将一串串红彤彤
的五味子从枝头采摘下来，装箱、称
重、运输、晾晒……一幅丰收在望的
田园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作为长白山五味子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产地，这里盛产的北五味子是
入药、酿酒不可缺的中药材之一。记
者跟随种植大户邢志秋的脚步，来到
五味子种植基地，一路上，从种植、采
摘、分拣、晾晒、烘干等流程到最后销
售环节，邢志秋如数家珍。他摘下一
串红彤彤的五味子，信心满满地说：

“按照市场行情，每斤五味子干果能
卖到30元，今年大丰收，预计采摘鲜
果13万斤左右。我打算先出售一部
分鲜果，剩下的就送到村里的烘干厂

烘干，干果收益更好。这一串串红红
的果实可都是我的钱串子。”

十多年前，白马浪村还是典型的
渔村，村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虽然
温饱不愁，想发家致富却很难。为了
改变发展现状，白马浪村依托独特的
地理和气候特点，决定大力发展五味
子中草药种植，在坚持组织引领、规
范运营管理、强化机制保障等多种有
效措施的努力下，2024 年，五味子种
植面积由 2005 年的 200 亩增至 1900
余亩，全村五味子种植户发展到 98
户，年产鲜果350余万斤，销售产值超
过15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万余元。

销售渠道不断拓宽，苇沙河镇牢
牢抓住发展机遇，将五味子种植全面
铺开，迅速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主导
产业。2024年，全镇五味子种植面积
5810亩，平均亩产2000斤。

由于五味子采摘周期短，短时间
集中量大，再加上受保质期较短限
制，从前也只能被动地跟随市场的行

情走。近年来，苇沙河镇以五味子种
植及加工为突破口，对原有村集体五
味子烘干厂进行扩建，发展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联合社。党支部书记刘
长龙告诉记者：“联合社成立之前，村
里老百姓有烘干的意愿，但是烘干厂
能力不足，大量鲜果无法存放，成为
产业发展的瓶颈。联合社成立后，镇
里有效统筹各村资源，彻底帮我们解
决了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

白马浪村现有五味子烘干厂两
座，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8台烘干机
组，日烘干五味子4万斤。2023年集
体经济已经突破百万元，今年春天，
北药集团在村里建立吉林省北药中
药制药集团五味子种植基地，这一
协议的签订，不仅增加了农户收入，
也 为 五 味 子 产 业 的 发 展 保 驾 护
航。

五味子产业为村民提供了在家
门口就业的机会，实现从“土里刨食”
到“家门口就业”的转变，枝头“红宝
石”成为村民致富的“金串串”。

“红宝石”铺就致富路
李承儒 曹艳萍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李福和他的稻田梦李福和他的稻田梦
潘晟昱潘晟昱 王凯王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文君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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