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冰冰 徐楠
郑博巍）“在你那是‘孬地’，在我
这就是‘宝地’……”。10 月 21
日，记者在东丰县南屯基镇裕民
村五组听到村民冷秀红讲了她如
何专门流转沙溜子地，大面积种
地瓜，发家致富的故事。

冷秀红今年 40多岁，她和丈
夫是一对非常勤劳又有智慧的夫
妇。早些年他们种苞米、栽水稻、
搞大棚……收入虽然可以，但始
终觉得不太理想。他们发现近几
年来，人们对健康食品越来越感
兴趣，尤其是对地瓜越来越喜欢，
价格年年走高。2019年，她家开
始小面积试种地瓜，发现比种其
他作物效益好了很多。从此，开
始扩大地瓜种植面积。但地瓜喜
欢沙溜子地，自己家哪有那么多
呀？他们想，沙溜子地往往以山
坡地居多，水稻种不了，种苞米又
不收，在别人看来就是种啥啥不
收的“孬地”。如果把这些沙溜子
地流转过来种地瓜，不仅好流转，
而且流转金还低不少。不出所
料，与邻里一谈，都乐意把手头的
沙溜子地流转给他们。于是夫妻
俩以每垧 3000元的价格流转到
30亩沙溜子土地，一下成了种地
瓜大户。

这些不起眼的沙溜子地在冷
秀红家倒成了聚宝盆。由于沙溜
子地非常适合地瓜生长，好土好

水产出好红薯，再加上他们先后
引进西瓜红、哈密、水晶紫薯、红
瑶等国内外新品种，买过他们家
地瓜的人都说，冷秀红家的地瓜
软糯细腻、香甜浓郁、无筋无丝。

好产品收获好口碑，赢得了
回头客，也打响了品牌。别人的

地瓜每斤卖到 1块多，而他们家
地瓜一斤最低 2块 5，4块、6块、8
块，最高卖到 10块，平均每亩净
赚 4000元，每年净挣 12万多元。
就这样，勤劳智慧的冷秀红靠流
转“孬地”发展地瓜特色产业富得
直流油。

在你那是孬地 在我这“宝地”

冷秀红流转沙溜子地富得直流油

同一块地，选择种植适合土
壤环境的农作物，生产效益却大
大不同。东丰县南屯基镇裕民
村五组村民冷秀红专门流转别
人不愿意种的沙溜子地致富的
实践说明，发展农业，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培育优势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尤为关键。

“土地者，民之本也”。土地
是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
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村宝
贵的财富。如何利用好土地，让
土地实现效益最大化，促进农业
提质增效、农村振兴发展不仅是
广大农民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所离

不开的重要支撑。
俗话说，农民种地讲究“天

时、地利、人和”，一要看气候，二
要看土地利用率，三要看生产模
式。因此，要根据土地状况选择
耕种品种是基础，科学选择宜种
的农作物，使不打粮的、少打粮的
土地在调整种植品种后，新增收
成，创造土地更大价值。要创新
种植合作模式，探索多种合作路
径，抱团共赢，实现所需即所用，
加快土地资源增值变现。要提
升种植技术水平，立足资源禀赋，
不断壮大规模，大力实施规模化、
标准化和产业化生产经营，以高
效高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链条
发展，做活“土地文章”，持续推动
乡村振兴。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田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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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希伟）10月
17日，龙山区忠诚村的秋白菜地
里，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收
菜，生怕抢不上订菜的大货车一早
就停在了路边。村合作社的会计
手指噼里啪啦地敲着计算器，笑呵
呵地与采购方清算秋白菜的价钱。

“党建引领、抱团发展，这个方
法太好了！”“今年大丰收，我们的腰
包鼓溜了。”“流转土地有租金，在合
作社打工还有工资拿。”……菜地里
的村民一边拿着菜刀收秋白菜，一
边得意洋洋地跟记者“炫富”。

据了解，多年来，忠诚村以传统
玉米种植为主，农村集体经济受保

守思想束缚发展缓慢，导致农民收
入微薄，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人口
流失严重。村里靠着仅有的 181
公顷耕地养活着711户、1423名村
民，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为
5.76万元。

“去年，村党支部响应镇党委
号召，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
持‘支部主导、农民自愿’‘依法组
建、规范运行’‘因地制宜、稳步推
进’原则，组织成立‘忠诚于民’合
作社，并打造成领富、带富的民心
工程。”村党支部书记曹红告诉记
者，“刚开始，村民们并不认同这种
方式。我们便起早贪黑挨家挨户
走，坐在炕上与村民促膝交谈，讲
事实、摆道理，掰了瓤说馅儿，直到
他们点头答应。”

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
忠诚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头雁”
效应，既当工作“带头人”，又当
产业“带富人”，更当发展“领路
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副理
事长李宝生说：“我们采取‘村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投资12万元，实行股份分红

制。其中，村支部占股67%，入股
群众26户、占股33%，贫困户3人
持干股，不断吸纳剩余劳动力，竭
力打造‘寿山十八村’品牌。”

因地制宜路更宽。对于推广性
好、适用性强的经营模式，合作社
加大资金投入，在提质增效上下功
夫，在选好路子上想办法。

春耕期间，合作社选出优质地
块种植了56亩小麦，并与镇农业
站技术人员一同实施灌溉、施肥、
除虫、除草等科学田间管理方式。
8月份，共收获 11000公斤小麦。
不仅如此，合作社还延伸加工链
条，并注册面粉品牌“寿山十八
村”，加工后的面粉达9元/公斤；推
广的小麦和秋白菜轮作种植方式
满载着村民的希望，迎接明年的大
丰收。

“党建引领、抱团发展”模式按
下了强村富民的功能键。今年，忠
诚村土地流转增至79亩，入股村
民达48户，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收
入预计可达22万元。小麦与秋白
菜形成的“麦菜”组合，让村民的腰
包鼓溜溜。

“麦菜”组合双丰收 村民腰包鼓溜溜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琳 于
蕾）农业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副

“金扁担”，一头挑起城市“菜篮
子”，一头挑起农民好日子。农业
合作社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
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在带来
更大规模和更专业技术的同时，还
带来了更多机会和更好前景。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发展，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农业合
作社成为越来越多新时代新型农
民致富的有效途径。过去的农民
祖祖辈辈在土地里辛苦耕作；如
今的农民随着合作社的高质量发
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
智能化。农民在农业合作社中学
习技术、获取分红，从牛耕锄刨中
解放出来，实现了从传统农民到
科技农人的转变，获得更多创造

幸福生活的新选项。
蓬勃发展的农业合作社照见

乡村振兴更广阔的未来，让小田
变大田、碎田变整田、闲田变忙
田；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悠
然自在当起了当起了“甩手掌
柜”。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发展
让农民增收的渠道不断拓宽，进
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下更坚
实的基础。

发展农业合作社 为乡村振兴“加把火”

金秋十月，“丰”景如画。在
东辽县安石镇中香村公路沿线，
记者看到，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里，随处可见忙碌着的大大小小
的现代化农机“身影”。伴随着玉
米收割机阵阵轰鸣声，秸秆倒下，
一棒棒金黄色的玉米被机械“吞
进肚”收入翻斗……这里的农民
已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放，“甩
手掌柜”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喜
悦。

谈起收益，在地里忙着指挥
农机作业的合作社负责人徐素梅
指着台台满载玉米棒的农用车，
自信满满地对记者说：“人工收割
一亩地的玉米，四五个人要干大
半天，机收平平常常一天就能收
割几十亩。”如今，在中香村，农民
种田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牛
耕人种的场景不见了，农业机械

一气呵成包揽了玉米从春种、夏
长到秋收的全部工作，实现了农
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民“坐等”
就能增效减损，颗粒归仓。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逐渐流
失，耕地无人耕种、无力耕种的问
题，东辽县积极支持和鼓励土地
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通过规模
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和科学化管
理，以实现土地增效和农民增收
的最大化。徐素梅说，她在优惠
政策的激励下，2013年便成立了
东辽县安石镇连东农机专业合作
社，流转经营耕地 5000余亩。她
的这支服务当地春耕秋收的“钢
铁队伍”，不仅为村民提供了耕、
种、收等社会化优质服务，也让自
己走出一条前景广阔的致富之
路。

“不服机械化不行，以前收割

1公顷玉米，全家要抢抓时间齐
上阵，5、6个人还要干很多天，现
在一台机器小半天就能把活儿干
完。不仅省时省力，生产效率还
高。”谈及农机带来的便利，村民
徐学明对记者感慨道，自从合作
社成立后，他不但把40亩土地流
转，还在合作社打工，一年的“两
笔”收入近10万元。

为了将零散土地整合连片，
降本增效保产量，徐素梅创新采
用“带地入股优先打工”“土地不
流转托管买服务”“自种抱团合
作”的特色种植模式，调动农机资
源，使流转土地全部实行大规模
机械化作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持续增加了农民收入。徐素
梅“从种到收服务到秋”的社会化
服务，真正让农机大显了“主角”
身手。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陈博琳陈博琳））““书书
记记，，小心点衣服小心点衣服。”“。”“没事没事，，特意穿特意穿
的劳动服的劳动服，，不怕埋汰不怕埋汰，，放上来吧放上来吧。”。”
1010月月1919日日，，东丰县大阳镇集体村东丰县大阳镇集体村
五组的一片玉米地上五组的一片玉米地上，，忙着帮村忙着帮村
民高双莲秋收的大阳镇党委书记民高双莲秋收的大阳镇党委书记
史益锋让同事帮忙把一袋玉米扛史益锋让同事帮忙把一袋玉米扛
在了肩上在了肩上。。这是大阳镇关注特殊这是大阳镇关注特殊
农户秋收的一个缩影农户秋收的一个缩影。。

金秋十月金秋十月，，收割玉米成了农收割玉米成了农
民的头等大事民的头等大事。。但受疫情影响但受疫情影响，，劳劳
动力短缺动力短缺，，雇工成本增高雇工成本增高，，给农民给农民
秋收带来很大影响秋收带来很大影响。。高双莲是集高双莲是集
体村五组的脱贫户体村五组的脱贫户，，今年今年5959岁岁，，由由

于患有心脏病和多种慢性病于患有心脏病和多种慢性病，，基本基本
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可屋漏偏逢连夜可屋漏偏逢连夜
雨雨，，今年高双莲和儿子又不幸遭遇今年高双莲和儿子又不幸遭遇
车祸车祸，，看着地里还未收割的玉米看着地里还未收割的玉米，，
心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在了解高双莲家庭的实际情在了解高双莲家庭的实际情
况后况后，，大阳镇大阳镇6060余名机关干部主余名机关干部主
动作为动作为，，帮助高双莲家抢秋收帮助高双莲家抢秋收、、渡渡
难关难关。。挽起裤腿挽起裤腿、、撸起袖子撸起袖子、、拿起拿起
镰刀镰刀，，我帮你装袋我帮你装袋，，你帮我扶上你帮我扶上
肩肩，，虽然不是掰苞米的虽然不是掰苞米的““专业选专业选
手手”，”，但大家毫不含糊但大家毫不含糊，，忙得不亦忙得不亦
乐乎乐乎。。99亩地的玉米在大家的手亩地的玉米在大家的手
掰肩扛中用了半天时间就颗粒归掰肩扛中用了半天时间就颗粒归

仓运到了高双莲家中仓运到了高双莲家中。。
““今年秋粮收成与以往差不今年秋粮收成与以往差不

多多，，家里缺人手家里缺人手，，前几天我还在为前几天我还在为
收玉米发愁收玉米发愁，，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有了这有了这
些党员干部的帮忙些党员干部的帮忙，，这还愁啥了这还愁啥了，，
往年得收一个多月呢往年得收一个多月呢，，真是太感真是太感
谢他们了谢他们了。”。”说话的高双莲红了眼说话的高双莲红了眼
圈圈。“。“话说千万遍话说千万遍，，不如实事干一不如实事干一
件件”。”。东丰县大阳镇党委结合东丰县大阳镇党委结合““我我
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实践活动要求，，积积
极与农户对接极与农户对接，，组成了除窗口工组成了除窗口工
作人员以外的党员干部抢收队作人员以外的党员干部抢收队
伍伍，，帮扶了帮扶了22户年纪较大户年纪较大、、身体不身体不
好的农民收割玉米好的农民收割玉米2020余亩余亩。。

大阳镇关注特殊农户秋收

“特殊”秋收小分队上岗

稻穗飘香，满地金黄。日
前，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的 2326
亩稻田迎来了“旱改水”后的第
一个丰收季。

进入“旱改水”项目区，只见
15 台联合收割机马力全开，正
在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
装运……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
一首稻田丰收“交响曲”。

据了解，今年初以来，西安
区实施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

项目，灯塔镇碾山村、成山村、
高古村、建国村、太和村、正风
村 6 个村 2300 余亩集中连片土
地作为首批试点启动项目改造，
通过对水、田、路的综合治理，
建成了易于耕作、旱涝保收的优
质良田，同时利用附近老龙头水
库优质灌溉水源，打造绿色有机
稻品牌，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增
收。

据了解，下一步西安区在推

进“旱改水”的基础上，将进一
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积极组织科学种养培训，
探索发展“稻田套养”模式，尝
试发展“稻田+蟹”“稻田+蔬菜”
等高效农业，以期延长水稻“产
业链”，增加稻田“附加值”，进
一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耕
地产量、优化耕地结构，为农业
增产增收、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
障。

“旱改水”改出稻花香
本报记者 吕琳 侯远鑫

从种到收 服务到秋

连东农机唱“主角”丰收满地遍“黄金”
本报记者 于芯 张爽 孙嘉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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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大显身手农机大显身手

村民热火朝天地忙着收菜村民热火朝天地忙着收菜

秋白菜喜获丰收秋白菜喜获丰收，，
农民的腰包鼓溜溜农民的腰包鼓溜溜

生怕抢不上订菜的大
货车一早就停在了路边

机械化作业使得收割效率大大提高机械化作业使得收割效率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