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25日從國新辦舉行的2024年前
三季度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獲
悉，截至10月24日，全國秋糧收穫進度已超八
成，正在由前一階段時間的豐收在望轉化為豐
收到手。中國糧食產量連續9年穩定在1.3萬億
斤以上的基礎上，今年預計將首次突破1.4萬億
斤。專家分析，單產提升是今年糧食豐收重要
的支撐，對增產的貢獻達七成以上。另外，今
年大豆油料擴種成果鞏固，預計全年大豆產量
穩定在2,000萬噸以上。

專家：單產提升是重要支撐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興旺介紹，今年全年糧

食再獲豐收。夏糧早稻已經豐收到手，夏糧產
量2,995.6億斤，比上年增加72.5億斤，是近9
年增產最多的；早稻產量563.5億斤，連續4年
穩定在560億斤以上。秋糧面積穩中有增，大
面積單產提升取得明顯成效，截至10月24日全
國秋糧收穫進度已達 82.5%，又是一個豐收
季。中國糧食產量連續9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
上的基礎上，今年預計將首次突破1.4萬億斤。
大豆油料擴種成果鞏固，大豆面積仍然保持在
1.5億畝以上，預計產量穩定在2,000萬噸以
上；油菜籽面積、單產、總產實現「三增」。
農業農村部總農藝師、種植業管理司（農藥

管理司）司長潘文博表示，專家分析，今年糧
食豐收單產提升是重要的支撐，對增產的貢獻

達七成以上。據介紹，增單產方面，農業農村
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接續實施玉米單產提升工
程，新啟動了大豆單產提升工程，深入實施糧
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指導各地
落實適當增密、提高播種質量、水肥一體化、
「一噴多促」等關鍵措施，促進大面積均衡增
產，預計單產對糧食增產的貢獻超過了七成。

將建立農業科技企業庫
「目前我們所做的工作，一個是支持企業參

與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十四五』以來，參與
農業生物育種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等
重大科技項目的企業佔到參與單位總數的51%
左右，超過一半的參與主體是企業。」張興旺

表示，下一步，農業農村部將建立農業科技企
業庫，培養壯大農業科技領軍企業。農業農村
部正在梳理農業領域裏創新能力比較強、潛力
比較大的科技型企業，形成農業科技企業庫，
更有針對性支持這些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發揮作
用，建立常態化對接服務機制，「一企一策」
閉環式推動解決企業遇到的實際問題。
該部將主要從三方面予以支持：不斷完善科技

攻關需求對接機制，支持企業深度參與重大科技
創新決策；進一步推動各類創新資源要素向企業
加速聚集，增強企業自主創新的自主性和驅動
力；推動科技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讓企業深度參
與成果轉化，主導科技成果應用場景，讓科研的
成果真正在產業當中發揮應有的實際作用。

中國糧食產量今年料首破1.4萬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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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也是在東北種植的茭白收穫的季節，走進茭
白種植基地，滿眼葱綠盡收眼底，村民們穿梭在一
兩米高的茭白間，熟練地將一節節成熟的茭白採
收、裝筐，田間地頭一派忙碌的景象。此時茭白收
穫期間，每天都需要多名工人來進行收割、分揀、
打包等工作。

茭白地改良土質 兼備效益和生態
近年來，鎮賚積極探索鹽鹼地綜合利用的新模式，

採用「南蟹北養」「南蝦北養」「南菜北種」等「南
物北引」的創新舉措，通過引進南方優質資源，打破
了地域限制，推動當地生態農業與經濟的雙重發展。
眾多南方企業敏銳捕捉到這一商機，紛紛看好鎮賚的
發展潛力，積極北上投資，在這片「鹽鹼地」上掘金
尋寶。來自「中國茭白之鄉」浙江縉雲的丁煒便是其

中一員。
一片片茭白在風中搖曳生姿，丁煒隨手從地裏面抓

起一捧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看看茭白地改良
的土質，黑黝黝的，多喜人。茭白生長過程中會產生
草酸，能很好地中和土壤鹼性。當初也沒想到『南菜
北種』竟然能兼備效益和生態。」
「我們每天需要包裝六百袋茭白，每袋35斤。」

工人們打包茭白迅速，有條不紊，在旺季，每袋35
斤的茭白在市場上的售價可達到200元，每年9月、
10月是南方茭白上市淡季，只有在東北種植的茭白
能上市。而這段時間又恰好是茭白的消費旺季，因此
茭白有多少都不愁賣，價格也相當可觀。丁煒滿臉笑
意地說，今年茭白的價格非常高，每公頃的淨收入可
達到10萬多元。「剛剛，來自浙江、江蘇、福建、
上海四地的南方客商齊聚此地，搶購新鮮、優質的茭

白。」丁煒笑
着說。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了解到，
由於光照時間
長且晝夜溫差
大，鎮賚出產
的茭白口感好
品質優，個大
白嫩、爽脆甘
甜。與全國各地茭白相比，營養、口感、保存期等指
標都是一流的。如今，丁煒的茭白種植基地已成為鎮
賚縣特色產業發展的新亮點。2024年，鎮賚縣茭白
種植面積62公頃，預計產量100萬斤，預計產值500
萬元，明年計劃再擴建茭白種植面積174公頃。

引入嫩江水入鎮賚縣，不僅

盤活了稻地，還帶動了當地螃

蟹養殖，數百戶農民靠螃蟹致富。

「嫩江水系是全國沒被污染的少數幾個

水系之一，我們產出的螃蟹和小龍蝦可以

直接用清水蒸煮。」鎮賚縣匯聚農業科技

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葛俊介紹，「鎮賚的

生態環境優越，享受 2,950 小時的全年日

照，尤其是優良的土壤和水質，能夠做到

真正的生態養殖。」

葛俊是鎮賚縣非常有名氣的「養蟹大

王」，也是鎮賚河蟹養殖的帶頭人。「我

們的大閘蟹完全滿足『青殼、白肚、金

爪、黃毛』四個標準，弱鹼水養出的蟹肉

不僅鮮嫩，還有微微的甜味，江蘇養蟹專

家品嘗之後也讚不絕口。」葛俊出生於安

徽，2020年帶着團隊來到鎮賚做水產養殖

業，如今的葛俊說着一口流利的東北話，

早已把吉林當作第二故鄉。

「蟹老闆」帶領農戶養蟹致富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葛俊的大水面養

殖面積就迅速擴展到了3,400公頃，成蟹產

量高達80萬斤。這一成果讓當地農民看到

了養蟹的美好前景，紛紛前來基地學習，

還吸引了眾多南方的養殖戶前來鎮賚考

察。曾經無人問津的廢棄水泡養的都是螃

蟹，「蟹老闆」也開始帶領更多的農戶一

起養蟹致富。

鎮賚縣的蟹農王凱、王超兄弟便是葛俊

帶動的典型，哥哥王凱的養殖面積約有80

公頃，從 2021 年的 30 萬，到 2022 年的 50

萬，再到2023 年的101 萬，年養殖純收入

逐年攀升。弟弟王超，更是承包了 180 公

頃水面進行養殖。雖然起初資金緊張，貸

款70萬進行投入，但今年卻收穫了豐碩的

成果，今年，純收入高達160萬。

建立吉黑蒙水產品交易市場
隨着螃蟹養殖戶驟增，鎮賚縣近年來建

立了吉黑蒙水產品交易市場，由葛俊運營

管理。在交易市場的「聯軍水產」店舖

裏，來自江蘇的經銷商許聯軍正忙碌地將

當天收購的 500 多斤螃蟹按大小進行分

裝。他興奮地說：「明天，這些螃蟹就會

出現在上海、江蘇人的餐桌上。」許聯軍

和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分 享 了 自 己 「 致 富

路」，「2021年市場剛開業時，我就來考

察了。跑遍方圓五百公里，發現鎮賚螃蟹

的品質是最好的，我便在這裏扎了根。」

許聯軍在鎮賚收蟹兩年多，對鎮賚的嫩江

大閘蟹養殖前景非常認可，今年他在鎮賚

縣也承包了134公頃泡塘，投放蟹苗15,500

斤，養蟹收入純利潤在80萬左右。

像許聯軍這樣的外地客商在吉黑蒙水產

品交易市場並不罕見，眼下，來自天南海

北的客商都聚集在市場進行交易。葛俊介

紹，在交易市場，每天交易量將達到 50

萬—60萬斤。吉黑蒙三省區的螃蟹匯聚於

此，全年的交易量可達1,000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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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南菜北種」不愁賣 秋季「錯峰上市」價可觀

「四十年前的鎮賚，白花花的鹽鹼地，別說水
稻、螃蟹了，地上種啥也不長，用我們當地

人的話就是，『風吹沙土遍野跑，鹽鹼地上不長
草』。」鎮賚縣英台農機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任志
國看着眼前大片收穫在即的稻田，特別感慨地說，
「今年我們合作社每畝地的產量能達到1,300斤以上，
這在過去，做夢也不敢想啊。」

受氣候影響 沙土遍野曾寸草不生
鹽鹼地因治理難度大，被稱為「地球之癬」。吉林
省白城市位於松嫩平原鹽鹼地核心區，受氣候乾旱、
土地鹽鹼化等因素影響，白城的自然環境曾面臨嚴峻
考驗。20世紀八十年代，鎮賚縣十年九澇，土地鹽鹼
化嚴重，1988年，吉林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第一次派
來專家來到這裏傳授技術。經過大量實地調研，帶頭
人李學諶認為，這裏的自然環境不僅適合種植水稻，
而且可以通過旱田改水田實現「以稻治鹼」。此後，
第二代專家在優質、高產、抗病等方面不斷創新耐鹽
鹼水稻品種，使鹽鹼地種稻產量大幅提升。
進入21世紀後，第三代青年專家馬巍繼續深耕科研
一線，提出了蘇打鹽鹼地耕層構建技術體系，累計改
良鹽鹼地面積超2萬公頃。同時，他們推廣優質水稻
品種及配套高質高效栽培技術，使鎮賚縣水稻產量和
品質均得到顯著提升。
從春耕到秋收，三代農科人改良鹽鹼地，培育水稻
新品種，指導農民栽培技術，風雨無阻。如今，這裏
的鹽鹼灘正成為湖泡縱橫、稻田連片的大糧倉。數據

顯示：2023年，鎮賚縣水稻種植面積達 10.33萬公
頃，是吉林水田第一大縣。

一舉多得 養蟹改善土質減蟲害
鎮賚縣麗華家庭農場也是鹽鹼地改良的受益者之

一，在鎮賚縣麗華家庭農場，金黃色的稻穗沉甸甸地
低垂，與周邊白茫茫的鹽鹼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
代化的水稻收割機在廣闊的田野上往來穿梭，高效地
完成割稻、脫粒、裝車。
農場的負責人毛印華指着天空上盤旋的鳥群說：

「現在稻田裏產糧了，大量遷徙鳥類在這歇腳。」談
及這片稻田的變遷，毛印華難掩激動。2015年，他承
包了150公頃鹽鹼地，要改造成農田。但缺乏技術，
水稻產量很低，前3年都賠了。後來，由當地政府牽
頭，吉林省農科院專家介入，通過引進耐鹽鹼水稻品
種、優化種植密度、實施稻蟹綜合種養模式等措施，
有效提升了土壤肥力，水稻產量和品質連年攀升。
「如今，鎮賚縣的農民都知道，向土地要糧是有限

的，向科技要糧是無限的」，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毛
印華開心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去年，我這裏每
公頃能產出16,000斤糧食，賺了6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今年在這個基礎上，還得更多。」毛印華說。
讓稻米優質更優價的「稻蟹共養」模式也在鎮賚縣

逐步推開。「鹽鹼地裏養螃蟹一舉多得，螃蟹可以消
滅害蟲、提供有機肥，改善土質，而且本身也是高價
值的水產品。」毛印華說，「今年放養河蟹投入8萬
元，去掉成本，預計還能增收10餘萬元。」

穿行在秋日的吉林白城市鎮賚縣，地頭稻穀的芳香撲鼻而來，今年

又是一派令人陶醉的豐收序曲。這片稻香蟹肥的沃土良田，曾經是顆

粒無收的鹽鹼地。在吉林西部，曾經有大約百萬公頃的鹽鹼帶，鎮賚

縣就位於這片鹽鹼帶上，其全部耕地中，鹽鹼耕地面積為10.23萬公頃，佔耕地總面積的54.54%。

從「不毛之地」到「魚米之鄉」，鎮賚縣雙管齊下，一方面引入嫩江水，用水沖刷減輕鹽漬化，

使土壤積累出耕層，另一方面則是聯動吉林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開展耐鹽鹼水稻品種篩選和

鹽鹼地改良利用相關研究工作。今年，鎮賚縣的水稻產量約20.52億斤，已連續6年奪得吉林省水

稻總產量第一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林凱 長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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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忙着捕撈螃蟹。 香港文匯報長春傳真

●茭白農戶丁煒展示改良前後的
土壤，左手為白色的鹽鹼地，右
手為改良後的黑色泥土。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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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產結果
首年改良水
稻畝產達到
548.6公斤。
香港文匯報

長春傳真

●●鎮賚重度鹽鹼地喜迎豐收鎮賚重度鹽鹼地喜迎豐收，，三台聯合收割機正在田間忙碌作業三台聯合收割機正在田間忙碌作業。。 香港文匯報長春傳真香港文匯報長春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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