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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娜 武跟兄

好山好水好大米 兴安岭上兴安盟

隆冬时节,大地被白茫茫的积雪覆
盖,兴安盟各地大部分农事活动已停
止，但在兴安盟草原三河有机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加工生产有条不紊、客商电话应接
不暇、运输货车进进出出……高品质的

“兴安盟大米”从这里远销全国各地。
兴安盟草原三河有机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峰说，公司围绕稻米
产业，探索“基地+农户+带头人+市场”
的带动模式，在种植、生产、加工、销售
等各个环节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3
年，该公司与周边农户签订订单15000
余亩，均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签约农户
种植的水稻,带动当地 1000余户农民
增收，还为周边嘎查村 30余人提供了
就业岗位。

此时正值大米加工旺季，扎赉特旗
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里弥
漫着稻米醇香的味道。厂房内机器轰
鸣，却看不到飞扬的稻壳，一颗颗稻谷
经过清理、垄谷、谷糙分离、碾米等步
骤，蜕变成一颗颗色泽清白的大米，空
气中弥漫着阵阵浓郁的稻米香味。工
人们忙着分装、发货，一箱箱优质的兴
安盟大米销往全国各地，端上百姓餐
桌。

“我去年种了60亩订单绿色水稻，
每亩地收成 1060斤，魏佳米业以每斤
2.4元回收，比市场价高出不少。冬天
地里没农活，我还能到加工车间干活，
又增加了一块收入。”扎赉特旗好力保
镇联丰村村民常存峰说。

“一粒米”富裕一方百姓，撬动一个
产业。近年来，兴安盟依托企业加农户
模式，大力发展水稻产业。全盟100多
家稻米企业、合作社积极联结农户，在
选种、育苗、种植、销售上下功夫，为农
户提供水稻品种、种植技术指导等专业
化服务，引导农户自愿做好土地流转、
规模化经营等工作，助力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过去，种粮靠一家一户“单打
独斗”，如今，众多农户抱团种粮，丰收
又增收。

兴安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水稻产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智慧农业的
运用，更使得兴安盟水稻质量、效益跃
升。

二龙屯水稻全程可追溯示范基地、
义勒力特镇绿水田物联网质量控制中
心、科右前旗农作物病虫害田间监测
站、突泉县智慧农业云平台、扎赉特旗
智慧大脑……近年来，随着数字农业农
村科技服务中心和智慧农场等一批智
慧农业新技术应用典型工程的投入使
用，一批批科研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
力，智慧农业为兴安盟水稻产业高质量
发展添翼赋能。

“以前种地靠的是经验，现在农机
上配有电动方向盘、自动导航系统和卫
星平地系统，省时省力，效率还高。”扎
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杜岗介绍着智慧农业带来
的新变化。从春耕、春播到田管、秋收，
扎赉特旗把“智慧”赋能于农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看天”向
智慧农业“看屏”的转变。

粮食稳产增产，关键在科技。近年
来，兴安盟全力抓好优质水稻品种繁育
体系建设，打造专属于兴安盟的水稻好
品种，以稻种的高质量确保稻米的高品
质。

2018年 10月 16日，袁隆平院士专
家工作站在兴安盟建立。多年来,袁隆
平院士团队在基地中辛勤努力，科研成
果加速产出，实现了袁隆平院士提出的

“三年内帮助兴安盟水稻亩增产100公
斤”目标。这一技术模式的成功应用，
创下了兴安盟水稻产量新高。同时,挂
牌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试验基地等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此外，团队还选
育优质水稻新品系13个、新品种3个，

“X56”“157”等优质水稻新品系、新品
种推广面积达10万亩。

北京兴安盟大米馆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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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大米煮出来非常好吃。”“用
兴安盟大米做出来的米布丁口感最香糯，
兴安盟大米非常棒。”“兴安盟大米品质
好，口感佳，我们都是回头客。”2023年，继
在呼和浩特市的全国首家兴安盟大米馆
开业后，北京兴安盟大米馆也正式营业。

“馆内设有兴安盟火锅餐饮区、快餐
区、生态大米及生态产品品鉴区、现磨鲜
米销售区、精品大米购买区等多个功能区
域，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生态产品消费
与体验服务。”兴安盟大米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高海亮说，“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个平台，让更多北京人了解和认识兴安
盟的生态食材，让兴安盟大米香飘全国。”

兴安盟大米“香飘”北京城系列活动，
是兴安盟提升“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的
缩影。近年来，兴安盟把“兴安盟大米”品
牌建设纳入全盟农业重点发展战略，发挥
兴安农垦“国企”优势，助推兴安盟大米产
业提档升级，全力以赴落实“以平台整合
产业、以营销拉动产能、以品牌提升品质”
的发展思路。成立兴安盟大米公司，助推
兴安盟大米品牌增效工程，发挥国企“两
个核心”“两个责任”担当作为，创新创造
了“三化赋能产业”模式，即链主企业平台
化、三产融合一体化、联盟单位协作化，推
动大米产业“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
龙”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效解决了“兴安
盟大米”品类繁多、品质不一的问题，形成
了成熟的“兴安盟大米”品牌集群。

米布丁、米乳、牛奶黑米燕窝粥、大米酒
……从米到“米+”，兴安盟大米产业实现“接
二连三”发展。目前，兴安盟共有水稻加工
企业32家，年加工能力达110万吨以上，稻
谷加工转化率达87%。“兴安盟大米”品牌先
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十大大米
区域公用品牌”“中国十大好吃米饭”“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
称号。

此外，兴安盟还以“内控品质、外树形
象”的思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深
耕京津冀、呼包鄂、长三角、大湾区四大板块
销售区域。“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全面推
进，“兴安盟大米”品牌曝光数据达“1亿+”人
次以上，引起线上线下的广泛关注，“兴安盟
大米”市场知名度得到明显提升。

好山好水好大米，兴安岭上兴安盟。
那凝聚着无数汗水的金灿灿的稻米，已陆
续从田间地头来到百姓餐桌。带着一年
又一年丰收的希望，精彩的兴安盟大米故
事，将继续为兴安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增添鲜活的注脚。

大米加工车间。

顾客在兴安盟大米馆体验稻谷加工。

意大利知名美食家阿牛点赞兴安盟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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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大米”亩产761.5公斤，打破内蒙古自治区水稻亩产纪录；区域公用品牌价值高达262.87亿元……
数据的背后，是兴安盟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水稻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的体现。从“兴安盟大米”引领农业

品牌化发展，到科技赋能让农业展翅高飞；从农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到乡村振兴焕发生机；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农业增产，到政府
搭台让农民增收，兴安盟水稻产业发展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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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稻田孕育着丰收的喜悦。


